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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豚又回来了，裤子港闸一开，都能看到鱼儿跳！”谈起
长江十年禁捕和沿岸环境整治，张志平的话一下子多起来。

59岁的张志平是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狼山镇街道同心社
区居民，裤子港是他家附近一条通江河流。

张志平告诉记者，20世纪八九十年代，沿江工厂增多，污
染逐渐加重，长江和通江河流里到处漂浮着油污和垃圾，加上
过度捕捞，鱼儿渐渐少了。最近几年，长江大保护，沿岸工厂
关闭，渔民退捕上岸，长江边长大的张志平原本一直以捕鱼为
生，到2018年彻底不再捕鱼。

水又清了，沿岸景色美了，鱼儿也回来了。
“虽然不能再到江里捕鱼了，但看到这样的变化，我发自

内心高兴。”张志平说，“最近，我也在网上学习了党的二十大
报告。报告说，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我是
深有体会的，没有好环境，哪来好生活？”

现在，张志平每隔两三天都要去江边走一走，志愿当护江
巡查员，一旦发现不文明行为，或者污染、破坏环境的问题，就
会上前阻止或上报有关部门，以实际行动守护长江生态。

在渔民退捕上岸的同时，地处长江入海口的南通还大刀
阔斧推进长江岸线整治。

“我们脚下绵延 18公里的江海岸线，就是南通生态岸线
建设示范段，也是江苏省‘美丽海湾’建设优秀案例。”10月26
日，南通市下辖启东市圆陀角旅游度假区组织20多名青年代
表和旅游从业者，在其生态宣讲驿站共学党的二十大报告。
度假区党群工作局理论宣讲员徐楠楠在学习交流中这样说。

圆陀角旅游度假区是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站”，长江、黄
海、东海在此三水交汇。徐楠楠以度假区内渔人码头街区为
例介绍说，这里原是一条杂乱无章的渔港，到处是违建、“僵尸
船”，许多外来渔民吃住在港内的船只上，滥捕滥捞等诸多违
法问题时有发生。

2017年开始，度假区对这里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改造，清理
2万平方米的违建、300多条“僵尸船”、12处非法码头，引入社会
资金打造了一条旅游休闲街区，现已成度假区内“网红打卡地”。

“党的二十大报告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就是生
动的案例。”徐楠楠说，“环境变美了，度假区游客近年来激增，
已达200多万人次，当地居民通过开办民宿、农家乐等途径获
得的收益远超过往种地、捕捞收益。”

另据南通市生态环境局提供的数据，长江大保护战略提
出以来，南通关闭了 2个沿江化工园和 400多家化工企业，另
外还排查“散乱污”企业4371家。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局长程炜说，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
式现代化内涵进行了诠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本质要
求。临海滨江的南通是江海洄游生物进入长江的门户，生态
区位重要，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特别是长江
口生态的保护，并全面推行绿色、可持续发展。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健介
绍，对长江口及其毗邻海域以及鄱阳湖等水域的监测显示，长
江刀鱼资源正呈现持续恢复态势，甚至洞庭湖、赣江等十几年
未发现刀鱼的水域也出现了刀鱼。

长江鱼类分为淡水渔业资源、长江口定居性渔业资源和
洄游型渔业资源。其中洄游生物就好比水中“候鸟”，在江海
之间来回穿梭。刀鱼是长江洄游生物资源旗舰种。

江海洄游生物保护科技创新联盟发起单位——江苏省海
洋水产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仲霞铭说，长江十年禁捕为以
刀鱼为代表的江海洄游生物资源持续恢复打下基础，而长江
口沿岸地区绿色、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水污染防治、岸线整治，
改善了江海洄游生物的生境，加速了水中“候鸟”的回归。

“党的二十大报告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并明确要加快
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仲霞铭说，“在党的
二十大闭幕后不久，联盟就召开了第二次年度会议，也是希望
通过多学科联合，多种数据汇集，不同思维碰撞，为江海洄游
生物资源加速恢复提供更有力的科技支撑。”

