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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记者金文兵
通讯员叶博书 杨海垚

江河竞秀，湖山相映。长江、汉江交
汇，165 条河流纵横交织、166 个湖泊如繁
星点缀，生态资源禀赋得天独厚，作为长江
经济带核心城市和中部地区中心城市，武
汉知重负重、知责担责，在推动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服务支点建设中当好龙头、走
在前列。

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全市生态
环境系统锚定目标、实干攻坚，以建设美丽
中国先行区为目标，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为核心，加快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绿
色发展优势，奋力谱写打造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重要典范新篇章。

“五个先行”整体提升生态承载力

问：围绕支点建设，我市是怎样提升生
态承载力的，主要发力点有哪几个方面？

答：武汉，“一城秀水半城山”，生态禀
赋优越，是全球唯一人口过千万的“国际湿
地城市”。市委、市政府提出加快推进生态
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打造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武汉，就是坚持更好
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助力武汉
在湖北支点建设中当好龙头、走在前列。

总体来说，我们主要从五个方面先行发
力：

一是深入推进长江生态保护，打造长
江大保护典范城市。全面推进流域综合治
理，系统推进长江生态保护修复，推动重点
流域上下游城市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
健全跨区水体水质考核奖惩办法。

二是持续提升生态品质，打造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城市。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快推进滨水
生态名城建设，治理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三是完善绿色低碳机制，打造绿色低
碳转型先行城市。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

中和，统筹推进产业、能源、交通、用地等重
点领域转型升级，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
方式。

四是创新打造示范标杆，奋进建设美
丽中国先行区。努力探索美丽城市、美丽
城区、美丽乡村建设的机制、模式、经验，形
成在全国可推广、可复制的示范样板。

五是推动绿色发展转型，拓宽“两山”
实践转化通道。创新绿色金融，实施“生
态+产业”系列行动，激励引导市场主体探
索实施生态环境导向开发模式等项目；开
展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试点，探索具有武汉
特色的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指标体系。

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良性互动

问：去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时，
再次强调“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
性位置”。护一江碧水东流，是武汉必须扛
牢扛实的重大政治责任和重大使命担当。
市生态环境局将如何深入推动长江大保护
工作？

答：近年来，我市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
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深入实施长江高水
平保护十大提质增效行动，长江武汉段水
质连续五年稳定保持Ⅱ类，形成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保护良性互动。

一是全面推进流域综合治理。实施重
点流域综合整治，全面打好梁子湖、斧头湖
等重点湖泊治理攻坚战，深入推进新洲土
河等四个小流域综合治理试点。建立以湖
为单元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和分区分级单
元管控机制。实现长江武汉段重点支流跨
区生态补偿全覆盖，加快推动跨市流域横
向生态补偿机制。

二是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坚定不
移落实长江十年禁渔，实施“江豚回归江
城”计划，形成金口、天兴洲、双柳三个江豚
自然种群。实施长江经济带降碳减污扩绿
增长十大行动，高标准推进百里长江生态
廊道规划建设，两江四岸建成总长80.7公
里、总面积 838.3 万平方米的生态滨水空
间。

三是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优化沿
江产业结构布局，完成92家沿江化工企业

关改搬转任务。推进长江入河排污口溯源
整治，提前一年完成1842个长江入河排污
口整治目标任务。持续实施城镇污水系统
治理，城镇生活污水日处理能力增加至
536万吨。

下一步，我市还将进一步强化系统治
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坚定不移抓好长
江大保护，打好长江入河排污口及重点河
湖排污口溯源整治收官战，加强重点湖泊
综合治理，持续改善农村水环境质量。

抢抓碳机遇加快低碳绿色转型

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聚焦
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中碳登”这一重要国家级平台落
户武汉，是时代命题也是发展命题，我市将
如何抢抓碳机遇、建设碳市场？

