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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立法·之前
酒美水不清

赤水河，是云贵川三省的界河。无法分河而
治，只能共同保护——这种共识的达成，经历了许
多岁月甚至波折。

城环资委是省人大具体负责对城乡建设、环境
保护、矿产资源等工作提出有关立法议案和审议的
专门委员会。梁伟华曾担任过9年、两届泸州市副
市长，在他的记忆中，那时对于赤水河的管理是以
河中心为界。“有一次，一辆客车被冲入赤水河。这
起事故，三个省算谁的责任？几方就用皮尺来拉，
离谁更近，事故就统计到谁的头上，就由谁来负
责。”他说，对于赤水河的保护，左右岸，有的重视，
有的不重视，上下游更是这样。

在梁伟华看来，赤水河沿岸的三省4市14个县
（市、区），功能定位、产业结构都不一样，环境准入、
监管执法尺度等也有所不同，个别地方的矿产资
源、旅游资源开发过度；化工项目、网箱养殖、捕捞、
采砂开矿和码头堆放、贮存煤炭以及生活垃圾填埋
场，沿河沿岸星罗棋布。“大概是上世纪 90 年代到
2010年前后，赤水河一些河段，生态环境恶化非常
严重，水源污染、垃圾遍布，哪里是什么美景河、生
态河，简直就是污水河。”他说。

赤水河，发源于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赤水源镇银
厂村，流经云贵川三省4市14个县（市、区），在四川省
泸州市合江县汇入长江，全长436.5公里，流域面积
2.04万平方公里，是我国唯一一条干流上没有筑坝保持
自然流态的长江支流。

2021年，云贵川三省人大常委会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的批示精神，在全国
人大的指导下和三省省委领导下，勇于探索、创新，

积极开展共同立法，同步审议通过关于加强赤水河
流域共同保护的决定（以下简称共同决定）和三地赤
水河流域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7月1日同步
正式实施。

这是我国首个跨省级行政区域流域的共同立法，
开启了省级地方共同立法的宏大叙事。此举意义重
大，为全国范围内的跨区域或流域共同立法，提供了
借鉴和样本，对于深入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区域
（流域）经济发展，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具有十分重

要的现实意义。
10月以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派出记者组，渡

赤水、攀大山、走乡村、到企业、访机关，从深山里的赤
水河源头开始，一路跋涉，寻找两岸的见证者、上下游
的亲历者，采访共同立法的当事人，走近一群“敢于吃
螃蟹的人”，力图还原发生在“英雄河”“美酒河”“美景
河”的那些难忘瞬间与精彩故事。

今日起，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以《云贵川三省人大
共同立法 保护赤水河》为题推出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云贵川三省人大共同立法背后的故事

共同立法·缘起
共抓大保护

一方面，赤水河在云贵川三省的流域面积占比
不同，三省立法需求也不同；另一方面，为保护赤水
河，三省均做了一定努力和积极探索，但生态修复成
效与新发展阶段提出的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求
仍存在差距。同时，三省都知道，保护赤水河不是某
个省的“家务事”。

怎么会想到共同立法？黄智刚说，这缘起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一次执法检查。

2019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栗战书率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在四川检查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时，要求四川加
强同上游省份的协作力度，推动赤水河流域治理保
护达到系统治理的最佳效果。“2020 年 6 月 28 日、
2021年1月15日，栗战书委员长先后两次就三省共
同立法保护赤水河流域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实
现区域立法从‘联动’到‘共立’，为其他地区相关立
法提供借鉴。”黄智刚说。

今年1月和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
跃分别在北京市、四川省泸州市召开座谈会，推动云
贵川三省赤水河流域保护共同立法。

“三省省委都高度重视、统筹部署，全力推进赤
水河流域保护共同立法工作。四川省委更是将赤水
河流域保护共同立法作为省委确定的重大立法项目
和‘一号’立法任务，省委主要领导亲自部署，由省人
大常委会精心组织、全力推进。”黄智刚说。

共同立法·困境
从哪里下“嘴”

但什么是“共同立法”，大家心里都没数。“以前
头脑里只有‘协同立法’这个概念。”黄智刚说，后来
经过反复讨论研究，达成一个共识：“共同立法，就是
形成一个内容上完全一致的共同文本，由三省人大
常委会按法定程序审议通过后同步实施。”