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的长江源区，平均海拔超过4500
米，高寒缺氧，水系纵横，人烟稀少，长期处于科研“空白
区”。

2012年以来每年开展的江源科考，深入长江源区，
摸清生态“本底”，研究变化规律，成为对长江源开展次
数最多、覆盖最广的科研活动之一。一批批科考队员
克服高原反应，“把脉”江源生态，守护“中华水塔”，成
为“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生动写照。

走进江源，定点长期观测摸清“本底”

“细针形的尖针杆藻，圆形小环藻，像小船的舟
形藻……”显微镜里，“90 后”研究员李鲁丹正细心分
辨和记录各种藻类。这些都是她今年参加江源科考
采集的浮游植物样本。

“我们已发现长江源浮游植物超过 40种。”李鲁丹
说，江源科考需翻山涉水，十分辛苦，“但探秘江源，每
次收获满满”。

探寻江河源头，人类亘古不息。作为中华民族母
亲河，关于长江的源头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
1976年，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科考队，首次将长
江源追溯到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冬雪山，此后陆续探
明“长江三源”：正源沱沱河、南源当曲、北源楚玛尔河。

在多次考察基础上，2012年7月长江委长江科学院
等机构组织 20多人团队走进江源，拉开江源科考常态
化序幕。

“水是万物之源，江源科考始终聚焦水循环主题。”
多年江源科考组织者、长江科学院原副院长陈进说，江
源研究基础薄弱，相较于单次单项科考，只有长期、定
点的观测研究，形成“综合+专项”科考体系，才能全面
摸清江源生态“本底”。

一次江源综合科考，高原行程4000多公里，数十个
固定采样观测点，采集江水、泥沙、植被、鱼虫等10多类
样本。十年来，科考队员陆续查明长江三源各自水质
与河势截然不同的原因，钻取冰川冰芯解读江源气候
变化密码，建起长江源区首个水生态系统科学研究基
地，积累形成涉及江源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的宝贵

“数据库”。
众多科考发现的背后，是队员们在高原克服困难、

艰辛作业：河谷中遭遇泥石流，距离巨石仅一、两米；钻
取冰芯耗时长，被迫深夜驱车翻越山脊；有队员高原反
应出现脑水肿，紧急送医救治后才脱险。

为研究江源水质，长江科学院流域水环境研究所
副所长赵良元先后七次参加科考，“‘勇于挑战、志于科
学’的江源科考精神，在一批批科考队员中传承发扬，
激励大家走进江源、探秘江源”。

探究江源，掌握生态环境变化规律

相较于长江干流“一条大河波浪宽”，江源河流呈
现各类辫状、分汊等形态。加上河床经常“摆动”，导致
桥梁、道路极易受到冲刷，使用寿命短。为掌握江源河
流泥沙运动冲刷特点，长江科学院河流研究所副所长
周银军团队，2014年以来先后十上江源。

他们在冰天雪地中，住帐篷、啃馒头，在不同河段
打孔取样，首次还原出江源部分河床断面历史形态，发
表江源水沙变化和河床演变对路桥水毁影响的论文，
为完善涉水工程冲刷防护和优化设计奠定基础。周银
军说，江源生态环境与平原截然不同，“科考研究大有
可为”。

翻开厚厚的《江源科考十年论文集》，60多篇涉及
长江源水环境、水生态、水土保持等领域的科研论文收
录其中。“过半论文是近三年发表的，说明江源科考成
果正加速涌现。”长江科学院总工程师徐平说，江源科
考坚持流域视角和问题导向，对江源生态演变规律研