答：一是支持推进碳市场建设。加快
构建以碳金融为核心的气候投融资体系，
形成以中碳登大厦为核心、以武昌区环沙
湖“双碳”经济带为载体的碳要素富集高
地。打造武汉气候通融资综合服务平台，
累计实现融资300亿元。全国碳市场、湖
北碳市场在汉企业履约率均保持100%。

二是打造碳普惠平台体系。打造个人
低碳生活平台“武碳江湖”，覆盖公交、地
铁、居民用电、垃圾分类等11个公众生活
场景，注册账户超过160万，累计记录减排
量5万余吨。首创“碳中和婚礼”和“以碳
代捐”模式，鼓励用户通过“武碳江湖”为大
型活动捐赠碳普惠减排量，助力“汉马”“中
国碳市场大会”等十余项活动达成“零碳”
目标。

三是推动近零碳排放区试点示范。以
中法生态城为试点，打造特斯联武汉智慧
产业园。中法生态城文化体育活动中心建
设项目实现建筑节能率达到75％以上。

生态“含绿量”转化为发展“含金量”

问：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
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2025年，市生态环境局下一步将如何锚定
目标、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

优势的？
答：市委、市政府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殷殷嘱托，贯彻落实省委加快建成中部地
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部署，提出加快推动

“三个优势转化”、重塑新时代武汉之“重”、
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典范。全市
生态环境系统知重负重、知责尽责，奋力推
动生态“含绿量”转化为发展“含金量”，打
通“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转化通道。

一是聚焦打通“生态+”“+生态”的双
向赋能通道。发挥武汉山水湿地资源生态
优势，统筹治山理水营城，着力构建“两廊
一心四城四区”生态格局，加快打造武汉新
城、长江新区、中法生态城等融合发展样
板，实施生态赋能文旅产业、休闲产业、绿
色农业三大行动，形成环湖、滨江、绕山运
动休闲带和生态文旅大环线，打造特色优
质生态农特产品品牌。

二是聚焦打通生态转化、产业协同的
融合发展通道。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和绿色低碳发展，着力从技术、市场、结构
调整、环境治理等方面进行突破，通过重
点打造、示范引领、试点培育、关键攻关
等，加强能源领域“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
和节能减排，加快工业技术提级改造，全
面推进工业绿色低碳转型、能源结构优化
调整、交通网络智能低碳、建筑建造更加
绿色低碳。

三是聚焦打通生态治理、价值实现的
有机反哺通道。加快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
板，加强流域综合治理，创新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激励引导市场主体探索生态环境导
向开发模式，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开展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试点，开展生态产
品实物量和价值量核算，更好拓展“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现路径。

下一步，我们将锚定建设美丽中国先
行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更
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更大力
度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改革和提升生态环境
治理效能，更加有效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
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武汉篇章，为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中奋勇争先、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
战略支点作出更大贡献。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朝辉：

整体提升生态承载力
奋力谱写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典范新篇章

■长江日报记者金文兵

今年“五一”，武汉直冲全国旅游热门
城市第八位。游客来武汉看什么？看的就
是美丽武汉。

本地居民也实实在在感受到武汉生态
持续向好，既有颜值又有内涵。

当前，武汉正不断将“绿色”融入细微、
具体的行动中，为生态“加绿”、为幸福“加
速”，共同缔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武
汉。

从生态资源到发展优势
5年厚积薄发摸清“生态家底”

美丽武汉建设的基石，是弄清武汉的
生态资源优势在哪。

2020年起，武汉生态环境部门走遍府
河、涨渡湖、藏龙岛、江夏灵山、蔡甸桐湖等
生态典型区域，开展了生物多样性调查，完
成5套生物图鉴，并汇编成《武汉市生物多
样性地图》，将生物多样性从专业的调查报
告中“搬”到了公众视野里。

