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张璠 排版 陈岩 校对 吴媛媛 专 刊 3
2021年10月28日 星期四

电子邮箱：xcrbjjb@163.com

从“国家园林城市”到“国家森林城市”，从“国家环保
模范城市”到“全省首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一路走
来，一张张国家级名片见证了马鞍山这座城市的逐绿步伐，
成就了这座城市的辉煌嬗变。

近年来，马鞍山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聚焦长江
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强力推进“三大一强”专项攻坚行动，
通过长江东岸综合治理、全市渔民退捕转产、聘用园区“环
保管家”治污、向山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等一系列硬
核举措，着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马鞍山样板。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一曲
雄浑壮美的新时代“长江之歌”正在

母亲河上唱响。

：：唱唱好新时代长江之歌好新时代长江之歌
◇本报记者

生态 之变
●

江河 之变
●

金秋十月，秋风送爽。薛家洼生态

园、滨江生态湿地（杨树林）、滨江文化

公园、采石矶风景区……行走在长江东

岸，一批湿地公园、游园与滨江生态绿廊

“串珠成链”，已成为广大市民的网红打

卡景点。

然而四年前，这一切却还是渴望不可

及。别说“网红打卡地”，就是想到江边看

看长江风光，都不容易。

153 家非法码头散落长江干支流、

704家“散乱污”企业遍布长江岸线、4295

个入江排口溯源不清、35条黑臭水体交错

市域范围……过去，“先有矿后有市、先生

产后生活”的发展模式，导致马鞍山经济

结构偏重，长江生态频亮红灯。

面对严峻的形势，马鞍山市委、市政

府痛定思痛，坚持问题导向，集中开展“三

大一强”专项攻坚行动，举全市之力，倾全

市之智，刀刃向内，动真碰硬，强力开展系

统治理、源头治理、流域治理、精准治理，

全力做好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打出组合拳，形成大合力。

非法码头和船舶修造企业整治、城市

黑臭水体治理、“清废”行动、入江河流和

排口治理、大气污染防治、工业园区排查、

加强执法监管、创新服务方式……一项项

举措齐头并进，全面压实整改责任，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重塑”长江岸线。

视线拉至位于长江西岸的郑蒲港新

区，同样的场景正在上演，一座“港城一

体、产城一体、城乡一体”的城市新“星”正

在绿色崛起。划定禁止建设区域、实行招

商阶段生态环境预评价、建立多部门联合

打击非法码头长效机制……和谐、共生的

长江绿色生态廊道款款而来。

不仅如此，守护一江碧水向东流，马

鞍山有着更长远的考究——竭力保护、永

久传承、大力弘扬长江文化。

以绿为底，文旅融合，大江颂歌，千里

传情。10月13日，第33届马鞍山李白诗

歌节的开幕式在东岸滨江文化公园上

演。一改多年传统，开幕式文艺演出从室

内走向江边，传承弘扬长江文化，充分展

现生态自信。

如今的长江东岸，江水荡漾、风景宜

人，曾经的生态“痛点”彻底变为“亮点”，

马鞍山用实实在在的治理行动将“临江观

美景”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理念 之变
●

马鞍山马鞍山
全省报社社长（总编辑）看马鞍山全媒体采访活动

在马鞍山，游薛家洼生态园，可领略

“淡妆浓抹总相宜”的东岸江景；览石臼湖

湿地生态长廊，可赏“漠漠水田飞白鹭”的

百鸟归巢景观。行走在江淮大地上，马鞍

山犹如一颗江畔明珠，这里天朗气清，绿

水潺潺，青山环绕。

“还老百姓一片蓝天白云、满夜繁星。”

“给市民一江碧水长流、鱼翔浅底的

景色。”