究逐步深入，“多项科研成果属于‘全球首次’”。
多年科考数据显示，全球变暖大背景下，长江源区

过去 10多年的平均气温比前 40多年的气温平均值增
加了 1.4摄氏度。植物作为维持江源生态健康的重要
基础，遇到升温后会有哪些变化？

长江科学院博士任斐鹏和孙宝洋在江源布设了15
个六边形温箱，分组开展“模拟增温试验”，观察不同增
温幅度下的植被生态变化。经过连续 3年的原位观测
发现，当增温达到或超过 3摄氏度时，江源高寒草甸生
态系统变化明显。任斐鹏说，随着升温越高，植被覆盖
度降低、物种密度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现象越突
出，“这提示我们要加强监测，提高生态退化风险预警
能力”。

新技术、新设备的使用，使江源科考深度和广度不
断拓展。由长江科学院与中科院西北研究院共建的唐
古拉山研究区，聚焦江源布曲流域的冰川、河流、湖泊变
化，过去主要依靠人工巡测。2016年以来，11套自动观
测站先后架设在研究区，配备三维激光扫描仪等设备，
建成国际一流的冰川、冻土、气象、水文的全天候自动在
线观测体系。

多次参加科考的长江科学院水资源研究所副总工
程师洪晓峰介绍，自动观测利用物联网，突破气候环境
对野外人工作业的限制，每年获取各类数据近 50G，使
冰川进退、冻土冻融、降雨变化等情况一目了然。

保护江源，守护“中华水塔”奔流不息

一条条人工孵化的小头裸裂尻鱼苗放流后，在南
源当曲畅游栖息。今年夏季，长江源特有的小头裸裂
尻鱼首次实现增殖放流，标志着江源特有物种保护取
得新突破。

江源自然条件恶劣，已知生存鱼类仅6种。来自长
江科学院的科考队员李伟，经过连续三年多的试验，基
本掌握小头裸裂尻鱼的越冬、产卵和人工繁育机理，

“一旦出现种群衰减，就能通过增殖放流快速恢复”。

长江源所在的“中华水塔”，是国家的生命之源，是
重要生态安全屏障。青海省水文监测数据显示，过去
五年间长江源年均自产水资源总量达 266.17 亿立方
米，相当于全国6300多万人一年的用水量。

“源头之于长江，好比大脑之于人体一样，牵一发
而动全身。”多次参加科考的青海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
心水资源部部长李燕说，江源生态极其敏感和脆弱，保
护江源对长江大保护举足轻重，江源科考正成为江源
保护的重要科研支撑平台。

十年来，对江源地区 20多个建设项目开展水资源
利用评估论证，确保不影响当地水生态；搭建河湖生态
安全立体监测和预警技术平台，尽可能降低湖泊扩张
和河床改道对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影响；牵头制定三
江源国家公园水文水生态监测规划……一系列科研成
果，为江源保护提供有力支撑。

江源草甸草浅土薄，队员们钻孔取样时尽量减少
取样量；鱼类分散栖息，捕捞的各种鱼经测量后多数放
生；野外遇到塑料袋等垃圾，主动收集带回基地处理。
长江科学院水资源所所长许继军说，江源科考落脚在
江源保护，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十年江源科考，搭建了一个科考平台，取得了一
批科研成果，更重要的是在一大批青年科研工作者中
播下了研究江源、保护江源的种子。”长江委副主任胡
甲均说，近两年科考中，一大半队员都是“90后”，不少
都是首次上江源，“青春在江源闪耀，他们在科考中成
长成才”。

越来越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陆续加入，给江源
科考带来更多的跨学科、跨机构合作。来自南京大
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的“90 后”博士后王成龙，去
年首次参加江源科考，将“碳循环”课题研究地点从
海上拓展到江源。“江源科考中，不同学科队友交流
合作，能碰撞出更多思想火花。”他说，广袤江源还有
更多未知空间，“值得长期探索研究，永葆‘中华水塔
’奔流不息”。

“把脉”江源 守护“中华水塔”
——江源科考十年观察

新华社记者 李劲峰 陈杰 李思远

这是2022年7月21日在长江源地区拍摄的河道。

长江口生态保护见成效：
江豚又回来了

新华社记者 朱国亮

踔厉奋发向未来·二十大精神在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