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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生命河，是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维护国家生
态安全、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基础和纽
带。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里，过度捕捞、挖砂采
石、拦河筑坝等人类活动影响，使长江付出了
沉重的生态代价。习近平总书记曾痛心地形
容：“‘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

从长远计，为子孙谋。长江生态环境大保
护成为基于长江经济带战略而提出来急需完
成的一项严峻的任务。按照中共中央统一部
署，今年起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将开
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其中，台
盟中央对口重庆进行民主监督。9月8日至13
日，台盟中央副主席吴国华率领台盟中央调研
组首次赴重庆开展摸底调研，以期全面掌握重
庆市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情况，查找突出问
题，精准谋划、精准施策、精准发力，确保长江
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起好步、开好局、
谋好篇。

▲ ▲ ▲

努力呵护一江碧水

在重庆铜锣山和明月山之间的长江中，有
一座绿意葱茏的江心岛，空中俯瞰，它就像一
只美丽的眼睛，蕴含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的苍
翠，盛满着重庆山水的独特韵味。

这就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江心绿岛——广
阳岛。

9月8日，台盟中央调研组踏上了这座生
态宝岛。

金秋时节的广阳岛，江风徐徐，绿植成荫，
碧水微澜。游人闲庭信步在岛内，只见水禽群
集，或松林蔽日、或桃李争芳、或竹林滴翠、或
橘果飘香。

“这是近两年才有的现象，以前这里搞大开
发，把岛上的飞禽走兽都吓跑了。”广阳岛原住
民张永刚说，他原来住在岛上，以捕鱼为生。十
多年前，这里搞大开发以后，鱼越来越少，无鱼
可捕的张永刚离开了广阳岛在外务工。

资料显示，由于采石取土、道路建设等，广
阳岛内部分山体被挖开，造成大量边坡和崖壁
裸露；因过度砍伐，岛内原生林严重退化；原有
水田和梯田被改造为大田、旱田，农田肌理受
损，土质逐渐退化为紫色土、沙壤土和泥沙土。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17 年以
来，重庆市果断踩下开发广阳岛的“急刹车”，
把生态修复摆在压倒性位置，建设“长江风景
眼，重庆生态岛”。

“祛病疗伤”、生态维育、回归乡野……经
过4年多系统修复，广阳岛这颗“生态明珠”再
耀长江。

“广阳岛生态修复工程一期已全部完工，
二期主体完工。”重庆广阳岛绿色发展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李永文告诉调研组，目前，共完成
植树2万余棵、巴茅10万丛、全岛生态修复和
环境整治300万平方米，植被覆盖率达90%以
上，初步建成生动表达“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
同体”理念的“生态大课堂”，让“蓝天白云、繁
星闪烁、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绿草如茵、林木
葱茏、鸟语花香”的生态美景在广阳岛一一呈
现，“长江风景眼”风景正逐步擦亮，“重庆生态
岛”生态效应逐步显现。

其实，风景迷人的广阳岛只是重庆市深入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强长江生态环境大保
护结出的硕果之一。

“十三五”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
地处长江上游的重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为指导，强化“上游意识”、担起“上游责
任”，在长江生态环境大保护工作中充分发挥
自然资源在生态保护中的源头管控作用，不断
完善地方立法，建立保护长江的长效机制，加
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和生活方式，为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提
供战略保障。尤其是，随着今年3月1日，长江
保护法正式施行，重庆市保护长江的力度也在
不断加大。

据了解，为保护长江，近年来，重庆市委、
市政府先后出台了《重庆市生态保护红线》《关

于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快建设山清水
秀美丽之地的意见》《重庆市实施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行动计划》《重庆市污染防治攻坚战实
施方案》《长江重庆段“两岸青山·千里林带”规
划建设实施方案（2020—2030年）》等一系列
文件，一批突出环境问题“硬骨头”得到有效解
决。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重庆各地
各部门展开了积极行动。

