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护好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也是守护好中华文明摇篮的必然要求。
四川地处长江上游，要增强大局意识，牢固树立上游意识，坚定不移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
针，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守护好这一江清水。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宜宾视察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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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宜宾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大队长刘海的电脑上，有一张长江流域图，
密密麻麻地布满蓝色“亮点”标记。实际上，
地图上的每一个“亮点”都是一个入江排污
口。宜宾段，足足有655个。这不仅是宜宾
第一张长江排污口“精确地图”，也是长江第
一次拥有自己的排污口精确统计。

“今年，我们将完成长江主干流所有排污
口的整治工作。”宜宾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宜宾有“三江九河”，现在“三江”的排
污口已尽在掌握，正在将排查溯源的触角延
伸到“九河”。

一张精确地图
一头连着江水，一头连着人类社会污染

源，排污口是一道不得不守的“闸门”。然而，
长江有多少排污口？坐标在哪？排放水质情
况如何？这些问题在2019年之前，没有人知
道准确答案。

“现在，我可以给你一个准确答案。”5月
8日，站在凤凰溪入江排口，宜宾市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谷万洪说，217公里
长的长江干流宜宾段，已经基本摸清了排污
口底数，655个。

时间回到2019年，生态环境部首次启动
长江入河排污口现场排查。排查数据惊人：
整个长江流域，排查出入河排污口6万多个，
是之前掌握数据的30倍之多。而在长江宜
宾段，当时通过卫星遥感等手段侦测发现有
744个排污口。

“我们之前对排污口没有全面的认识。”
谷万洪说，排污口系统管理是一项全新的工
作，排查是摸着石头过河。首先，通过卫星、
无人机探测等技术，初步在地图上找到这些
排污口。然后，再人工徒步实地勘察，不放过
任何一个口子。“我们一般需要顺着排污口往
上游徒步2公里左右溯源，这是最基本的距
离。”谷万洪估算了一下，700多个排污口，至
少徒步了1000公里。

通过这些年的系统排查、溯源和整治，目
前，宜宾将长江主干流的排污口动态核减至
655个。“你看，这个排污口就没有了！”谷万
洪打开“宜宾长江入河排污口管理台账”，指
着“宜宾市翠屏区锁江石生活污水入河排污
口3”说，该排口通过溯源，立行立改进行整
治，拆除了该排污口，生态环境部审核通过，
在系统上进行了核减。

同时，系统还记录了每一个排污口的经
纬度、排口名称、排口位置、所属水系、排口来
源、溯源描述、监测水质……密密麻麻的信
息，绘制形成了一个个长江排污口独有的身
份证。

一次“舍近求远”的改道
“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谷万洪说，

虽然排污口数量是动态变化的，但长江主干
道上的655个排污口只减不增。

宜宾市南岸污水处理厂作为宜宾市内第
一座城市污水处理厂，承接着南岸片区和老
城区部分区域的生活污水处理任务，日处理
污水10万吨，服务近40万人。

“原来的排污管道只需约100米，现在绕
道超过3公里。”宜宾北控水务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魏小平指着长江主干流上的一处废弃排
污口说，该厂就在长江边上，原来的排污管道
直接接入江中，将处理后的废水排入长江。
后来鉴于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的保护需要，他们对排污口进行了迁
建。

“这是一次典型‘舍近求远’的改道。”魏
小平说，新排污口位于凤凰溪入江口上游3.2
公里。为了这次改道，他们不仅增加了超过3
公里的管线，还修建了一个水泵站，花费了近
5000万元。通过这根管道，达标污水先排入
凤凰溪，经过凤凰溪的进一步生态净化后排
入长江，也间接增加了凤凰溪的生态补水。

与此同时，该厂的污水排放标准进一步
提高，通过A2O工艺处理从GB18918-2002
一级A水质标准提高到到四川省岷江沱江流标准提高到到四川省岷江沱江流
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高于国家标准高于国家标准。“。“不能不能
只看眼前利益只看眼前利益，，这要算生态账这要算生态账。”。”魏小平认为魏小平认为，，
宜宾处于长江上游宜宾处于长江上游，，沿江企业要有沿江企业要有““上游担上游担
当当”，”，污水处理厂必须把好生态关污水处理厂必须把好生态关。。

过去近40年里，长江鲟的保护，
从禁捕、列保、人工繁殖、放流，再到
今年自然产卵，它们的族群同长江生
态一样，都经历了显著的改善之旅。

6月 6日是第九个“全国放鱼
日”。当天上午，超过112万尾长江上
游珍稀特有鱼类在宜宾被放归金沙
江，其中长江鲟就有71万余尾，为我
国最大规模的长江鲟放流活动。长
江鲟又名沙腊子、达氏鲟，主要分布
于长江上游干流及其各大支流中，被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为极危级保护
物种，也是长江鱼类资源保护的旗舰
物种之一。

看着远去的“鲟宝宝”身影，四川
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的“育儿
师”们恋恋不舍，“愿早日在长江里，
见到它们自然成长、繁育的样子。”

6月5日，在位于宜宾市长宁县的
农业农村部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
保护基地，一条长江鲟沿着缸边游
动，见人上前，它不时冒头、摆动尾
巴。

为了保护这些长江“原住民”，四
川从上世纪便开始了努力。1993年，
宜宾珍稀水生动物研究所成立；1997
年前后，该研究所收集到近百尾野生
长江鲟幼鱼，至今仍有18尾长江鲟原
种存活，占全国长江鲟原种数量的
90%以上。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
副所长周波表示，“从首次成功实现
长江鲟的内塘人工繁殖，到繁殖数量
的不断突破，再到如今四川农科院水
产所具备年产100万尾以上长江鲟苗
种的能力，是研究者、保护者以及社
会各界的努力，是政府对长江生态的
重视，才换来不断向好的变化。”

