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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江苏南通，江畔明珠。
站在五山地区滨江地带远眺，江水浩浩

汤汤，五山临江而立，江岸葱茏蓊郁。
“我在 1978 年来过五山地区，对壮阔的

长江印象特别深刻。”2020 年 11 月，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江苏第一站就来到这里，触景生
情，不胜感慨：

“过去脏乱差的地方已经变成现在公园
的绿化带，确实是沧桑巨变啊！”

40余载不舍昼夜，滚滚长江见证中华大
地的日新月异。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
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
长江承载的是民族发展大计。

依江发展、因江而兴。改革开放以来，长
江沿线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生态
方面也付出了代价——

厂房污水横流、码头砂石飞溅、水质持续
恶化。长江“双肾”洞庭湖、鄱阳湖频频干旱
见底，近30%的重要湖库富营养化，长江生物
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

习近平总书记痛心地形容，长江“病了，
病得不轻了”。

2016 年 1 月，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
会在重庆召开。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
长远利益考虑”“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
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振聋发聩。

牢记重要指示，沿江省份和有关部门着力
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推动转型发展，
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

数千家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城镇污水
垃圾、化工污染、农业面源污染、船舶污染等
治理短板加快补齐……

心系长江之变，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 4
月再启长江之行，宜昌、荆州、岳阳、武汉，一
路望闻问切，进一步开出药方：

“治好长江之病还是用老中医的办法，追
根溯源、分类施策。开展生态大普查，系统梳
理隐患和风险，对母亲河做一个大体检。祛
风驱寒、舒筋活血、通络经脉，既治已病，也治
未病，让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绝不容许长江生态环境在我们这一代
人手上继续恶化下去，一定要给子孙后代留
下一条清洁美丽的万里长江！”

念之行之，只为大江焕新颜。
2016 年，上游重庆；2018 年，中游武汉；

2020年，下游南京——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多场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掌舵领航，
引领广大干部群众守护一江澄碧。

一次次重要指示坚定明晰：
2016年在青海，强调“必须担负起保护三

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责任”；2020年在
安徽，强调“把生态保护好，把生态优势发挥出
来”；2021年在贵州，告诫“人不负青山，青山定
不负人”；2022年在四川，叮嘱“筑牢长江上游生
态屏障，守护好这一江清水”；2023年再赴四川，
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这篇大文章做好”……

一项项有力举措陆续出台：
一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

工程实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
设等生态工程实施；长江保护法出台；长江

“十年禁渔”实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禁渔是件大

事，关系30多万渔民的生计，代价不小，但比
起全流域的生态保护还是值得的。长江水生
生物多样性不能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搞没了。”

初秋的上海崇明岛东滩湿地，水天一色，候

鸟成群。这些湿地的精灵，赋予这里无限生机。
“我 2007 年去过一次崇明，都快 10 年

了。”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审
议时，听到有关崇明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的发
言，习近平总书记动情地回忆。

“崇明岛现在是什么保护级别？”“有没有
列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会议现场，习近平
总书记问得细致，关注和牵挂溢于言表。

上世纪 90 年代，由于非法捕猎、产业污
染等原因，崇明东滩这一鸟类迁徙的“国际加
油站”一度面临生态危机。近年来，当地先后
关停近千家污染企业，修复生态环境，候鸟数
量连年攀升。崇明绿色转型发展持续加快，
2023年入选全国首批“和美海岛”。

崇明之变是长江生态治理成效的缩影。
2020 年以来，长江干流水质连续 3 年保

持Ⅱ类。长江水生生物资源和多样性恢复向
好，“微笑天使”江豚频频露脸；在长江消失多
年的鳤鱼出现频次快速增加；“长江三鲜”之
一的刀鲚重回洞庭湖产卵……

三峡集团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黄桂云至今难忘那一刻：

2018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三
峡大坝左岸坝首考察。她和同事向总书记汇
报了长江生态环境修复和珍稀植物保护情况。