赤水河具有流动性、跨区域性，相关生态环保问
题也具有共性和联动性，依靠单一行政区划无法解
决流域管理难题，必须依靠跨行政区划的协调配合，
以系统性思维和法治观念完善三省协同保护机制，
形成上下游联动、干支流统筹、左右岸合力。而三省
流域内资源禀赋、发展需求、功能定位、产业布局、保
护方式和执法标准等存在差异，“分河而治”带来的
流域管理难题较为突出。

这种情况下，怎么拟共同文本？黄智刚介绍，按
照省委指示，四川省人大常委会领导先后于2019年8
月、2020年1月赴贵州考察调研、对接沟通，学习先进
经验。2020年6月，四川省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

《四川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草案）》，专门书面征求
云南、贵州两省人大常委会的意见建议。2020年8月
17日至20日又先后赴云南、贵州调研交流，三方商定
由四川作为牵头省份，负责衔接联络，建立三省人大
常委会秘书长联席会议机制。

随后，四川起草了一个共同文本，虽然多次征求意
见，反复修改，但分歧较大，难以完全达成共识。大半年
时间过去了，啃了一盘子的硬壳，仍然没有尝到“河鲜”。

10月18日，成都市人民南路，四川省人大常委
会机关所在地。下午3时至6时，参与了云贵川三
省人大共同立法全过程的省人大城乡建设环境资
源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城环资委”）主任委员梁
伟华、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法
工委”）主任黄智刚，先后接受了封面新闻、华西都
市报特别报道组的采访。这是那群敢于“吃螃蟹”
的人中的两个代表。

“吃螃蟹”的最大乐趣，在于啃了一盘子的硬
壳，就为尝到那口鲜美。

一水连三省，“一法”治三地。“共同立法过程
艰难曲折，但结果圆满美好。”这是两人的共识。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是三省赤水河流域保护共
同立法的牵头方。赤水河流域共同立法对跨流域
地方共同立法进行了有益探索。三省将在全国人
大常委会的指导下做好总结工作，为其他区域共同
立法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做法。

2021年4月9日，三省人大常委会
第二次秘书长联席会议在成都召开。
黄智刚回忆，这次会议是共同立法的一
个重要转折点。

全国人大环资委、常委会法工委
的领导专程到会指导，会同三省人大
常委会秘书长深入交流，再次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和以“共抓大保护”为导向深入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的思想，达成“统一规划、统一
标准、统一监测、统一防治”的一致共识，同
时决定立即成立三省联合工作专班，沿赤
水河开展共同调研、起草共同文本。

回忆起当天的情形，黄智刚依然有
些激动：组建专班这个决定非常重要。

“这让共同立法驶入了‘快车道’，使共同
立法得以高质量、高效率地推进。”他说。

4 月 18 日至 21 日，由三省人大
（城）环资委、常委会法工委等专委会和
办事工作机构抽调人员组成的工作专
班共 20 余人，从赤水河源头开始一直
到赤水河终端，沿云南镇雄，贵州习水，
四川古蔺、合江，“四渡赤水河”，一路实
地了解赤水河的真实现状与现实难点。

这次调研让黄智刚感触很深，“调
研的过程就是沟通的过程，也是形成共
识的过程。”“既发现别人的问题，也看
到了自己的不足。通过调研，大家感到

收获很大，深入了解掌握了赤水河沿岸
各省的保护现状、存在问题、产业布局、
民生需求等第一手情况，明确了方向，
沟通了感情，增进了友谊。大家认识
到，不能脱离实际关起门来搞立法，要
立足实际，关注民生，切实体现保护优
先、绿色发展的总体立法要求。”他说。

4月20日，在调研过程中，专班成
员参观了红军四渡赤水纪念馆。黄智
刚感慨道：“当年红军渡赤水很艰难，前
有堵截，后有追兵，随时有牺牲的危
险。这次我们的调研任务很艰巨，虽然
也是四渡赤水，但跟红军面临的困难相
比，那是天壤之别。我们要发扬红军四
渡赤水的精神，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按时完成共同文本起草任务。”

