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保护长江，泰州一
直在行动。 

曾经，随着经济的发展，污染排放、违规捕鱼、
非法建造码头等一系列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让长
江生态环境受到严峻挑战。 

为了让长江“母亲河”不再流泪，泰州市以成为
全国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试点为契机，创新开
展“健康长江泰州行动”。连续多年，坚持源头治理，
从工业源、生活源、农业源、移动源等各方面统筹安
排治本措施，紧贴长江流域的污染成因，推进科学
治污、精准治污。 

“健康长江泰州行动”形成了一批全省首创、全
国领先的工作经验。组织“一套体检”，覆盖长江
干流 3 公里缓冲区，约 470 平方公里；建好“一个
平台”，实现生态环境监测“眼观六路无死角、耳听
八方无遗漏”；实施“一批行动”，投入 130 亿元，标
本兼治地解决了一批“历史之忧”和“沉疴之患”；

构建“一套机制”，实现对长江泰州段全市域、全要
素、全时空的综合监管；集成“一套打法”，为黄河、
淮河、太湖等其他流域的系统化治理提供了泰州借
鉴。央视《朝闻天下》对“健康长江泰州行动”相
关工作经验作了专题介绍。 

近两年，泰州市继续创新工作思路，持续开展
“健康长江泰州行动”，先后开展泰州市国家智能社
会治理实验子基地和长江（泰州段）生物多样性观
测能力建设，完成长江（泰州段）突发环境事件风险
评估及应急响应体系建设，通过强化河岸共治，保
护长江取得阶段性成效。长江泰州段流域水质持
续改善，稳定在 II 类标准。 

一系列创新行动让长江母亲河焕发新的生机
与活力。 

因为长江泰州段的水质提升，近年来，不少珍
稀生物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水中大熊猫”江豚
频频现身；“湿地精灵”反嘴鹅在江滩歇脚；中国水

产科学院组织的长江刀鱼资源检测活动，一网就
出水 100 多条刀鱼。位于长江干流内的马洲岛已
经基本形成“一站两廊四区多点”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空间格局，生态系统稳定性、生态质量和生物
多样性水平正在稳步提高，先后观测发现包括全
球濒危珍稀鸟类——黑脸琵鹭、白头鹤等在内的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物种 6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物种 36 种。 

长江大保护的创新做法在泰州持续产生连锁
效应：如今，泰州成为江苏省唯一的国家“地下水污
染防治试验区”，带动区域国考点位全面消除Ⅴ类
水体；在全国率先探索噪声排污许可管理模式；入
选“十四五”时期全国“无废城市”建设行列，探索
实施独具特色的五大建设模式；泰州医药高新区化
学新材料产业园（滨江工业园）成功入选全国首批
清洁生产审核创新试点项目，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
多绿色；姜堰区成为全国“两山”实践创新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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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在江苏泰州有个实
践的样板。2022 年，生态环境部公布第六批“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泰州市姜堰区成功
上榜，江苏全省仅有两家。 

近年来，泰州市积极践行“两山”理念，持续推动
生态环境治理、生态环境修复、发展绿色产业、创新体
制机制、推广生态理念，“两山”转化效益凸显，实现了
生产、生活、生态的共融共进。 

在环境治理方面，泰州不仅着力打好净水、蓝天、
净土“三大保卫战”，还 率先推进共享环保设施“绿岛”
建设，实现同一行业、同一类型污染物统一收集、集中
治理、稳定达标排放。姜堰区建设的小微企业危废收
集暂存中心项目创成江苏省工业“绿岛”示范项目，“入
岛”企业每年可减少环保成本 40%。 

释放生态红利，打造康养产业。去年 11 月以来，
泰州市认真执行江苏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泰州大健

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科学编制《泰州大健康产
业高质量发展规划》，统筹推进全市大健康产业高质量
发展和中国医药城建设，以中国医药城为核心的大健
康产业布局加快形成。姜堰区锚定“康养名城、宜居姜
堰”定位，聚力打造大健康产业新地标，培育特色产业
新增长极。姜堰有着得天独厚的康养资源，城区绿化
覆盖率近 50%，森林覆盖率近 30%，拥有国家 5A 级风
景区溱湖旅游景区，空气中负氧离子浓度达 5500 个 /
立方厘米，来此养生游的游客络绎不绝，姜堰区是中国
最佳生态康养休闲旅游目的地。姜堰中医文化源远流
长，历史上“活痘神”宋履安、“药膏王”吴尚先、“孙附子”
孙氏家族等众多杏林妙手在此悬壶济世、妙手回春；如
今陈氏针灸、许氏正骨等创新技法成为江苏非遗瑰宝，
姜堰中医院获评苏中地区首家县级三级甲等中医院，

“堰上康养”15 分钟养老服务圈逐步形成。姜堰医药
行业特色彰显，拥有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苏中药业园

等特色产业载体，苏中药业、康健医疗、华夏瑞泰等行
业龙头享誉业界，中科盈德、中南高科等明星企业项目
相继落户，康养之名愈发响亮、名副其实。泰州医药高
新区人民检察院，立足中国医药城核心区的区位优势，
坚持“职能融合、专项推进、团队运行”，成立医药、知识
产权、食品大健康等 3 个专业化办案团队，充分发挥法
律监督职能，探索开展大健康领域全覆盖监督、大健康
产业全链条监督、大健康市场全要素监督、大健康产品
全生命周期监督，积极推进医保基金、泰州美食产业护
航、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等关键领域和行业治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泰州将始终保持生态文明建设的
战略定力，持续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
质量发展新路子，着力推动环境与经济共赢、生态美与
百姓富共生，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泰
州新实践作出应有贡献。

