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
以“绿”为底，塑造发展新优势
武汉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和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导向，“四手联弹”奋力推动长
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展现新气象。

以流域治理筑牢绿色本底。稳步推进新洲
土河等4个小流域综合治理试点，全面构建水城
融合、人水和谐的生态体系。今年前7月，全市
166个湖泊中Ⅳ类以上水质湖泊142个，长江武
汉段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水质，连续多年优于国
家考核要求。

以生态宜居彰显绿色福祉。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系统治理，以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截至今年8月底，武汉百里长江生态
廊道建成80.7公里、总面积838.3万平方米的生
态滨水空间，青山江滩获得全球气候联盟C40城
市奖。武汉成为全球唯一人口超千万的国际湿
地城市。

以创新驱动引领绿色转型。截至2023年底，
国家（全国）重点实验室达到34家，国家级创新
平台数量达到155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
14500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27.5%，
较“十三五”末提升1.7个百分点。

以机制创新探索绿色改革。以“四水共治”
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人机共治”智慧治水、老
工业基地产业绿色转型等3个经验模式被列入国
家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第一批清单在全
国推广。

宜昌
转换赛道，扛牢“立规之地”使命担当

宜昌，“上控巴蜀，下引荆襄”，素有“三峡门
户”“川鄂咽喉”之称，坐拥三峡、葛洲坝两大枢
纽和 232 公里长江干线，是全国性综合交通枢
纽、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也是长江大保护的

“立规之地”。
近年来，宜昌自觉扛牢“立规之地”使命担

当，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3年安排5亿元专项资金支持化工企业“关

改搬转”，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坚决破解“化工围
江”。探索前端减量、中端提级、末端应用、全程
治理的磷石膏综合治理路径，入列国家工业资源
（磷石膏）综合利用基地。创新船舶污染治理、抓
好长江十年禁渔，被誉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指
标生物”的江豚长期安居宜昌、数量持续增加。

在保护好长江流域高质量生态环境的同时，
宜昌坚持向“绿”转换产业发展赛道。聚焦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大力发展绿色化工、生物医药、
装备制造、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等优势产业，不断
提升发展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十四五”以
来，宜昌全社会能耗强度累计下降10.6%，以年均
5.67%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9.69%的经济增长。

襄阳
生态领航，奏响绿色发展强音
襄阳，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和汉江流域中心

城市，始终积极践行生态文明理念，以“绿”赋能
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向“新”而行，能源结构向

“绿”转变。
聚焦“6+2”重点产业，该市大力推动汽车产

业转型升级，全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继续保持迅猛
增长，1—8月，全市新能源整车产量3.96万辆，同
比增长113.5％。绿色制造体系持续完善，累计
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27家、省级48家，国家级绿
色设计产品13个、省级6个，国家级绿色供应链1
个、绿色园区1个。大力发展新型储能应用，截至
8月底，全市发电装机容量超过1100万千瓦，同
比增长28%；其中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超过600
万千瓦，同比增长30%。

该市还构建文旅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激
发生态潜能。鼓励盘活废弃矿山、工业遗址、古
旧村落等存量资源，推进相关资源权益集中流转
经营，提升教育文化旅游开发价值。位于襄阳市
谷城县五山镇西部的堰河村，始终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茶产业为主导，
以优美的自然风光为依托，着力发展农业和乡村
旅游产业，建成农家乐50多家，年接待游客超过
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过亿元，“堰河经验”在
全省推广。

黄石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作为全国老工业基地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和
湖北工业重镇，近年来，黄石坚持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以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推动老工业
基地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黄石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创新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先后建成武汉、上
海、深圳离岸科创中心，总投资超百亿元的黄石
科技城竣工投入运营。科创供应链平台黄石专
区成功匹配需求221项，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30
亿元。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25.9%、居全省第2位。拥有全省百强企业9家、制
造业百强企业13家，数量均居全省第2位。

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绿电绿氢制储加用一
体化等重点新能源项目建设，支持重点企业对标
能效标杆水平，实施节能技改项目58个。全市新
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42.5%，规上工业企业综合
能源消费量、产值单耗分别同比下降0.8%、13.5%，
万元GDP能耗下降3.5%左右。统筹推动长江经济
带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十大行动，连续2年获全省
考核优秀。

该市以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加快
推动经济社会全方面转型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增
速连续3年进入全省第一方阵。

