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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绿”而行，美丽江苏展现最美画卷

初冬，层林尽染，江苏大地仿若打翻的调色盘，浸染出惊艳无比的山水画卷；季节限定“天鹅湖”、丹顶鹤翩翩起
舞，“神奇动物”刷屏带来勃勃生机……在江苏，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相得益彰，勾勒出一幅幅“环境美”崭新图景。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将“环境美”作为“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的鲜明标识之一。沿着总书
记指引的方向，十年来江苏协同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实现“沧桑巨变”。如今，绿色成为高质量发
展的鲜明底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照进现实，美丽江苏新画卷更加可观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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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之治让绿色福祉更可观可感

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初冬时节，清晨的薄雾还未散
去。站在徐州市贾汪区潘安湖湿地
公园神农码头，眼前是一幅广阔无
边的水景图，水天相接、碧波荡漾，
湖面上碎金点点、水鸟嬉戏。

很难想象，这般如画景致，曾经
竟是徐州面积最广、环境最为恶劣
的采煤塌陷区。塌陷区变绿洲，这
正是徐州因地制宜，着力推进煤炭
塌陷区生态修复工程的结果。

2017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贾汪。在潘安湖神农码头
上，总书记夸赞贾汪转型实践做得
好，现在是“真旺”了。总书记强调，
塌陷区要坚持走符合国情的转型发
展之路，打造绿水青山，并把绿水青
山变成金山银山。

资源枯竭型城市如何实现逆风翻
盘？徐州贾汪区走出了一条绿色转型
之路。近年来，贾汪区关闭淘汰高污
染工业企业，在全国首创“基本农田整
理、采煤塌陷地复垦、生态环境修复、

湿地景观开发”四位一体采煤塌陷地
治理模式，经过十余年的修复治理与
生态转型发展，潘安湖湿地公园已成
为徐州市民名副其实的后花园。

经过修复的潘安湖，四季皆景，
一些珍稀野生动物频频“亮相”，“鸟
中大熊猫”震旦雅雀也在芦苇丛中
生下幼鸟。

“以前这附近都是煤厂、砖瓦厂，
灰尘满天飞。”家住潘安湖边西段庄
村的臧猛回忆着以前的环境，再看
看如今的美景，不禁感叹道：“环境
太美了，我们这儿的年轻人都愿意
留下来了。”如今，很多村民选择在
潘安湖景区就业，开游览船、在景区
售票、做环境保洁员……不仅如此，
一批休闲采摘、农旅观光、特色民宿
项目建成，这里摇身一变成了网红
打卡地，村民们吃上了“生态饭”，日
子越过越红火。

谋求绿色转型的贾汪，是江苏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缩影。十年来，

江苏牢记嘱托，把生态环境保护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

一串串数据印证绿色低碳、转型
发展成效：十年来，江苏在经济总量接
近翻了一番的同时，单位GDP能耗、
碳排放强度分别下降26.4%、30.9%左
右，连续3年达到环境空气质量二级
标准，长江干流江苏段水质连续6年
保持Ⅱ类。

如今，美丽江苏建设又站在新的
起点上。2024年5月，江苏省委、省
政府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美丽江苏
建设的实施意见》，其中强调，站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
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
长，加快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从
量变到质变，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
撑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在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

江苏是全国唯一拥有大江大河
大湖大海的省份，水的风采、水的韵
味，是美丽江苏画卷的基础底色。
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也是江苏
守护江河安澜的必答题。

近些年来，江苏坚定落实“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要求，
推动长江江苏段生态环境质量发生
转折性变化，长江干流江苏段水质
连续六年保持Ⅱ类。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考察江苏
时，用“沧桑巨变”充分肯定南通五
山沿江地区的环境整治成效。

对于总书记称赞的“沧桑巨变”，
从小生活在狼山脚下的90后方峥感
受很深。“小时候家里明明离长江很
近，但因江边布满了硫磺堆场、水泥
厂，想去一趟江边却很难。”2017年硕
士毕业后，方峥回到家乡成为狼山镇

街道的一名基层工作者，参与到了五
山地区滨江片区生态修复工作中，

“通过产业退、港口移、城市进、生态
保，五山地区滨江片区面貌大不同
了。”如今，方峥还从原来的亲历者、
建设者变成了一名史志工作者，她
想把五山地区滨江片区的精彩蝶
变、南通人民在生态保护方面的伟
大奋斗都记录下来，让更多人、也让
历史记住这一“沧桑巨变”。

一横一纵，长江和大运河在扬州
交汇。对于扬州市民来说，江河之
美给当地百姓带来可观可感的绿色
福祉。

节假日，扬州市民张庆就会带着
儿子到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逛一
逛，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每有新
展，张庆母子也必然前去参观。

2020年11月13日，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
时指出：“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
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
富河、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护
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

“当时我带着儿子就在现场。听
到总书记那么关心大运河，我们感
到温暖而充满信心。”回忆起当时的
情景，张庆依然很激动。“我家几代人
都在运河边长大，大运河是我们生存
的家园，更是不可割舍的根脉。”四年
来，张庆见证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
不断成长，变得更美更有内涵。扬州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一开放就变成了

“网红打卡点”，建成3年多来，吸引了
超1100万人次前往参观；与博物馆同
期建设的大运河文化街区一期工程也
在2021年正式开放，如今二期工程正
在如火如荼建设中。

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画卷

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 袁海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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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潘安湖美景 贾汪区委宣传部供图

华丽蜕变后的南通五山地区滨江片区 狼山管理办供图

◀南京鼓楼滨江段
成为黑鸢聚集地

施向辉 摄在长江江苏段，数只黑鸢或俯冲
掠过江面，或飘然翱翔于天空，甚至
是与长江江豚同个框，是江畔最常
见的风景。

今年秋冬，“黑鸢5号”成了南京
的新晋网红。2023年3月，一只被南
京市民救治放飞的黑鸢，背上GPS

“小书包”，被命名为“黑鸢5号”，今年
再次回到南京越冬，累计飞行超1.2
万公里，受到全南京人的关注。一只
鸟儿上演“万里归途”，折射出了江苏
不断改善的生态环境。

不只是小小黑鸢，江苏的“神奇
动物”规模不断扩大：麋鹿种群达
7840 头，其中野外种群 3356 头，是
世界上最大的麋鹿野生种群；“明
星”物种丹顶鹤出雏56只，同比增长
33%，丹顶鹤自然繁殖与野化试验持
续开展；东台-如东滩涂越冬勺嘴鹬
达350只，约占世界种群的60%……

来自江苏省生态环境厅2024年
上半年公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

江苏物种数更新至8842
种，较 2022 年增加 1939
种，增长率超28%。其中，
陆生昆虫、陆生维管植物、
陆生脊椎动物增幅分别为
52%、40%、16%，珍稀濒危物种
大量出现，共记录到国家重点保护
物种176种，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
录中受威胁物种132种。

“神奇动物”记录不断刷新，这背
后是江苏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不
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努力。

从2020年开始，江苏启动《江苏
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立法工作，
制定修订了《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
条例》《江苏省湿地保护条例》等近
20部相关地方性法规；2018年印发
《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
划》，划定8大类407块8474平方公
里的陆域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坚
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
理念，对受污染、受损害、受破坏、受

干扰的自然生态系统实施积极适度
的人工干预……

从生产转型、生活宜居，再到生
态美丽，江苏以“绿”为笔，将高质量
发展的绿色底色描绘得更加浓郁，
一幅富饶秀美、蕴藉隽永的“美丽江
苏”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十年来江苏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