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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鄂黄阳段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思考 

方达福 11，程时军 1，石后兴 1，董明锋 1，刘高枫 1，方永阳 2，刘高东 3 ，方

向亮 1，赵知维 2 

( 1 ．湖北省阳新县农业局，湖北 阳新 435200 ;  

2 ．湖北省阳新县特产局，湖北 阳新 435200 ;  

3 ．湖北省阳新县枫林镇农技服务中心，湖北 阳新 435202 ) 

【摘 要】介绍了长江经济带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段基本概况，分析了长江生态、湿地生态及县域资源保护问题，

提出坚持生态优先、综合整治生态环境、推行绿色农业新技术等绿色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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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黄河同为祖国母亲河。随着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步伐的加快，长江经济带的全面提升显得更为重要。遵照习近平总

书记“长江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指示，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已纳入广大人民的思考视野。本文仅就阳新县段基本

概况、生态保护突出问题、绿色发展对策措施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1 基本概况  

1.1 长江概况  

1.1.1 中国独有。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峯南侧。主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

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 11个省（区、市）直注东海，全长 6300km ，比黄河长 800km 。在世界大河中，仅次于流经非洲 9

个国家的尼罗河和流经南美洲 7 个国家的亚马逊河，居世界第三位，而长江则为中国独有。在“一带一路”推动下，建设美丽

而富强、独具中国特色的“长江经济带”将具有全球意义。  

1.1.2 辐辏南北。长江干流自西而东横贯中国中部数百条河流，辐辏南北。延伸至贵州、甘肃、陕西、河南、广西、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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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福建等 8个省（区）。长江流域面积 180 km
2
，长江湿地面积 248 万 km

2
占全国湿地总面积 1154 万 km

2
的 21.5%。阳新

县长江段长 60km ，全县湿地面积约 3 万 km
2
。 

 1.2 阳新概况  

1.2.1 多山之乡，百湖之县。境内峰峦叠翠，河湖交织。父子山横陈县北，七峰山等 10 余座大山绵恒县西、南边界。西

部拥有“千岛”和“仙岛”美名之称的王英水库与周边两县市比邻。富水河自西向东横穿县境，网湖等 100 余个大小湖泊星罗

棋布。阳新县地处北纬 30 度左右，拥有 22个镇（场、区） 418个村，土地面积 2780hm
2
，是一个农业大县，构成了“多山之

乡、百湖之县、富河连长江、湿地连成片”和“六山两水两分田”的美丽画卷。  

1.2.2 区位优越，交通发达。阳新县具有濒临长江、地处鄂赣两省交界的地理优势。水路有富水河，长江航运直通重庆、

武汉、上海。陆路有 106 国道、富阳省道、大广高速国道、福瑞高速省道、武厦铁路、五九铁路和乡村公路贯通全国。  

2 生态保护突出问题  

2.1 长江生态保护问题  

2.1.1 江内生态问题多。上游污水排下游，水面垃圾逐波游，水下电鱼禁不绝，珍稀江豚逐年少，岸边是船无序摆，过江

小舟安全忧。  

2.1.2 江岸修复难度大。开山碎石时有伤亡，崩岸危险时有出现，水土流失时有发生，绿色堤坝时有破坏，码头整治时有

纠纷，堤边建房时有混乱。  

2.2 湿地生态保护问题  

2.2.1 湿地面积缩减。长江边两镇的春湖、浇治湖、海口湖、营湖和网湖等“五湖”，由于经历了多年社镇区交叉管理、多

头管理，无法形成有效合力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一系列恶果。随着人口不断地增长，人们对资源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以粮为

纲，围湖造田”导致“五湖”大部分水域不合理地变成了水田和旱地， 1.5 万 km
2
湿地基本消失。  

2.2.2 生态功能退化。在围湖造田、掠夺性养殖的同时，江边和湿地周边工矿业不断增多。在生态破坏逐年加重的情况下，

特别是让网湖生态系统变得十分脆弱。江边和湿地水陆衔接区的渠内钓鱼、电网触鱼、投药毒鱼、圈养珍珠、捕猎野兽野鸭和

青蛙蛇类等现象较为严重。目前的芡、莲、菱、水草、芦苇等水生植物总量减少，使湿地生态系统的自然生态过程被人们改变

后，部分自然生态特征消失，湿地生态功能逐步退化。  

2.2.3 湿地污染严重。江边镇场和湖北网湖湿地陆地缓冲区、农管区和广大实验区的农业生态现状及其特点是：土壤酸化

普遍性 ― 重金属污染成难题、秸杆焚烧常发性 ― 空气污染难制止、工农企业排污任意性 ― 居民饮水安全难保障、湖泊管

理以包代管性 ― 水质污染与生态退化交织、点面污染共存性 ― 生活污染与生产污染叠加、农业生态环境严重性 ― 干群呼

吁与江边湿地呐喊同担忧、江湖水旱灾害频发性 ― 域内广大农民难脱贫。  

2.3 县域资源保护问题  

2.3.1 生态文化资源流失。县域生态文化资源古老而丰富。但有些人认为生态文化是古人、先人玩和唱的古董，多数青年

人外出打工，在家的老少没有闲心去搞。外面人愿来玩就玩，不愿来玩就拉倒。沿江乡镇村组有些干部认为挖掘古老生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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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推进乡村生态旅游需要大量资金和人才，一穷二白的集体无力回天，大大影响了县域生态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由于思

