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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奏响新时代“长江之歌”

·专版

■ 朱蓓宁

城市客厅
“面向长江、鸟语花香”

五山是南通的地标， 滨江是南
通的特色。 近年来，滨江片区启动生
态修复和保护， 整体搬迁港口和企
业， 从根本上破解市区沿江段几十
年工业集聚带来的生产、生活、生态
空间之困。 产业退、港口移、城市进、

生态保，如今的滨江片区实现“绿色
蜕变”，成为 “面向长江 、鸟语花香”

的城市客厅。

“我在江边生活了一辈子，江边
都是小码头、小堆场、小渔船。 不要
说欣赏风景， 风大的时候还要躲着
走。 ”家住狼山镇街道的杨海鑫闲暇
时喜欢带着孙儿孙女来滨江片区散

步， 而在几年前这是他想都不敢想
的事。 以前，江边有硫磺码头、水泥
厂，有风的时候，水泥灰 、硫黄粉烟
尘到处飘散，令本地居民苦不堪言。

2016 年年底，南通市委、市政府为贯
彻落实关于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的指示要求，下大决心推进
五山和滨江地区生态修复工作。

以五山及沿江地区生态修复工
作为切入口， 一场重点区域污染防
治攻坚战打响，船舶污染、非法码头
和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等 20 多
项专项整治行动先后实施 ；203 家
“散乱污 ”企业 ，该搬的搬 ，该关的
关；危化品码头、硫磺码头、集装箱
码头全部退出；6.5 万平方米的河道
周边各类违建全部拆除 ；5 处污水
直排口被封堵； 退出沿线港口货运
功能 、腾出修复岸线 12 公里 ；长江
狼山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五山

地区森林覆盖率达 80%以上……曾
经脏乱差的环境发生了沧桑巨变 ，

2018 年 8 月， 狼山国家森林公园成
为当年江苏唯一获批、 南通首家国
家森林公园，并成功举办 2019 年的
全国森林旅游节。

“修复长江旧伤，不给江海添新
伤， 最大程度上减少对生态环境的
损害。 ”南通狼山旅游度假区党工委
书记成宾表示， 要保持历史耐心和
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
着一茬干，确保一江清水绵延后世、

惠泽人民的要求， 释放绿水青山的
生态红利， 全力打造全国有影响的
长江大保护样板区。

可以自豪的说， 拥有 7 公里沿
江岸线的五山片区 ，正在成为全国
滨江生态修复的典范 、南通亮眼的
生态名片。 在五山滨江片区生态修
复工作中， 一批低效利用、 污染严
重的工业岸线 、散货码头和低端产
业进行了腾退、 搬离， 大量村组非
居等拆除一空 。 移港退产 ，是生态
修复，也是转型升级。 接下来，滨江
地区的建设将驶入快车道———对标
深圳蛇口太子湾的狼山国际邮轮
港正式立项 ，3 年至 5 年内 ， 国际
化、 现代化、 品质化的新滨江将呈
现在世人面前。

五山滨江片区的蝶变是南通
全域贯彻落实长江大保护精神的
典型和缩影 ，一幕幕精彩篇章在持
续上演。

百年老港走出
经济生态“双优”路

轮船的汽笛声悠远、辽阔，昂扬
的旋律与起伏的江水交织呼应。 新
年伊始， 有着百年历史的南通港传
来春消息 ：2020 年完成集装箱吞吐
量突破 190 万标箱，同比增长 24%?

通海港区距离苏通大桥下游两
公里， 港区腹地整齐堆放着各色集
装箱， 一座座高达数十米的蓝色岸
桥巍然屹立于江边。 来自世界各地
的货轮在此靠泊， 一辆辆集装箱运
输车穿行其间，码头上工人正“撸起
袖子”有序作业。

从狼山港区迁至通海港区，将生
产岸线蝶变为生态岸线。 港口变迁

的背后， 蕴含着绿色发展和产业升
级的深意。 根据规划，到 2022 年，通
海港区集装箱年吞吐能力将达到
200 万标箱， 远期达到 400 万标箱。

南通全面对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
新平台逐渐形成， 一个现代化的智
慧生态大港正在诞生。

南通是全国首批 14 个沿海开放
城市之一。 改革开放以后，南通的造
船、化工等产业沿江聚集，南通港口
建设发展突飞猛进， 支撑南通稳居
苏中经济强市地位。 港口是南通发
展的核心战略资源 。 “临港产业不
搬，南通就难以发展。 ”南通市委、市
政府深刻意识到， 让港与城从相互
挤压到协调共生， 是南通转型发展
的关键。 一方面要为港口高质量发
展赢得更大空间， 另一方面也要让
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南通港(口 )集团坚决按照
南通沿江生态修复保护工作要求 ，

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 ，腾
笼换鸟、凤凰涅槃，一场南通港 “大
转移 、大建设 、大融合”的攻坚战就
此打响。 2018 年，南通市区段狼山港
区的集装箱作业区整体搬迁至下游
新建的通海港区 ，2019 年又全力推
进狼山港务分公司和江海港务分公
司搬迁工作， 原有 2626 米生产岸线
及 1980 亩陆域土地腾出后， 重新调
整为生活型、 生态型岸线。 漫步江
堤 ，阵阵江风拂面，朵朵江花飞溅 ，