“为子孙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

近年来，马鞍山市坚决将生态环境问

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从打赢蓝天保卫战

到水污染攻坚战，再到固体废弃物污染防

治战，纵深突破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提

速生态环境保护进程。

《马鞍山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

施细则》《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方

案》《马鞍山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

案》……一项项政策的出台，彰显了打响

水、气、土攻坚战的决心。

一路前行，马鞍山的“治气、治水、治

土”成效显著，监测巡查日益频繁，水源保

国庆假期，在马鞍山老旧小区改造
项目珍珠园片区，建设者们仍在坚守岗
位。在人行道铺石、绿化花池，在路面打
磨透水混凝土，在小河边组装新型景观
路灯……整个施工现场有条不紊。

让市民不知道的是，正在铺设的这些
透水混凝土可谓大有讲究。它们的来源
是曾经被人们视作废品甚至侵占土地资
源的铁矿尾矿渣。

用冶金尾渣制备水泥基透水路面，
这项关键技术的研发团队正是来自中
国十七冶集团。企业将生态环保理念
应用于城市建设的每一处细节。这项
技术的应用不仅减少了矿石开采后对
生态环境的破坏，而且由该技术建成的
路面透水迅速、防堵防冻，是海绵城市建
设的“尖兵利器”。

理念之变，来源于马鞍山守护长江的
铿锵步伐。

策高必当行远。去年，马鞍山建市以
来的首个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工作按下

“启动键”。全市以“整盘棋”思想，优化城
市发展布局，实现城市绿色振兴。今年，
马鞍山市向山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
目成功获批EOD模式试点，开启矿山生

态修复治理新篇章。
马鞍山市以打造全国矿区生态修复

示范区和长江支流源头水环境综合整治
示范区目标，强力推动向山地区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统筹开展了向山地区生态环境
修复、人居环境改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
及产业导入升级等一系列工作，着力解决
向山地区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问题，全
力以赴把向山地区“生态伤疤”打造成马
鞍山的东部“城市花园”。

有一种变化，叫做从“跃然纸上”到
“映入眼帘”。

山湖锦绣，心“向”往之。城市东边，
在保留历史文化记忆的基础上，新建设的
铁道文化游园已于国庆节正式对外开放。

在丁山矿区和凹山湖西侧矿山修复
项目现场，栽种不久的元宝枫、杜仲、山桐
子等“三棵树”正茁壮成长。这三种树木
属于附加值高的特种经济林树种。“三棵
树”一二三产融合项目，通过一产种植、二
产加工、三产销售以及文旅休闲，打造全
产业链的发展模式，实现自我“造血”。

秀水明山，欣欣“向”荣。一处城市新
景即将在这里诞生，开启这座城市求索

“生态”的“诗和远方”。

护刻不容缓，工业固废合理处置，生态环

境加快修复，滨江森林呼之欲出，钢城马

鞍山上演绿色传奇，无不有力诠释着“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一路披荆斩棘，一路高歌猛进。

马鞍山率先在全省以市政府层面专

项推动“环保管家”模式；率先在全国实现

长江干流及重要水域常年禁捕和渔民退

捕转产。为了让全市一万多渔民上岸后

“稳得住”“能致富”，马鞍山全面落实有工

作、有住房、有学上、有社保，心情舒畅“四

有一畅”政策，创造出“禁得最早、做得最

好”的马鞍山经验。

马鞍山将中心城区16条水系、91处

水体，33处黑臭水体，打包交给了全产业

链一体化水环境治理的“专家能手”中冶

华天，从可研、规划、设计、治理、运营全流

程“把脉问诊”、精准施策。这不仅是解决

城市黑臭水体和内涝问题的治本之举，也

是保护长江生态的长远之策。

如今，黑臭水体“洗”尽污浊、脏乱，

雨山湖、慈湖河水清岸绿、鱼翔浅底，城

市治水的成果映入每个人的眼帘。一

个叫“马鞍山蓝”的词汇频繁刷爆朋友

圈，这也成为该市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的

生动注脚。

一组数字晒出生态亮眼成绩单。

2020年，马鞍山市共收获323个优良天；

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达88.3%；空气质量达

到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好水平。长江

马鞍山段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达100%，

创国家考核以来最好水平。

雨山湖雨山湖

慈湖河慈湖河

永丰河永丰河

薛家洼薛家洼 凹山湖凹山湖 翠螺出大江翠螺出大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