想认识不够，造成了江边生态文化因时代久远无传承人而多数失传或流失，乡村旅游因综合管理无规划而杂乱无章，民俗文化

因受时间限制而发挥不够，湿地文化及其旅游因多种因素干扰而挖掘、开发、推进不力。  

2.3.2 农家品种资源萎缩。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结构调整及气候环境变化，导致野生植物资源因栖息地环境变化而急剧

减少，一些优良农家品种和特异资源濒临灭绝，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  

2.3.3 农技推广资源滞后。阳新县处于地形复杂、气候独特、生态脆弱的地域贫困区，加之多年沉积的农田污染严重、水

利设施老化、多熟模式减退、栽培技术等农技推广资源滞后，种植业有些地方处于“科技失灵”和“变态管理”状态，种、肥、

药等新技术推广已成为新型农民难以掌握的“心病”，导致产量增速缓慢，给快速脱贫、精准扶贫带来一定难度。  

3 绿色发展对策措施  

3.1 坚定绿色发展理念，正确认识生态保护  

3.1.1 坚定绿色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是我们党在发展理

论上综合性总结。毫无疑问，将在决胜阶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基本理论依据。其中，绿色发展的理念，凝聚了这些年来

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我们必须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

一时的经济增长。  

3.1.2 正确认识生态保护。良好生态环境本身即是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址，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态力，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提高长江经济带县（市）域经济规划指标中绿色指数的权重，使人们的健康和环境质量作为一

个更严格的硬指标，促进绿色发展理念真正成为全社会的行动。同时，实行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和水资源、湿地资源、陆地植

物资源和农技推广资源等监管制度，对大气、水、土壤等污染和长江上游污染下游罚補以及长江修复、江岸生态修复，城镇生

态修复等问题制定有效的行动计划，即完整的生态保护规划。 

3.2 坚持生态优先思路综合整治生态环境  

3.2.1 坚持生态优先思路。根据长江、湿地、县域概况，必须制订“坚持生态优先，综合整治环境”的对策与措施，必须

走“持续发展，绿色发展”道路，必须统筹规划保护长江、保护湿地、“五水共治”、生态立县（市）、产业强县（市）、支持中

小企绿色发展，做好精准扶贫、快速脱贫工作，创新农林保护建设机制和省级生态农业县（市）、林业示范县（市）、生态文明

园林城市，奋力开创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新局面，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创新发展示范区。  

3.2.2 综合整治环境。一是加强干群和青少年培训宣传力度，提高江河湖库及其花草、鸟类保护的重要性和管理服务水平。

建立河（湖、库）长制、乡镇长负责制，使江豚、中华鲜等珍稀动、植物资源生存空间逐步得到恢复。二是增加资金投人。吸

取资本，支持长江生态建设，建立水源地生态补偿基金。加快生态文化资源、珍稀动植物资源、农技推广资源保护项目的挖掘、

引进、创新工作。加大江岸旅游资源及其特色农场的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光伏产业、滨江公园等项目引进与开放开发。加速

美丽长江、湿地保护中心建设步伐。三是加强依法治理力度，提高依法治水、依法治湿、依法治土水平。遵循 《 环保法 》 、 

《 农业法 》 、 《 森林保护法 》 、 《 种子法 》 、《水土流失保护条例 》 、《农药管理条例 》 、 《 交通安全保护条

例 》 、 《 农产品基地保护条例 》 、 《 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 、 《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抓紧制

订长江、湿地、饮用水、农产品保护等地方行政规章，建设和完善 《 湿地保护区 》 、 《 珍贵资源保护区 》 、 《 粮食

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 使长江不在“失豚”、湿地不在“失地”、绿景不在“失绿”、资源不再“失源”、文化

不再“失古”、产品不再“失安”、旅游不再“失游”、交通不再“堵塞”、城市不再“看海”、农村不在“看漠”、农田不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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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人民不再“贫困”。  

3.3 科学发展低碳农业推行绿色农业新技术  

3.3.1 科学发展低碳农业。低碳农业是以低耗能、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模式，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

发畏观的转变。在农业领域推行温室气体减排，采取措施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

农业持续发展的必要选择。低碳农业是一种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是农业转变生产的一个发展方向，是生态农业、节水农业、绿

色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3.3.2 推行绿色农业新技术。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要积极融人“一带一路”建设，全力打造开放新高地，全面推行绿色

农业新技术。主要措施有：培肥地力、增施有机肥、秸杆还田、种植绿肥、测土配方科学合理施肥、加强植检和病虫害预测预

报、农药专业化使用、改造中低产田、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广新型高光效农作物品种、推广高效低碳种植技术等。积极推广

农业主推技术：绿狐尾藻生态治污技术、玉米宽行增密全程机械化技术、农作物尾莱秸秆类废弃物综合处理利用技术、空心莲

子草（水花生）生物防治技术、温州密柑隔年交替结果技术、茶叶绿色生产模式与加工集成技术、老茶园改造技术、果菜茶沼

肥替代化肥技术、畜禽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等。在农村供给侧结构改革中，通过这些技术推广，突出体现了“优”、“绿”、“新”

三大调整。通过改革的办法来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

满足质的需求转变，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以“旅游＋”为引擎，以“互联网＋”为手段，加快农业、工业、

文化、金融等行业与长江、湿地资源等绿色旅游融合发展，培育新产业和新经济，真正把生态链变成产业链，把绿色资源优势

变成经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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