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红嘴鸥盘旋、有江畔小城的烟火气
和热闹，位于泸州市合江县的赤水河入江
口，来往、停留着许多船只……赤水河，是
长江上游唯一一条干流没有修建大坝，河
水可以自由流淌的一级支流。它发源于
云南，流经贵州，最终在四川注入长江。
2021年，云贵川三省人大常委会同步审议

通过了“关于加强赤水河流域共同保护的
决定”和三省各自的“赤水河流域保护条
例”，并于同年7月1日实施。

2021年10月至11月，为了解赤水河流
域的保护与开发现状，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从赤水之源开始，一路跋涉，渡赤
水、攀大山、走乡村，寻找见证者、亲历者，

采访和共同立法密切相关的当事人，还原
了与这条河流相关的瞬间与故事。

今年，“共同决定+条例”被写入全国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这意味着什么？流
域的保护将如何统筹进行？跨省生态环
境保护立法的意义何在？近日，记者带着
这些问题采访了相关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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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工作报告。“指导云贵川三省开展赤
水河流域保护共同立法”被写入报告。3
月11日，大会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的决定》，将协同立法写入法律。

“共同决定+条例”被全国人大常委
会提到了全新的高度，这意味着什么？
流域的保护将如何统筹进行？跨省生态
环境保护立法的意义何在？

“河流、地下水、土壤、森林……它们
就像人体的血管和肌肉，都是生命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上，
如果不从流域整体性和生态完整性出
发，就很难做到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和源
头治理。”3月30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副主任杨筠在接受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城乡统筹保护和发展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理念

“立法的过程往往是很艰辛的。在
拟定内容时，有很多细节的确认，都伴随
着长时间的商议过程，直到最后达成一
致。”杨筠告诉记者，从接到这一任务开
始，自己和同事们就投入到了紧张的立
法工作当中。“我记得很清楚的一次是
2021年5月10日拟定最后通稿时，在泸
州二郎镇，全国人大、三省人大的同志们
通力协作，一直干到了凌晨4点钟。”

城乡要统筹保护和发展。杨筠说，
市民的意识和城市基础设施上去了，农
村的也要相应提上去。目前对于流域的
保护，光控制干流不行，问题往往出在支
流上。如何破解这一问题？需要地方政
府着重发力。

为解决这样的问题，《四川省赤水河
流域保护条例》指出，合江县、叙永县和
古蔺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城镇以及赤水河
干流、主要支流沿岸的乡（镇）、村庄、居
民集中居住区，应当加强厕所改造；建设
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并保障其正
常运行，提高城乡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建
设生活垃圾收集、转运设施，推进城乡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杨筠说，赤水河流域保护共同立法
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这是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立法理念的生动写实。

在立法时，三省人大常委会对城乡
污水收集处理、垃圾集中处理及配套设
施建设运行作出了细化规定，对河道、岸
线、采砂等作出禁止性规定，将流域保护
与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相结
合……

“我们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
等立法工作全部流程、每个环节上下功
夫，全面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此，让
共同立法全方位体现宪法原则和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杨筠说。

强调系统性保护
为三省共同治理提供法治保障

河里的水从哪里来？也许来自降
雨，也许来自地下水。因此，地下水、土
壤，就相当于我们皮肤下面的血管和肌
肉，尽管肉眼难见，但不可否认的是，它
们都是有生命的。

在治理污染上，如果丢掉了系统性，
就有让污染留存更长时间、延续更广空
间的可能性。因此，共同立法更应被看

做是对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性保护。
杨筠说：“共同立法为保护赤水河流

域独特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加强赤
水河流域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
理，推动省级跨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共同治理提供了法治保障，构建了赤水
河流域共抓大保护的新格局。”

保护水的要义是什么？杨筠告诉记
者：两大核心，一是水质一是水量，“在共同
起草‘关于加强赤水河流域共同保护的决
定’时，我们就是围绕着这两点展开的。”

水量如何保证，水质又如何保障呢？
云贵川三省在“关于加强赤水河流

域共同保护的决定”中第一条就指出，三
省要坚持统筹协调、科学规划、创新驱
动、系统治理，全面开展立法、行政执法、
司法、普法、监督和规划、防治等领域的
协同配合，确保赤水河流域水资源有效
保护和合理利用、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水生态功能显著提升，全面协同推进赤
水河流域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同时，第十一
条规定，三省共同在赤水河流域实行最
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强化水资源刚
性约束，遵循节水优先、以水定需、量水
而行的原则，严格控制用水总量，全面提
高用水效率和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
率，并严格进行考核。

打造地方共同立法“样本”
协同立法再也不用摸着石头过河

“以前我常常思考，四川守护着长
江、黄河的上游，肩负着守护中华民族两

大血脉的责任，从我们立法服务工作者
的角度来看，怎么样才能尽到这一责任
呢？去年关于赤水河流域保护的‘共同
决定+条例’，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机
会。”杨筠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并全程指
导赤水河流域保护共同立法，按照云贵
川三省的共同商议，四川省人大积极牵
头探索赤水河流域保护共同立法，加强
与云南、贵州两省人大的沟通协调，共同
探索跨行政区域的全流域立法机制。

今年两会，“指导云贵川三省开展
赤水河流域保护共同立法”被写入全国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其后获得通过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又提
出，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设区的市、
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可以开展
协同立法。

杨筠用“很欣喜”来形容自己的心
情，“跨区域地方立法被写入工作报告，
这是之前没有过的，尤其是这一经验还

‘参与’到了《组织法》的修改中来。这实
现了创制性地方立法实践并上升到国家
立法层面进行制度设计肯定，为以后的
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我们因此也多了
一份责任和使命。协同立法再也不用摸
着石头过河了！”

杨筠告诉记者，在不久的未来，将会
有更多的协同立法诞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澜 伍勇

共同立法保护赤水河 从“探索”到“样本”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杨筠讲述三省协同立法的经历和重要意义

薄雾笼罩的合江县赤水河入江口（摄于2021年11月）。

赤水河一级支流古蔺河，河水清澈见底。

（上接02版）
丁仲礼对四川贯彻落实环境保护法

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四川
省委、省政府和各地各部门对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学习贯彻非常坚决，大力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明显。四川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一如既往地坚决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认识贯
彻实施好环境保护法的重要意义，坚持用
法律武器治理污染，用法治力量保护生态
环境。要坚定不移，久久为功，统筹推进
水、土壤、大气等污染防治综合能力建设，
突出依法治污、科学治污、精准治污，坚决
守住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

刚性底线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
查找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短板和不足，切
实筑牢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基础，围绕法
律实施建立更加完备的责任体系，不断强
化执法体系建设，严厉打击有关违法犯罪
行为。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持之以恒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切实
筑牢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奋力谱

写美丽中国大美四川新篇章。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吕彩霞、张守攻，全国人大环境
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翁孟勇，全国人
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高红
卫，全国人大代表杨晓雪参加执法检查。

省领导王宁、杨洪波、陈炜、赵振铣
等参加有关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