当天晚上，专班成员住在习水。晚
饭后下起了大雨，专班成员不顾白天调
研的疲劳，打着伞在宾馆内的湖畔边散
步边讨论。“那晚不知不觉中，我们沿湖
走了一个多小时，边走边商量，文本该怎
么架构，各方的关注重点是什么，哪一条
该写什么、怎么措辞……大家完全沉浸
在讨论中，这场雨好似一场及时雨，使得
讨论显得格外理性和冷静……大家通过
充分交流，沟通得非常顺畅，了解了彼此
关切，消除了误解分歧。”说到这里，黄智
刚松了一口气，感觉如释重负。

2021年4月9日，三省人大常委会第二次秘书长联席会议在成都召开。

三省共同立法 保护赤水河

4 月 22 日，专班成员回到成都，住
进了位于成都市人民南路的人大宾馆。

4月23日，专班成员开始共同起草
文本。“我们先讨论确定了框架，然后投
映在屏幕上，一条一条、一个字一个字地
抠；之后交换着审看，相互再次确认。一
共写了16条，形成共同立法专班稿（草
案）”。黄智刚说，写完后已是晚上10点，

“大家都很激动，很兴奋地欢呼起来。此
时不知谁先开始唱起了歌颂红军四渡赤
水的歌，也不知怎么大家就手挽起了手，
一起唱，大声地唱！大家相互击掌祝贺，
最后以屏幕上的共同决定文本为背景集
体合影。这时大家终于露出了灿烂的微
笑，这笑容发自内心，很甜……”

第二天，不少专班成员说：“昨晚睡
得特别香、特别沉、特别放松。”也有同
志说：“太兴奋，难以入睡。”

后来，专班成员将稿子分别带回，
向各自省人大常委会报告。“从各省反
馈意见来看，除了个别文字外，都没有
大的不同意见。”黄智刚说。

回顾共同决定的起草过程，黄智刚
发自内心地感慨：“如果没有全国人大
的全程指导、三省省委的坚强领导、三
省人大常委会的全力推进和工作专班
全体成员的努力工作，此次共同立法真
有可能成为一项不可完成的任务，‘膏
肥蟹美’的滋味也就没法尝到了。”

后来，梁伟华介绍，共同决定和条
例正式施行前，三省人大常委会统一步
调，同时召开新闻发布会、贯彻实施座谈
会；正式实施后，三省人大常委会都对共
同立法进行了总结；三省人大相关专委
会加强了联系和沟通，商讨具体怎么做。

省级层面。三省政府及相关部门
以各种方式建立联防联治。四川省自
然资源厅副厅长丁湘介绍，四川正加快
赤水河支流高排放企业的关停退出，同
时已关停小造纸厂、小酿酒作坊 340
家，退出 47 座小水电站；云南、贵州两
省的支流整治工作也正依法推进。

市级层面。为推动共同决定和条
例的落地落实，在其正式施行两个月后
的9月1日，贵州省遵义市、毕节市，云
南省昭通市，四川省泸州市，三省四市
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主任联席会议在泸
州召开。会议形成了协议，重点是贯彻
落实保护赤水河的共同决定和条例。

其他层面。赤水河沿岸各地党委、
人大、政府以多种形式、不同方式，开展
交流与合作，探讨共同执法。

梁伟华还透露，2022年，三省人大
常委会将进行一次联合执法检查。

“四川、重庆开展嘉陵江流域生态环
境保护协同立法，四川的条例也征求了陕
西、甘肃的意见，借鉴和推广赤水河流域
保护共同立法的经验和成果。”黄智刚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特别报道组
记者 曹笑刁明康 雷远东 陈光旭杨澜 郝莹 伍勇

共同立法·专班“四渡赤水河”

在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土城镇鸟瞰赤水河。
雷远东 摄

三省联合工作专班成员在赤
水河流域调研。

完成起草后，专班成员高兴得
手挽手唱起了歌。

共同立法·兴奋 膏肥蟹更美

特别报道组渡赤水、攀大山、走乡村、
到企业、访机关

寻找赤水河两岸的见证者、上下游的
亲历者，采访共同立法的当事人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特别报道组
采访线路图

力图还原发生在

英雄河、美酒河、美景河的
那些难忘瞬间与精彩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