——聚焦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难点，
重庆市发改委印发实施《重庆市非法码头整治
工作方案》《重庆市长江干流岸线利用项目整
理整治工作方案》，118个非法码头、461个岸
线清理整治项目全部完成整改。

——2019年至今，重庆市生态环境局等
多部门已累计组织滚动排查污水问题44万余
人次，查处违法行为1100余起，全市重点整治
污水“三排”突出问题1万余个。

——“十三五”以来，重庆市经济信息委严
控过剩产能和“两高一资”项目，禁止在长江干
流及主要支流岸线5公里范围内新布局工业
园区，着力推动绿色制造发展，为企业提出绿
色技改方案303项。

——市水利局把长江保护法实施与水利
行业加强管理相结合，修订完善相关制度，及
时启动《重庆市三峡水库消落区管理暂行办
法》修订或制定《重庆市三峡水库管理条例》。

……
付出总有回报。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底，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为优，42个国控断面
水质优良比例首次达100%。2021年开始，地
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断面由42个增至74个。1
月至8月，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持续保持为Ⅱ
类，74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国家考
核要求，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面消除，城市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

“重庆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对长
江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调研组表示，重庆在整个长江流域中具
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地位，其生态环境质
量的变化，对长江中下游地区都会产生敏感
的影响。近年来，重庆把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
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发挥好水土资源“固定
器”、环境污染“过滤器”、江河流量“调蓄
器”、生态风险“缓冲器”四大作用，成为横亘
在长江中上游交界处的“绿色长城”，长江上
游重要生态屏障建设初见成效，山清水秀美
丽之地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进一步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使重庆山水“颜值”更高、大地

“气质”更佳，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
感不断提升。

▲ ▲ ▲

环保形势依然严峻

东风吹来满眼绿，生态景观美如画。
这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水域面积

65平方公里，流域纵横长寿、垫江、梁平3个区
县，203座岛屿星罗棋布，著名的红色小说《红
岩》就创作于此——长寿湖。

作为长江一级支流，长寿湖常年蓄水量10
亿立方米，水体的好坏影响着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的质量。

“上世纪末，部分养殖业主片面追求利益，在
长寿湖进行投肥养殖和过度捕捞，造成湖水生态
系统急剧恶化，湖水常年都是黑色的。”长寿区生
态环境局副局长陈波称，近年来，重庆市委、市政
府，长寿区政府以及长寿湖管委会通过实施生态
安全调查、规范化水源地建设、生态保护工程、污
染源治理、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移民以及环境监
管能力建设等5大类52个工程项目，水质从原
来的劣Ⅴ类提升到现在的稳定达到Ⅲ类，湖区生
态环境质量逐步改善，已成为人们休闲游玩的好
地方。

随着长寿湖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长寿湖周
边的各个街镇经济发展以及居民生活质量得到
了较大提高，迈入了新阶段，长寿湖正收获着丰
厚的回报。调研组表示，从忽视环保追求产量，到
重视环保得到经济效益，长寿湖水质环境的可喜
变化，充分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
学论断。

虽然通过十几年整治，长寿湖的环境保护工
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不少挑战。

调研组指出，在长寿湖仍存在一些污染源没
有得到有效治理，如湖周边农业生产带来的面源
污染；沿湖流域污水处理管网中二三级管网不
足、主管网破损后维修不及时，并且垃圾收运系
统的运行也不理想，群众生活垃圾分类的执行率
较低、生活垃圾混投现象严重。

对于长江重庆段而言，还有一个难解之结
——消落带治理。

长江三峡工程建成投入运行后，三峡库区在
长江干流及支流形成最大水位涨落幅度达
30m，长度近 2000km 的永久性水位季节消落
带。在消落带，耐旱植物会在蓄水期被淹死，耐淹
植物会在枯水期干死。没有植物，水土会随着江
水而去，污染水体。因此，消落带治理被称为世界
级难题。据了解，仅长江涪陵段就存在着约5.2万
亩的消落带，涉及13个乡镇街道。