当青头潜鸭振翅豹澥湖、刀鲚重现长
江、珍贵妩灰蝶落户江汉区、城区中重新有
蛙鸣……近年来，随着调查研究不断推进，
武汉的生物多样性数据不断刷新。

当青山绿水通过“价格计算器”有了量
化的生态价值，满目疮痍的矿山摇身变成

“绿色发展银行”。
在武汉首个矿山修复景区灵山生态文

化旅游区，调查团队通过卫星遥感+实地
监测，得知灵山矿区植被覆盖率增加到
63.4%、促进了生物多样性的恢复与增长，
核算出这片新绿地的生态产品总值为2.58
亿元，较修复前增长一倍多。灵山案例已
被纳入湖北省生态省建设终期评估系列宣

传案例，成为量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鲜活样本。

武汉正在探索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生
态产品总值核算指标体系，并推动生态产
品总值核算结果在生态补偿、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生态资源权益交易等方面的应用。

从鸟类AI动态化到矿山修复价值量
化，武汉探索将生态账本转化为发展动能，
助力江城书写绿色发展的“山水经”。

从“工业包袱”到“城市矿藏”
兢兢业业全力打造“无废城市”

美丽武汉建设的要旨，是要明白武汉
绿色发展优势的突破点在哪。

工业企业的固体废物，占据了城市废
物的大头。处置好了这一块，武汉的绿色

发展就有了坚实的锚点。
新能源车的退役动力电池“二次上

岗”，铝合金车身回炉重造焕发新生……岚
图汽车实现了汽车资源综合利用率80％，
可回收利用率达到98.6％。

走进千子山循环经济产业园，巨型机
械爪每天“吃”下3000吨垃圾，“吐”出的电
能点亮万千家庭的灯火。建筑垃圾经过智
能分选，化作再生砖块铺就城市道路。餐
厨垃圾发酵产生的沼气，每年能发电超
4000 万度。这座“城市新陈代谢中枢”每
年可转化6.77亿度绿电，减排二氧化碳超
80万吨，相当于种下4370万棵树。

格林美公司首创报废汽车“六化”处理
模式，对报废汽车和各种复杂金属废料进
行分类回收，实现整体资源化利用。

“现在连钢渣都成了抢手货。”在武钢

有限公司厂区，曾经堆积如山的钢渣有了
新归宿，每年同步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2.8
万吨。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武汉
的 一 般 工 业 固 废 综 合 利 用 率 提 升 至
97.95%。昔日“工业包袱”正变为价值连城
的“城市矿藏”。

从“全员排查”到“数据智治”
城市生态管控找到“AI+”外援

美丽武汉建设的抓手，是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加快由“人治”向“智治”转变。

“AI+非现场监管”体系，构建了企业
排放特征库与弄虚作假行为识别模型。技
术人员打了个比方，“就像记住每个人的步
态特征、呼吸节奏，企业排污稍有‘走样’，
系统马上察觉，并亮起红灯”。

有了这个“智脑”助力，执法人员不必
“人海战术”和“大海捞针”，企业违法违规
行为立马锁定，有效缓解执法人员不足。

更贴心的是这个平台上还集纳了“环
保医生”，企业遇到环保难题，可以进行“云
问诊”，AI助手能秒回80%常见问题，疑难
杂症可预约专家团队“把脉开方”。

东西湖区一家食品企业负责人点赞：“就
像随身带着环保顾问，自查自纠方便多了。”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
们坚持以治理数字化推进治理现代化，构
建武汉市生态环境智慧监管平台，通过打
造生态环境高质量数据集和智能中枢，推
动生态环境治理向精细化、智能化、协同化
转型。

从过去“全员排查”到如今“数据追
逃”，武汉正用精准监控、高效预警的AI数
字技术，重塑生态环保管理模式，破解超大
城市治理难题。

游客漫步在灵山生态文化旅游区。 通讯员肖高东 摄

摸“家底”挖“矿藏”强“智治”
加快推进美丽武汉建设

长江日报讯（记者杨菁 秦璟）近日，满
载优质煤的货轮在广州缓缓靠岸，湖北
商贸物流集团完成又一次大型煤炭保供
任务。

落户江岸区3年，湖北商贸物流集团已
成长为“联投系”，结出了20个“果”企业。

湖北商贸物流集团是湖北联投集团子
公司。2022 年，公司到江岸选址，匠心城·
三阳中心楼宇电梯还没通，负责人步行上
楼，定下办公场地。“周边产业环境太好了。
不出区，我们可以找到省级主管部门报批，
几步路，就能找到航运的合作商。”企业负责
人说。