水韵凤城

泰州姜堰溱湖春色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作为
诗篇的“生发地”，泰州高港建起了占地 300 亩
的春江花月夜湿地公园。全民健身生态园及中
心景观区、植物科普园等与长江湿地共同构成
一幅绝美画卷。 

近年来，泰州市坚持生态修复与保护并重，
全市自然生态环境展示新面貌。 

生态面貌之变是思想站位之变、机制行动
之变的必然结果。近年来，泰州在全省率先编
制《泰州市沿江“一张图”规划》，泰州长江干流
岸线生产性利用率从 52.2% 降至 49.3%；建设沿
江生态廊道，先后推进长江岸线整治修复、生态
绿化、沿线环保设施建设等 20 多个重点项目，
总投资数十亿元，建成 18 公里沿江生态绿化工
程，长江岸线绿化面积累计超过240万平方米。 

落日下，长江泰兴段风景如画，江边芦苇成
片。在泰兴市民孙道富的记忆里，泰兴的江边从
来没有这么美过。近年来，拥有 24 公里长江岸
线的泰兴市，将 50％以上的岸线进行了生态化
修复。通过全面清理江堤环境，恢复江滩湿地，
净化和调节水体生态功能，打造生态融合区；沟
通自然水系，将长江文化、名人文化、地方传统文
化等融入大江风貌，打造田园风光区；沿江建设
休闲步道、绿道、廊亭、亲水平台等配套设施，形
成游人生态体验空间，打造人文体验区。如今的
泰兴，长约 12 公里的长江生态湿地和绿色廊道
全面建成。在绿林与水景的相互交融下，泰兴市
的长江岸线已经形成独具特色的大江风貌、滨江
绿廊、圩田风光，成了一张亮丽的生态名片。 

江上览景，岸边赏花。在靖江，当地老百姓
也在感受着长江环境改善带来的生态福利。江
阴长江大桥靖江侧，五颜六色的鲜花竞相绽放，
由废弃堆场改建的开放式音乐花海公园，成为
当地的“网红打卡点”。近年来，靖江加快打造

“十里岸绿”长江生态环境示范段，着力展现“江
花红胜火，靖江绿如蓝”的生态样板。 

湖上观光，万鸟翔集。走进姜堰溱湖国家

湿地公园，水天一色，空气清新，美景如画。“环
境好不好，只要看看鸟！”溱湖国家级野生动物
疫源疫病监测站野保宣教员张明指着空中翻飞
嬉戏的鸟群如数家珍地向游客介绍，从 9 月份
开始，随着第一批冬候鸟灰头麦鸡的到来，这段
时间，已有超过一万只冬候鸟来到溱湖过冬，其
中以斑嘴鸭、夜鹭的数量最多，还有绿翅鸭、绿
头鸭、苍鹭、白鹭、白骨顶，及多种小型雀形目的
鸟类，共计 30 多种。近年来，姜堰区全方位生
态修复溱湖国家湿地公园，全面控制外源污染。
搬走湿地周边化工企业近 30 家，撤出畜牧养殖
场 20 家，迁出停靠湿地周边河流“僵尸船”30
多条，对湿地沿线的居民小区、农贸市场实施雨
污分离等改造工程，排放水全部达到国标。全
面打造湿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空间。 
从 2012 年以来，姜堰连续实施了三期湿地恢复
工程。即：植被修复工程，木本植物修复工程，
水生植物修复工程。溱湖岸边区域通过点缀和
沿岸列植相结合的方式，配置了娜塔栎、池杉和
墨西哥落羽杉树种，打造湿地乔木滨岸带，实现

“堤岸陆生植被——水陆过渡植被——水生植
被”合理有效的过渡，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健全
的湿地植物群落。多年来，姜堰累计投入 50 多
亿元，种植各种水生植物几十万株，组织实施水
系连通等生态修复工程，建立生态栈道，让游客
在溱湖湿地尽情呼吸新鲜空气。溱湖国家湿地
公园以水、湿地、生态为主题，园内的湖泊、河流
等占景区总面积的 37%，现有各种植物 153 种。
野生动物 97 种，其中有麋鹿、扬子鳄、丹顶鹤等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多样性的生物湿地，日渐
成为各种鸟类和野生动物最理想的栖息地。每
年冬季，10 万只候鸟在溱湖安家栖息，“万鸟云
集，千鹭飞起”成为溱湖湿地的又一景观。 

另外，泰州在生物多样性监测评估方面多
点开花、全省领先。 泰州扎实开展的中国和丹
麦第一个大型国际土壤和地下水修复合作项
目，取得合作模式、治理技术等多项突破。 

持续开展“健康长江泰州行动”   创新创优工作产生连锁效应 

修复与保护并重  自然生态环境展示新面貌 

践行“两山”理念   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 

溱湖国家湿地公园鸟瞰图

溱湖国家湿地公园中与鸟类和谐共生的麋鹿

游人在溱湖国家湿地公园乘舟赏景

冬日暖阳下，在江苏省泰州市，漫步长江两岸，湛蓝的天空映

衬着洁白的云朵，滚滚长江水奔流至此，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再

折向东南流向大海。 

近年来，泰州市在全国率先启动“长江大体检”, 创新开展“健

康长江泰州行动”，长江泰州段水质稳定在 II 类标准。2022 年，

全市国省考断面水质优Ⅲ比例 100%，省生态环境厅给泰州市委

市政府发来贺信；利用环境 DNA 技术开展长江鱼类群落监测，填

补江苏市级层面水生态监测评价的空白；江豚戏水画面频现泰州

段水面，央视多次给予关注…… 

良好生态环境托举起泰州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泰州市坚持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逐年

提升，泰州连续三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