“你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是造福子孙后代
的事。”得到总书记的肯定，坚守长江珍稀植物
抢救保护一线20多年的黄桂云内心十分激动。

“我向总书记承诺，到‘十三五’末，我们保护
的特有珍稀资源性植物品种将达到1000种。”
黄桂云说，如今这一数字已达1380种2.98万株。

在左岸坝首绿地，习近平总书记挥锹培
土，亲手植下一株珍稀楠木树。

如今，这株楠木树已从7米多长到近10
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正在大江南
北扎根生长。

（二）
在中国版图上，蜿蜒奔流的长江，如一条

横贯东西的轴线，联结起锦绣中华。
“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
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习近平总书记对
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定位，深刻体现着发展和
保护的辩证法。

“化工围江”，是困扰长江的“顽疾”。
习近平总书记对解决这一问题高度重视。

2018年4月26日，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我看到
新华社一篇报道反映，位于长江‘九曲回肠’
石首段的一家临江化工企业，产业规模居世
界前三，是当地的纳税大户，但也是排污大
户，严重污染问题多年难以解决，周围群众苦
不堪言。这两年环保部门动真格严查，开出

2700 多万元的长江流域‘史上最大环保罚
单’，倒逼企业关闭污染严重、难以改造的生
产线，投入约1亿元引进行业最先进的治污
装置，不仅解决了多年的污染问题，而且推动
企业实现了转型升级，一举两得。”

总书记提到的这家企业就是楚源集团。
“建设一流环保企业”，如今的楚源集团

化工园内，一幅醒目标语展现着企业全新的
定位和目标。

清空岸线一公里内的生产区，持续投入
2.06亿元进行环保改造，优化生产工艺，关闭
污染大、能耗高的10多条生产线，成为湖北省
第一批全国碳交易试点企业，同时开发绿色颜
料产品，进军生物医药和化工新材料领域……
痛定思痛，加快转型，楚源集团正在涅槃新生。

贯彻新发展理念，一场深刻变革随着大
江奔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关键是要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
重点突破、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总体谋
划和久久为功、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自
我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

新旧动能转换，关键靠创新。
在合肥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要进一步

夯实创新的基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培
育新兴产业；通过视频察看贵州“中国天眼”
现场，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世界科技高
峰；走进武汉光谷，嘱托“把科技的命脉掌握
在自己手中”；在南京的紫金山实验室，提出
要走求实扎实的创新路子……

创新潮涌，长江沿岸一大批战略性新兴
产业茁壮成长，迸发强劲发展动能。

“2013 年 7 月 21 日 ，星 期 天 ，中 到 大
雨”——退休快十年的顾强生，一直保留着当
年的这本笔记。

那一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武汉新港阳逻
集装箱港区考察。码头上风大雨急，总书记卷
着裤腿，撑着雨伞，边走边问：“内地港口是不
是发展潜力很大，到东南沿海的集装箱多吗？”

“60%是外贸箱，40%是内贸箱，内地港口很
有潜力。”时任武汉港务集团总经理顾强生回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充分发挥内河航运作
用，发展江海联运，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

按照总书记指明的方向，阳逻港如今已
开通各类集装箱航线20余条，实现“航运向
东入海、班列向西入欧”，2022年集装箱吞吐
量突破200万标箱。

重庆两江新区果园港，江岸线上，16 个
5000 吨级泊位依次排列，130 万平方米的堆
场上一片忙碌。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此考察，要
求建设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建设
内陆开放高地。

仅几年时间，这个传统内河港口变身“世
界的中转站”，货物通达100余个国家和地区
300余个港口，大大拉近了我国西部内陆与世
界的距离。

新时代的中国，新时代的长江。
通江达海，习近平总书记以全球化视野

擘画新时代万里长江图：
深化向东开放、加快向西开放，统筹陆海开

放，扩大沿边开放，打造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
方的对外开放走廊，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020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波舟
山港穿山港区码头考察，详细了解港区情况
和复工复产情况。