专题 2024.10.12 星期六
责编：潘卫华 版式：刘凡炼12

从空中俯瞰，长江宛如一条巨龙。
舞动这条巨龙，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

持久战。既要“操其要于上”，加强战略谋划和
顶层设计，也要“分其详于下”，把握工作着力
点。湖北省委、省政府牢牢把握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战略导向，召开省委十二届四次全
会和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州党委书记
座谈会专题研究部署长江经济带发展重点工
作，出台《中共湖北省委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
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着
力以流域综合治理为基础统筹推进高水平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湖北省区域协调发展领导
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常贤波表示，长江流域生态
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处于由量变到质变
的关键时期，全省上下把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作为统领湖北各项工作的“纲”，不断完
善顶层设计和规划体系，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
大功夫，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进一
步调整优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
构、用地结构，有序推进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
控转变，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湖
北不折不扣落地见效。

——以“绿色”为主线，健全规划体系。全
面实施流域综合治理和统筹发展规划纲要，科
学划定一二级流域综合治理底图单元，分区分

类建立安全管控负面清单和经济社会发展正面
清单。印发实施《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湖北省细化落实任务清
单》《湖北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十大体系建设
方案》《湖北省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组织
编制《三峡库区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规划》《丹
江口库区绿色可持续发展先行区规划》《湖北汉
江流域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落实《关于深化流
域上下游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助推流域综合
治理的指导意见》，深入开展长江高水平保护十
大攻坚提升行动、长江经济带降碳减污扩绿增
长十大行动（“双十行动”），统筹推进全省长江
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

——综合施治，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
夫。在全国率先出台加强“三区三线”管理和
优化城镇开发边界的实施细则。开展“三线一
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优化调整，初步完成17
个市州生态环境管控分区划定工作，组织编制
全省和16个二级流域片区生态环境准入清
单。推进用水量达到1万立方米及以上的工
业和服务业单位计划用水全覆盖。在5个市
州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试点并向全省扩面推
广，启动118条小流域综合治理。

大江静默流深远，变革悄然展新篇。一组
组数据揭秘，长江经济带绿意正浓——

“一企一策”“关改搬转”467家沿江化工

企业，完成国家级工业园区和经省级认定化工
园区水污染整治专项行动验收；

建成磷石膏无害化处理装置生产线27
条，年处理能力达到1730万吨；

今年新建改造城镇污水管网1184公里，积极
探索“特许经营+使用者付费+按效付费”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新机制；

船舶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含油污水转运
处置率达到99%；

取缔小散乱码头1860座，“一口一策”完
成12094个长江入河排污口整治……

湖广熟，天下足。逐“绿”前行的湖北强化
底线思维，提升安全发展能力。“荆楚粮仓”更
加丰实、中部支点彰显担当。

今年，我省加快推动形成“1+4+N”华中
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湖北布局，坚持良种、
良田、良技、良品、良库一体打造，全省夏粮喜
获丰收、总产达98亿斤，创8年来新高。加快
建设辐射全省范围、面向“两湖一江”的多点多
级煤炭储配基地。实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三
年行动，金上至湖北特高压等重大项目加快推
进，加快推进10个风光火储百万千瓦新能源
基地建设，加强清洁能源开发利用，促进新能
源消纳，今年以来，风电光伏新增并网702.4万
千瓦，全省发电总装机11889.1万千瓦，其中，
风、光、水装机合计占比达到65.9%。

逐“绿”前行 统筹保护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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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0 月 12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南昌主持召开进一步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
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
展，加强政策协同和工作协同，
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建久
安之基，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
务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先后四次主持召开长江
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从“推动”
到“深入推动”“全面推动”，再
到“进一步推动”，科学擘画了
新时代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的宏伟蓝图。

大江奔腾东逝水，长卷绵
延万里途。

地处长江之腰的湖北，坚定
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
方向前进，心怀国之大者，切实
担负起长江干线流经里程超千
公里唯一省份和“一江清水东
流、一库净水北送”的政治责任，
把湖北发展放在长江经济带发
展大势、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
中谋划推进，让创新成为第一动
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
为普遍形态，统筹推进全省长江
经济带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微笑天使江豚等珍稀生物
回来了，烟囱林立的化工厂整
治了，灰头土脸的砂码头消失
了……一年来，江岸黄了又绿，
长江的模样也在日复一日的努
力中改变。沿江城市产业“含
新量”“含绿量”不断提升，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更强、效率
更高、质量更好。放眼湖北，高
质量发展动能澎湃，新的发展
篇章正在谱写，一幅高水平保
护与高质量发展相得益彰的崭
新画卷徐徐铺展。

