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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是依江而生的南京。悠悠江水
见证了南京的数度起伏，也哺育出这座

城市雄浑与婉约交融的独有气
质。曾经，城市背江发展，市民
近江不见江。如今城与江共
生，大江成为城市主轴，生
态文明滋养全城。

时间转到两年前的今
天。2020 年 11月 14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市主
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他强调，要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
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谱写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新篇章，打造区域协调发展
新样板，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塑
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绘就山水人城
和谐相融新画卷，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
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
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
展主力军。

两年过去，回头再看，充满活力的
“长江绿”已成为这座山环水抱之城的主
色调。与江共生，南京早就踏上了发力

“长江大保护”、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
漫漫征途。

敬畏自然鱼鸟回归

霜降过后，长江南京段的最上游，新
济洲国家湿地公园正忙着迎接“客人”，
第一批白琵鹭、小天鹅、斑嘴鸭、绿翅鸭
自西伯利亚和北欧等地跋涉千里而来，
与岛上的野牛、獐子等“原住民”开起了
派对。

此时，11月5日，《湿地公约》第十四
届缔约方大会在湖北武汉启幕。从这个
大会，更多人知道中国有很多城市和湿
地融为一体，生态宜居。

南京就是这“很多城市”中的一个。
新济洲，这个野趣十足的无人岛曾有近
4000人的常住人口。2000年11月，江
宁区政府对新济洲上住户实施“生态移
民”工程，人类退避三舍，新济洲渐成野
生动物的天堂。

每个工作日的清晨，90后讲解员张
皖宁从码头坐20分钟的轮渡来到岛上。
除了零星的工作人员，陪伴她的是岛上数
不清的小生灵。今年春天就有一批绿头
鸭“赖”在这里不愿走，一直“赖”到了夏
天。“它们‘贪图享受’，连迁徙途中的繁
衍大任都抛之脑后了。”张皖宁笑道。

新济洲湿地公园内的69个24小时
监测点记录下生物种类和数量的变化，
与2016年相比，新济洲湿地公园的维管
束植物由354种增加到556种，鸟类由
103种增加到208种。展览馆中的数字
大屏连接的是岛上的监测点，让人时刻
窥见野生动物的岁月静好：浅水边，灰白
色的苍鹭把脑袋缩进翅膀里，三三两两
地休憩；芦苇飘荡的滩涂上，十多头颜色
各异、膘肥体壮的“野牛”正埋首草地大
吃大嚼；一只白鹭栖息在河柳上，在橙黄
橘绿中格外引人注目。

20多年前的旧建筑物还在，唯有爬
满墙壁的藤蔓诉说着时光的变迁。张皖
宁喜欢抱着相机四处拍摄，偶尔会与一
只野猪大眼瞪小眼，也会看见小蛇旁若
无人地爬过路面，一粒坚果“啪”一声落
在脚边，抬头一看，树上站着一只上肢空

空的松鼠。
每当遇到这样的时刻，张皖宁就觉

得，自己做着一份全南京最幸福的工作。
人和野生动物亲密接触的美好体验

不只发生在荒无人烟的岛屿。在离城市
中心新街口不到10公里的中山码头，摄
影爱好者们常常三五成群，扛着“长枪短
炮”，捕捉江豚跃出水面的身姿。南京是
全国唯一一座能在城市中心看到野生江
豚出没的大城市。

南京市发改委长江办的工作人员介
绍，2014年，南京划出长江江豚省级自
然保护区，西起江宁区新生洲，东至南京
长江大桥，全长44.8公里，规划总面积
86.92平方公里。长江南京段观测到的
江豚数量已经由多年前的十几头增加至
五十几头。“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
夜还风。”唐代诗人许浑在《金陵怀古》中
将江豚与鸟类比作人类活动的晴雨表，
实际上，它们更是生态环境的晴雨表。

10月中旬，近千只斑嘴鸭、绿头鸭和
近百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琵鹭现身新
济洲湿地；10月下旬，四十多只小天鹅在
溧水石臼湖上翩翩起舞；11月上旬，鸬
鹚、白骨顶鸡等候鸟把玄武湖的人工浮
岛天鹅岛当作“客栈”和“食堂”……据统
计，南京地区现有鸟类243种，其中，国
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鸟类126种，占南京
市鸟类总数的51.85％。

在看不见的地方，伸向长江的每一
个排污口水质达标。湿地生机盎然的背
后，是南京达到千万级人口的规模却依
然保持着水环境全省最优，生态环境创
本世纪以来最好水平。

大江生机激发人的生机

沿着地铁二号线一路向西，出了最
末站鱼嘴站往前走不到一公里，南京鱼
嘴湿地公园出现在眼前。红白相间的灯
塔映衬在蓝天下，站在观景台上，南京大
胜关长江大桥似乎伸手可触，低头就是
滚滚江水。