全球疫情冲击下，大进大出的环境条件
已经变化。不久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的
重大战略——“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沿
江省份着力推进畅通国内大循环，构筑对外
开放新高地。

东部，长三角一体化腾飞；中部，长江中
游城市群崛起；西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勃
兴……长江潮、中国潮、世界潮交融激荡，新
时代长江气象万千。

（三）
夏日高原，碧空如洗，长江源区正是水草

丰美的时节。
搬迁安置，休养生态。包括长江源在内

的三江源地区，多年来累计安排约10万农牧
民通过易地搬迁等方式过上安居生活。

“从前住帐篷、睡地上、点羊油灯，现在住
新房、睡床上、家电齐全……”看着窗明几净
的客厅，青海格尔木长江源村村民申格总会
想起7年前的情景。

2016年8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申
格家，详细了解他们一家的生活情况，申格兴
奋地介绍从平均海拔 4700 多米的沱沱河地
区搬迁到新家园后，家里生活的巨大变化。

“你们的幸福生活还长着呢”，总书记的
话让他心中更暖。

人民生活幸福，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的
“国之大者”。

万里长江见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
个也不能少”——

湖北省宜昌市许家冲村俯临长江，景色
秀美，是“坝头库首第一村”。入夏以来，这里
的家庭旅馆一房难求。

“5年前，总书记来过我们村。”村支部书记
谢蓉记忆犹新：2018年的春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村里考察。沿着宽敞的村道进村，在村委会
广场边，总书记走到正在便民洗衣池洗衣服
的村民中间，高兴地同大家拉起家常。

（下转A03版）

习近平的长江情怀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9月5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主席斯波利亚里茨。

习近平高度评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
立160年来在国际人道主义方面开展的富
有成效的工作，赞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
世界和平与进步作出的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面临许多挑战，有
些似曾相识，有些是新挑战。在此形势
下，中国没有独善其身，而是同世界各国加
强合作，共同探寻解决之道，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
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就是希望和世界各国一道，实现经济发展，改
善民生，互利共赢，为加强全球治理和人道主
义问题治理提供中国理念、中国方案。

习近平强调，人道主义是能够凝聚不
同文明的最大共识。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
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
想，同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宗旨相融相通。
中国秉持人民至上理念，打赢了人类历史
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面对新冠疫情
不仅保护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而且开展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人道主
义援助行动。事实证明，中国是国际人道
主义事业的积极拥护者、参与者和贡献
者。中方愿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一步密

切合作，为促进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
重要贡献。

斯波利亚里茨表示，祝贺中国成为获
得第49届南丁格尔奖人数最多的国家，这
表明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社会对于
中国人道主义事业发展成就的高度认可。
中国始终尊重并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共
建“一带一路”促进了世界发展，助力了全
球人道主义事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高度
赞赏中方为国际人道主义事业发挥的积极
作用和作出的重要贡献，期待同中方进一
步深化合作，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以
及国际人道主义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王毅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9月5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向第十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司法部长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自2013年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司法部长会议机制运行以来，各成
员国秉持和弘扬“上海精神”，相互支持，精
诚合作，不断促进各国法治建设，加强政府

间司法领域交流互鉴，持续开展法律服务
领域务实合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
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法治固根
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积极参与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国愿同上

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一道，不断深化新
时代各国法律和司法行政领域交流合作，
以法治方式促进各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维
护地区和平稳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第十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司法部长
会议由司法部主办，5日在上海开幕。

习近平会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斯波利亚里茨

习近平向第十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司法部长会议致贺信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从世界
屋脊发源，穿高山峡谷，汇百川入海，滋
养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哺育着勤劳
勇敢的中华儿女。

长江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
长久的牵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
足迹遍及大江上下，登大坝、乘江船、访
农家……一次次深情眺望，一句句殷切
叮嘱，一项项深远谋划，情牵母亲河保
护，指引高质量发展。

一江碧水浩荡东流，人民群众幸
福安康，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是
习近平总书记心中至美的图景，也是最
深沉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