长江经济带如何发展
沿线城市这样作答

以“新”促兴 高质量发展绘新篇

长江经济带，亦是产业创新带。作为长江
经济带承东接西的枢纽，“敢为天下先”的湖
北，成为产业链条环环相扣的重要一环。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湖北在长江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奋进求“新”。

——科技创新日新月异，塑造高质量发展
新动能。

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国家集成电路
处理器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成功落户武汉，光谷
科技创新大走廊100个重点科创项目全部开
工。实施湖北实验室效能提升“十大行动”，汉
江实验室科研总部工程建设稳步推进，加快实
施“尖刀”技术攻关工程。以“用”为导向的科
技创新供应链平台加速向市州拓展、向海外延
伸。全省离岸、在岸创新中心共链接全省及大
湾区科研机构40420家，对接项目10073个。
突破性发展五大优势产业，打造“51020”现代
产业集群。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5万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3.5万家。

——制度创新稳步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
供持续保障。

在武汉、襄阳自贸片区，鄂州、荆州联动创
新发展区，黄冈市黄州区、仙桃市开展关税担
保业务创新改革先行试点。以国际贸易数字
化平台衔接内外贸一体化，依托湖北“单一窗
口”，建设湖北国际贸易数字化平台，平台注册
用户达4.2万个，外贸开口企业、外贸备案企
业、规上工业企业全部入驻，办理进出口业务
累计单量超4亿票。鄂州空港保税物流中心
（B型）封关运营，全省现有综合保税区6个，截
至7月，全省综保区进出口值646.4亿元，增长
41.1％。高质量搭建世界500强对话湖北、华
人华侨创业发展洽谈会等国际经贸合作平台，
中欧班列（武汉）辐射40个国家、117个城市。
花湖国际机场已开通国际货运航线24条，辐
射欧洲、北美、中东、亚洲、非洲等国际地区。

——基础设施持续更新，统筹推进区域协
调发展。

加快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全省高速公
路总里程达7939公里，三峡水运新通道、沿江
高铁宜昌至涪陵段、呼南高铁宜昌至常德段等
项目前期工作加快推进，汉江兴隆
至蔡甸段2000吨级航道整治
工程、兴隆段2000吨级二线船
闸开工建设，丹江口至襄阳段

不衔接段1000吨级航道整治工程初步设计已
获批。推进三大都市圈区域一体化发展，武汉
新城、襄阳东津新区、当枝松宜东等重点区域
加快建设。统筹推进以长江国家博物馆为重
点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荆楚大遗址传承
发展工程取得重大突破。

——探索融资新路径，绿色金融助力绿色
崛起。

贷款利率能否优惠，要看企业减污降碳等
可持续发展目标完成得好不好；根据减排效果
差别化金融支持，引资金活水浇“绿”建筑……
推动经济向绿、向新发展，湖北以绿色金融为
重要抓手，舞动绿色指挥棒。

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推广《湖北省绿
色征信基本数据项指引》，助力湖北绿色金融
综合服务平台（鄂绿通）建设，为金融机构打造
降碳减污扩绿的绿色金融产品提供基础信息
支撑；国家开发银行湖北分行创新“厂网一体
化—按效付费”融资模式，为丹江口库区郧阳
段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提供授信5.5亿元，发放
贷款2.05亿元，支持城镇污水管网建设；农发
行湖北分行与十堰市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支持
丹江口库区绿色可持续发展先行区建设，加大
对小流域综合治理、库滨区保护治理、国储林
建设等的支持力度。

万里长江飘玉带，大潮奔涌绘宏图。奋进
新时代，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发展相统一，黄
金经济带上的湖北正在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风帆
高扬。

全球载电量最全球载电量最
大 的 纯 电 动 游 轮大 的 纯 电 动 游 轮
———长江三峡—长江三峡11号在号在
宜昌投入运营宜昌投入运营。。

武汉光谷中央生态大走廊空轨列车。

武汉获批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
发展试验区，武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二期。

守护江豚的微笑守护江豚的微笑。。

宜昌砂石码头改造成的灯塔广场。

东风岚图焊装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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