在调研中，调研组看到，尽管消落带局部环
境得到改善，但消落带生境状况、植被覆盖、土壤
固持及库岸稳定性、用地格局、周边环境及管理
等指标评价结果均较低，生态系统极度脆弱，整
体上依然呈退化趋势。同时，在一些支流河岸平
缓区域，两岸岩石开始裸露出来，岸边土层较薄，
出现石漠化现象。

消落带是库区生态环境的最后一道屏障，加
强消落带管理保护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中具有
重要意义。调研组表示，目前，消落带植物种类主
要以草本植物为主，且人工修复的消落带区域物
种种类不够丰富，植物群落结构稳定性不强，生
态服务功能发挥有限。在消落带植被恢复较好区
域，物种结构也不合理，草本植物中一年生的达
到95种、入侵物种42种。另外，部分消落带存在
有耕种情况，农民在消落带耕作中施用农药、化
肥，加上产生秸秆等农业废弃物，成为长江水质
的污染隐患。

此外，调研组还发现，眼下，长江沿线非法捕
鱼乱象得到明显遏制，但仍存在部分人员打着休
闲垂钓的幌子，从事盈利性垂钓，以及泥鳅钓的
情况。

“渔业法及其实施条例，对休闲垂钓缺乏具
体规定，导致基层执法人员无法可依，不知如何

管理。”重庆市万州区生态环境局局长谭江峰表
示，由于缺乏法规依据，执法人员只能按照上级
部门的文件进行劝阻，但若劝阻不起作用，则缺
乏采取进一步有效措施的手段。

无序垂钓行为成为破坏水生生物资源的重
要因素，影响了禁捕后的禁渔管理秩序和水域
生态保护恢复效果。调研组表示，需要进一步完
善长江流域垂钓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垂钓管理
机制。

同时，调研组也指出，部分涉及长江保护的
法规、制度出台时间过早，未能与时俱进地进行
修订或完善，导致法规、制度“打架”“留白”，基
层执法者在具体执法中，存在无法可依、有法难
依的困境，“消极执法”“灰色执法”“钻法规空
子”等时有发生，使得一些破坏长江生态的违法
行为无法及时遏制，亟须尽快对涉长江相关法
规、文件进行梳理、清理，并对相关重要法规尽快
进行修订。

▲ ▲ ▲

构建监督闭环运行机制

从南岸区广阳岛到长寿区长寿湖，从涪陵区
黄旗码头到万州区龙宝河……

短短一周，调研组深入重庆市渝中区、南岸
区、涪陵区、长寿区、万州区一线开展调研，努力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总结好的经验做法、发现
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助力重
庆市、国家加强和改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是中共中
央赋予民主党派的重大政治使命。”吴国华表示，
台盟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要坚
持问题导向，聚焦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难点
问题，将发现问题与共同研究对策、提出整改办
法相统一，把监督过程变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推动政策落实的过程。

守护一江碧水，让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是
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共同责任。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
济带发展和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
履行好中共中央赋予台盟中央对口重庆市开展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的重大政治使命，台
盟中央建立组织协调机制，成立以全国政协副主
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为组长的领导小组，确立
以“瞄准长江生态环保焦点，组建多级监督力量
体系，构建监督闭环运行机制，推进全流域网格
化监督”为工作思路，以“助力重庆市加强和改进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为工作目标，精心谋划、
精准推进。

同时，建立信息沟通机制、监督力量参与机
制、反馈整改机制、监督闭环运行机制，逐步完善
台盟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力量体系，从长
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的始端到末端，建
立全过程管理机制体系，确保实现效能监督。

此外，还按主体力量、基本力量、重要力量三
个层级，组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力量体
系，实施专业化监督。特别是，由牵头负责监督任
务的台盟地方组织选好工作骨干作为联络员，并
广泛联系、推荐高水准专家，强化台盟中央民主
监督智库建设。

台盟中央社会服务部副部长陈勇表示，目
前，社会服务部以及北京、上海、重庆等台盟地方
组织，已经分别组建了合作专家团队。现有专家
智库包括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中国水科院水
生态环境研究所、上海长三角科技交流合作促进
中心、重庆两岸所、重庆社科院、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等科研机构相关专家。