对于来自安徽省马鞍山市的陈师傅
来说，这幅美景日日可见。他曾在马鞍山
市做汽车维修工，脏污的环境和长时间的
体力劳作让他不堪重负，机缘巧合他选择
跨省来到鱼嘴湿地公园的便利店工作。

“以前每天都是满手油污，现在每天
呼吸新鲜空气，看看江景，心情舒畅。”喜
欢在鱼嘴湿地工作的他，每日驱车往返
两小时跨省上班。

鱼嘴湿地公园位于长江、夹江、秦淮
新河三水交汇处，被称为“河西绿肺”。
在几年前，它还是一座油库，江滩油污遍
地，一片荒芜。如今，旧油库变成了白鹭
广场，油船接驳栈道变成了景观栈道，装
卸货物的码头变成了观江平台。

花香风自来，这几年，鱼嘴湿地公园
在社交平台上爆火，无数年轻人相约打
卡。便利店的文创产品“灯塔雪糕”持续

热销，陈师傅一人守着冰箱，忙不过来。
在斜对岸的浦口区桥林街道，曾有

一片“十里造船带”与鱼嘴荒滩默然对
望。桥林街道周营村党总支书记张芳是

“周营媳妇”，她还记得2006年刚嫁过来
时的村容：“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破败不堪的十里船厂连成一片，将长江
沿岸死死堵住，这里的村民是“临江不见
江，见江难近江”。

2018年6月，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
头看”，发现长江江豚保护区浦口段存在

“生态欠账”。浦口区下决心铁腕整治沿
岸棘手的散乱污企业。

58岁的杨忠华也是桥林街道周营村
人，他的家到江滩只需步行十分钟。十里
造船带摇身一变成为十里风光带后，杨忠
华一家日日去江边散步，孙子的小手常伸
到江里玩水，偶尔还能看见江豚。

杨忠华曾是桥林永华船业的维修
工，后来企业经营难以维系，他靠打零工
维生。现在，这位长江子民是地铁S3号
线林山站的维修工，环境更好，收入更
高。他告诉记者，从前的船厂工人有一
大半都在桥林街道工业园区和地铁S3
号线上工作。

做事仔细的留守妇女成了保洁员，
有手艺的壮年劳力去了生产车间，开水
泥预制小作坊的父子俩承包了降尘的洒
水车……曾经一身脏污，如今干净体
面。“大家日子都越过越好。”杨忠华说。

“这里有花，有草，还有水，随便拍张
照片都是风景……”11月10日下午，66
岁的骑行爱好者刘玉良穿上骑行服，戴
上头盔，顺着幕燕滨江风光带骑行。“我
每天都会来骑行1个小时，欣赏江边美
景，还能锻炼身体。”江水潺潺，绿地葱
郁，大江美景令人流连忘返，不少市民漫
步江边，观景、拍照。

“燕子矶不再是人们记忆中的老化
工基地喽！”刘玉良感叹道。

北邻长江，西枕幕府，资源禀赋带来
的优势让燕子矶与传统工业结缘，这里
化工、石油、电力、水泥等产业密集，在城
市形态上是“城郊接合部”，在产业发展
上是“重工业”。

早在十年前，栖霞区就把燕子矶地
区化工企业整治搬迁列为重点民生工
程。2011年，51家小化工企业全部关
停；2012年，66家化工企业全面停产；
2016年底，燕子矶片区按照“退城入园”
模式对辖区内工业企业全部实施“关停
并转搬”。真金白银，大刀阔斧，燕子矶
地区累计投入资金150亿元，至今已关
停、搬迁、拆除企业404家。

从工业老区迈向生态新城，燕子矶
地区开启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
的“蝶变之路”。按照最新规划成果，
18.8平方公里的燕子矶新城将以现代服
务业为发展方向，重点发展文化创意、总
部经济、休闲旅游等产业。随着一批商
贸综合体、区域总部、品质酒店相继落

地，同时教育、医疗、养老等优质资源接
连引入，居民生活品质正日渐提升，长江
岸线也越来越具烟火气。

呵护一条江改变一座城

每一滴流入长江的水都要能“过
关”。南京，这座唯一跨长江而治的古
都，几乎条条河流通长江，因为呵护一条
江必须将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局。

为水、为空气、为生态定价，高淳率
先行动。这座江南小城拥有“三山两水
五分田”的生态黄金比例，经过与南京大
学团队历时1年半的合作测算，2019年
高淳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约为1575.71
亿元，为当年全区GDP的3.4倍。2020
年，高淳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约为
1656.07亿元，较2019年增长5.1%。去
年6月，由高淳主导起草的《生态系统生
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作为南京
市地方标准正式发布实施。