落户后，湖北商贸物流集团规模迅速扩
大，营收从组建整合前的 30 亿元迅猛增至
470亿元以上。

“联投系”开始在江岸生根发芽，20多家
企业在3年内相继落户，分布在匠心城·三阳
中心及周边2公里范围内。同一“根系”的湖
北华懿行集团，也相继落户5家子公司，开枝
散叶长出“新果”。

以一家大型或数家龙头企业为“根系”企
业，逐渐长成企业集群，集聚了十多家乃至数
十家关联企业。近3年，江岸区已有7个企业

“系”，汇聚“直系”企业总数近百家，供应链关
联企业超过500家。

“三峡系”备受关注。2021年，三峡集团
总部入驻江岸，近80家生态环保企业因“三
峡”汇聚。去年12月，武汉鼎新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落户江岸，成为“三峡系”的第 15 家

“直系”企业。
“长江系”历久弥新。水利部长江水利委

员会与江岸的“结合”已逾70年，周边下属公
司至少有20家，带动水利水电、工程勘察等
智慧产业在江岸集聚。今年1—4月，4家“长
江系”规上企业营收同比增长14%。

“中信系”以中信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为“根系”，20多家工程设计关联企业扎根江
岸。今年一季度，“中信系”企业营收同比增
长普遍实现30%以上。

除此之外，落户江岸的“光大系”“文旅
系”“农发系”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7个“根系”企业群相互交融，已在江岸
形成了12条“粗壮”的产业链，推动江岸传统
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成长产业突破发展。

（参与采写 汪丽婷）

湖北商贸物流集团“国远703”货轮满载优质煤抵达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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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刘海锋 通讯员徐
晨）5 月 24 日 15 时，中欧班列（武汉—波
季/第比利斯）从中铁联集武汉中心站鸣
笛启航，这是中欧班列（武汉）首次将格鲁
吉亚作为目的站开辟的跨里海国际运输
新线路。

据悉，本趟班列主要装有轻型机械设
备、农用车辆、建材等。班列从武汉出发，
将从霍尔果斯口岸出境，横跨哈萨克斯坦，
经阿克套港转轮渡穿越里海至阿塞拜疆巴
库，最终以铁路运输抵达格鲁吉亚波季和
第比利斯，全程采用“铁—海—铁”多式联

运方式，运输时间预计为18天。
2022年6月，中欧班列（武汉）首开南通

道跨“两海”线路抵达杜伊斯堡，此次开通
格鲁吉亚新线路，是对中欧班列南通道建
设全新的探索。格鲁吉亚扼守着欧亚地区
的“十字路口”，是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
点国家之一，也是连通欧洲和亚洲的关键
通道。因为无需绕行西伯利亚，跨里海国
际运输走廊实际上是中国和欧洲之间最短
的运输路线，被称为“中间走廊”、中欧班列
南通道。

此趟班列的开行，为企业稳定出口开

辟了新的物流通道，将更好地促进湖北
与格鲁吉亚、土耳其及周边国家的经贸
往来。

目前，除武汉以外，国内还有西安、济
南、青岛、郑州、成都等多个城市中欧班列
开通了南通道线路。据阿塞拜疆铁路公司
披露，2024年“中间走廊”来自中国的货运
量较前一年增长25倍以上，达2.7万多个集
装箱。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武汉）已开通58
条稳定的跨境运输线路，辐射欧亚大陆40
个国家、120个城市。

中欧班列（武汉）横跨里海抵达格鲁吉亚

中欧班列（武汉）新线路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