“长江鲟幼体和成年体对水质没
有特别要求，并不是只有长江水才能
成长、繁育。但刚出生的长江鲟‘宝
宝’非常脆弱，需要精心呵护，需要给
它们喂水蚯蚓来增加营养，促进生
长。”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
养殖与设施渔业研究中心主任赖见
生表示，在四川，除了长江畔的宜宾，
成都也建有这样的“育儿房”，既能进
行繁育，也能进行科学研究。

不断突破

“从首次成功实现长江鲟的
内塘人工繁殖，到繁殖数量的不
断突破，再到如今四川农科院水
产所具备年产100万尾以上长江
鲟苗种的能力，是研究者、保护
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努力，是政府
对长江生态的重视，才换来不断
向好的变化。”

362天长江Ⅱ类水质背后

655个排污口 只减不增

鲟回长江

“从2007年首次对长江鲟进行放流
后，此后十余年间，增殖放流工作在长
江中不断进行，每年的大量增殖放流，
主要为了长江鲟的野生种群恢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博 摄影报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秋凤秦怡周彬

从“育儿房”到放流长江

10万尾“长江鲟宝宝”的归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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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四川加强
长江流域水环境治理
和生态修复，全面落实
河（湖）长制，编制完成
省级12个重要河湖岸
线保护与利用规划，常
态规范化清理整治河
湖“四乱”问题5000余
个；全省共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2.5万平方公
里。

按照长江入河排
污口整治行动方案要
求，2025年底前，有关
城市要基本完成入河
排污口整治。“宜宾长
江干流段将在2023年
底完成整治。”宜宾市
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2019年启动
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
整治工作后，经评估其
中155个排污口需要
整治，2022年已完成
整治127个，完成率为
82%，剩余28个长江
入河排污口2023年底
将全部完成。

（二）

四川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早在上世纪
80年代，就开始开展长江鲟等长江上游珍稀
鱼类遗传育种、资源保护和养殖技术研究等
工作，对野外种群的重建起到了积极作用。

资料显示，2019年-2020年“长江渔业
资源与环境调查”专项项目组在长江上游
开展了两次长江鲟自然繁殖专项调查，调
查结果表明，增殖放流的长江鲟个体在放
流后主要集中于宜宾三江口以上江段，部
分放流个体已观测到摄食，能较好地适应
放流后的水域环境。

除了人工培育技术的进步，近年来随着长
江保护持续深入推进和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实
施，自然种群衰退趋势得到有效遏制，长江的
生态环境也在不断修复。

“经过多年努力，尤其是长江禁捕后，

保护效果很明显。”周波说，长江鲟主要生
活在宜宾到泸州江段，禁捕前一天只能监
测到几尾，现在一天可以监测到几十尾，最
多的时候可以达到上百尾，“市民偶尔在江
边也能看到。”

今年3月，“长江鲟野化繁殖实验”取得
突破性成果，此前被宣布“野外灭绝”的长
江鲟在长江天然水域实现自然产卵，跨出
了恢复野外种群的关键一步。这也是时隔
23年后，长江鲟在长江天然水域首次实现
自然产卵。

看到不断向好发展的趋势，对于长江
鲟的野外种群恢复，周波充满了信心，“一
方面人工繁育技术比较成熟，每年培育100
万尾可供放流的长江鲟也没问题；另一方
面还要归功于对长江生态环境的保护。”

此次“全国放鱼日”增殖放流活动，
除了长江公园主会场，还设置了翠屏
区、南溪区、江安县、珙县分会场。本次
活动多地放流鱼类苗种共112万尾。长
江鲟是此次放流的主要品种，共计放流
71 万余尾，其中 65.3 万尾由三峡集团提
供，此次大规模的长江鲟放流活动，是
长江鲟自然种群重建领域取得的又一
标志性进展。

“本次放流鱼苗都是适宜本地生长、
有助于生态安全的珍稀鱼类，且经县级以
上水生动物疫病防疫检疫机构检疫合
格。”宜宾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鱼苗体质健壮，性状优良，符合放流条件，
放流后不会对长江水域水生生物构成安
全风险。

“其中放流的400多尾成年长江鲟和
10万尾“鲟宝宝”，是我们研究所培育的。”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工作人员杨
飞介绍，鱼苗是今年3月繁育的，“鲟宝宝”2
个多月时间体长就达到了5至10厘米，到
今年底“鲟宝宝”体重可以达到0.5公斤，明
年底就会达到2公斤至2.5公斤。

对于这批精选放流的长江鲟，科研人
员还给它们打上了电子标签，方便放归后
对其进行记录、监测。“从2007年首次对
长江鲟进行放流后，此后十余年间，增殖
放流工作在长江中不断进行，每年的大量
增殖放流，主要为了长江鲟的野生种群恢
复。”杨飞说。

种群恢复

“一方面人工繁育技术比较成熟，每年培育100万尾可供放流的长江鲟也没问题；另
一方面还要归功于对长江生态环境的保护。”

6月5日，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工作人员打捞长江鲟亲本。

6月6日，超过112万尾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在宜宾市被放归金沙江。

2022年，宜宾域内长江干流Ⅱ类水质达362天，较2021年增加10天，水
环境质量持续提升。362天的背后，排污口是一道“闸门”，守住了这道“闸
门”，就守住了长江生态的第一道关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