行走在高淳的田园小道，道路整洁
干净，村居错落有致，墙绘美丽养眼。在
这片醉人的诗意中，清新的空气都有特
定的“价格标签”。有定价，便能金融赋
值，这俨然成为高淳开启生态价值转化
的“金钥匙”。

从机制到立法，生态文明已经开始
伴随南京发展的每一步。南京长江岸线
是长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
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早在
2018年，南京在全国率先制定了长江岸
线保护政府规章——《南京市长江岸线
保护办法》。10月24日，一段南京志愿
者拍摄到的江豚跃出水面的视频在短视
频平台上获得无数点赞。就在同一天，
由江苏省南京市、镇江市和安徽省马鞍
山市协同制定的《关于加强长江江豚保
护的决定》正式实施。本次协同立法是
南京都市圈首次跨省域协同立法，也是
全国首例对单一物种的流域性区域协同
保护立法。

长江，正成为新时代南京城市名片
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标识。

全长6397千米的长江造就了从巴
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熏染了
南京独特的城市气质，作为长江下游地
区唯一一个跨江发展的城市，传承弘扬
长江文化，天下文枢南京身负重任。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南京段建设正紧
锣密鼓。以幕燕滨江风光带、长江大桥、
下关大马路、渡江胜利纪念馆、浦口火车
站、龙江船厂、鱼嘴、新济洲等为关键

“点”，谋划建设南京（中国）长江文化博
物馆；以南京长江段97公里城市主轴、
魅力江岸，八卦洲大桥（二桥）至大胜关
大桥（三桥）35公里为中心“线”；条块结
合、统筹联动、共建共享，推动形成各具
特色、功能互补、产业融合的“面”。“点线
面”有机结合，加快构建多层次国家文化
公园功能体系。

少女拍照打卡的凤凰台上，李白曾留
下千古的凭吊；老人健身跳舞的宝船厂遗
址公园，筑造了郑和下西洋时九桅十二帆
的巨船；一路水杉相送的六合区龙袍街道
长江社区，曾有上千名知青以双手修堤筑
坝……长江在尘世中辗转千万年，无数人
沿途写下历史的注脚，其多姿多彩，支流
丰富，本身就是文化长河的完美印证。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拥江发
展，与江共生，南京探路数载，在新起点
乘风破浪再起航。

□ 陈雨薇 徐晋

初冬时节，登上幕府山远眺，依稀可见五公里外的长江大桥。

江面宽阔浩荡，南北货船来往不息。来自巴颜喀拉山下的涓涓细流

途经名山大川远道而来，一路向东，至南京地段，早已成奔腾之势。

这便是长江。

与江共生
改变一座城

南
京

一座城市的骄傲会在哪里？
GDP之后，人才已是评判城市的

重要指标。现在这个指标也许要加
上“鸟才”“鱼才”等等。就像我们需
要人才来为城市创造价值，我们迫切
需要万物生灵来创造和代表更为和
谐的城乡环境。

在城市中心，能看到成群的江豚
迎风披浪，这个在地球生存了2500万
年如今极度濒危的物种在南京保护
区已有数倍增长，这是南京的骄傲。

现代无人岛新济洲的鸟儿、飞到
石臼湖过冬的天鹅、老山里的秤锤树，
大批这样的珍稀物种，它们的家族从式
微走向壮大，这是一座现代都市的骄
傲。很快，我们就会意识到郊野的山里
又多了一种昆虫并不见得比城里又多
了一座摩天大楼来得逊色。

这座城市以铁腕推进长江大保
护，增加了更多的湿地，加速了物种
的回归。

长江，几乎可以说是南京最大的
骄傲和庇护。

大江冲刷出孕育人类文明的沃
土，南京依江而生，是至今仍吮吸着
乳汁的长江之子。

北靠长江天险，南依江南天下粮
仓，奠定了这座城池自古以来大都大
城的气象。

漫步在入冬的江边，一边是都市
灯火，一边是江波粼粼，绿树和建筑
一样繁茂林立，思绪飞扬。不只是物
种，多少文采风流尽在这江畔之都。
诗赋之都，书画之苑，世界文学之都，
无数名号，这里是真正天下文枢。
2500年历史，群星闪耀。

南京下关江岸，是明代航海家郑
和七下西洋造船和出航的基地，是中
国通向世界的命门。也是在这里，清
代大臣曾国藩登上了中国第一艘自
造的大型轮船。长江南京段，铭记着
屈辱，见证过抗争。开放、锐意，才是
这座城市的品格。

湿地，处于水陆交接处而物种丰富；
南京，处南北东西交汇点而文化丰饶。

丰饶南京，得之于江。

丰饶的源泉
□ 颜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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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爱鸟人”吴俊、李俊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