声声船笛互鸣。 但见江堤与港区衔
接处的空地上，种满了香樟、樱花等
树种，奏响了一曲绿色乐章。

沿江产业布局
加速绿色转型

南通地处长江入海口 ，

港口码头众多、水运发达。 在
如皋市富港水处理有限公
司，从化工园区、石材园区等
地接收来的工业废水经过水
解酸化、 高密度沉淀等一系
列工艺后变得清澈透亮 ，全
年处理工业、 生活污水量近
1000 万吨， 对保护长江水质
发挥积极作用。 公司财务负
责人石洋洋介绍说，近年来，

公司积极响应“长江大保护”

政策，从减少排污、保护环境和自身
效益出发， 先后投资磷总氮提标改
造、恶臭废气治理设施、应急水池建
设等技术改造设备， 出水标准从江
苏省 《化学工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一级 B 标准提升至《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一级 A 标
准，“随着污染因子的下降， 我们一
年可节约环保税 140 万。 我们又建
成一级提标 A 工程， 总投入约 4000

万， 税费减免让我们有了更充裕的
资金投资生产，倒逼设备更新，为保
护长江、 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贡献
微薄力量。 ”

移港退产，是生态修复，也是转
型升级，退出的都是效益低下的“散
乱污”企业。 去年年底，根据全省统一
部署，天生港、南通海轮水上临时过
驳作业区如期关停，水上过驳作业全
面取缔。 绿意绵延的江岸线上，利用
浮吊从事沙石料过驳作业这一传统
中转运输方式从此成为历史，长江黄
金水道绿色发展翻开新篇章。 南通主

动融入国家和省产业大布局，着力提
升产业发展层次。 加快沿江船舶海工
等主导产业转型升级，重点推动传统
船舶向豪华邮轮等“高尖精”领域拓
展，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我市
高技术船舶和海工产业集群入选工

信部 2020年先进制造业集群。

南通市通州区五接镇拥有长江
岸线 22.4 公里，需要整治的岸线 5 公
里。 纳税大户韩通重工整体厂区超江
堤近 800米， 处于整治范围内。 2018

年， 通州主抓长江岸线腾退工作，实
施了韩通重工 1.1 公里和蛟龙重工
0.4 公里的工业岸线腾退， 深入推进
长江岸线产业的“退二进三”。 2019年
初，通州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启动
韩通重工整体搬迁计划，成为南通单
体拆除量最大的项目。 当年 8月启动
搬迁以来， 历时 3个月全部完成。 秉
持节能环保理念的江苏恒科新材料
有限公司， 堪称长江边的绿色工厂。

整个厂区不仅生产废水可以做到百
分百收集，就连地面的清洁水也能做
到百分百收集，整个厂区的中水回用
率超七成以上。 “我们的‘绿色’概念
不仅仅是停留在生态环保的概念，更
是指企业发展成色的‘绿’。 ”恒科新
材料企管部副主任刘彪介绍，通过开
展国家及省市重点科技研发项目、研
究申请产品及工艺技术类国家发明
专利、实施技改项目、推动产学研协
作及科技成果转化等方式，优化生产
工艺与产品设计，降低生产过程中的
能源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保证
最终产品的绿色属性，提升整个工厂
生产过程的绿色化水平。

在 2021 年 2 月 4 日召开的江苏
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会
议上，南通市市长王晖表示，南通将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更高定位、更严
标准、更大力度抓好长江生态环境保
护，勇当全省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排头兵。 据悉，今年，南通将利用沿江
沿海的自然优势，继续放大五山地区
生态修复示范效应， 新建 10 个景观
特色示范段，让市民和游客随时随地
可以拥江抱海。

从唐古拉山脉奔涌而下的一泓
清水，一路浩荡 6300 余公里，行至南
通， 在江海平原孕育滋养出一方美
丽富庶的鱼米之乡。 守护一江碧水，

与长江相依相融，如今 ，这座 “中国
近代第一次城” 呈现出绿色发展的
“美颜模式”，奏响了新时代的《长江
之歌》。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

新春佳节，狼山脚下，长江之畔。 美丽的长江南通五山段岸线，是
长江大保护中重要的一环。 如今，这里紫琅巍峨、江天一色，苇荡秀
丽、鸢飞鸥翔……这里，去年喜迎总书记的亲临视察；他走过的栈桥，

已然成为春节假期中市民最热门的“打卡之地”。

2020年 11月 12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五山地区滨江片区，听

取五山及沿江地区生态修复保护、实施长江水域禁捕退捕等情况介绍，对
南通构建生态绿色廊道的做法表示肯定。

南通认真贯彻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积
极落实国家、省各项决策部署，以“地处长江下游、工作勇争上游”的目标
追求，以强烈的政治担当和答卷意识，统筹推进沿江生态修复与产业转型
升级，积极探索沿江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奋力建设长江口绿色生态门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