“台盟现阶段的监督重点聚焦水生态方向，
具体细化为工业园区污染管控、突发环境风险防
控和应急处置情况、长江岸线保护修复现状与对
策、农村面源污染情况四项课题。”吴国华表示，长
江生态环境保护系统性强、涉及领域广，专项民主
监督工作时间跨度长、工作量大，台盟力量有限，
必须聚焦重点，有的放矢。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关
于支持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长江生
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中明确了
监督方向为8个方面内容，由于专项民主监督工
作的时间跨度、合作专家研究方向以及一些台盟
地方组织前期工作基础，台盟监督工作重点聚焦
在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环境风险四个方面。

由于对口重庆市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
主监督，是台盟首次对流域性问题开展的专项民
主监督，为帮助盟员全面深入了解长江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的情况，提高对长江生态环境保护领域
的认知，提升民主监督能力，7月-10月，台盟中
央连续举办了3期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
讲座，邀请国家有关部委、专家学者进行专题辅
导，为扎实做好民主监督工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和
法律基础。

陈勇表示，台盟中央还将联合中共重庆市委
统战部，举办“筑梦乡村”生态发展专题培训班，
组织重庆段长江流域的区县生态环境领域行政
管理人员培训，助力重庆贯彻落实好中共中央长
江生态保护治理决策，并深化台盟和重庆的联
系，加强专项民主监督工作基础。

推进长江生态环境大保护是关系国家发展
全局的重大战略，既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
久战。在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的道路上，台盟将
持续贡献智慧与力量。

合力护好长江水清岸美合力护好长江水清岸美
———台盟中央调研组首次赴重庆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专题调研侧记—台盟中央调研组首次赴重庆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专题调研侧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孙金诚孙金诚

▇ 相关链接

中央统战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
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
派人士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
的实施方案》，明确由台盟中央对口重庆市
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

6月9日

台盟十届 69 次专职主席会审议通过
《台盟中央2021年对口重庆市开展长江生态
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实施方案》，并成立
了对口重庆市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
作领导小组。

6月15日

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长江
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京召开。

6月16日

台盟十届13次主席会通报审议了台盟中
央对口重庆市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
督工作情况。

7月5日

台盟中央社会服务工作推进会暨长江生
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京召开，
对全盟2021年开展定点帮扶工作和对口重庆
市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进行
了整体部署。

7月6日

台盟中央在京举办第一期长江生态环境
保护民主监督专题讲座，讲座邀请到生态环
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副司长赵世新作“深入打
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专题报告。

7月27日

台盟中央召开对口重庆市开展长江生态环境
保护民主监督工作专家座谈会。台盟中央副主席
吴国华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7月29日

台盟中央在京举办第二期长江生态环境保护
民主监督专题讲座。讲座邀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员
会基础司副司长李鸣作专题辅导报告。

8月25日

台盟十届72次专职主席会审议通过《台盟中
央2021年对口重庆市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
监督工作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台盟中央2021年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执行计划。

8月26日

台盟中央对口重庆市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
护民主监督工作座谈会在渝召开。

9月8日

台盟北京市委会携专家一行赴重庆市渝中
区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动态监测工
作对接暨专题调研活动。

9月22日至24日

台盟重庆市委会携专家一行赴重庆市巫山
县，就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开展民主监督动态监
测工作对接暨专题调研活动。

9月23日至26日

台盟上海市委会与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的工
作组，赴重庆市涪陵区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
民主监督工作。

9月22日至25日

台盟中央“加大水环境保护力度 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重点调研课题研讨会在重庆
召开。

10月13日至14日

台盟中央在京举办第三期长江生态环境
保护民主监督专题讲座。讲座邀请到全国人
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室副主任林
丹，围绕长江保护法作专题辅导报告。

10月15日

调研组考察码头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情况 陈美龙 摄

调研组在万州经开区调研调研组在万州经开区调研 陈美龙陈美龙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