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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饮一江水

保护长江，不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除了上述提及流域内各地相关部门执法能力存在差异，更

重要的是，长江流域不同地区本身自然环境也相去甚远，这同样

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要加强协同联动，强化山水林田湖

草等各种生态要素的协同治理，推动上中下游地区的互动协作。

“长江跨度非常广，从青海的唐古拉山一直到上海的入海

口，这沿岸涉及不同地区与生态环境。既有高原峡谷，又有丘陵

平原，局部差异非常大。此外，对河流来说，不仅仅有水和水生

物之间的考量，还要考虑两岸生态以及人类活动。所以，对于长

江流域的生态保护与治理，很难以偏概全。这意味着不宜‘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彼此协作联动。”唐议告诉《新民周刊》。

此外，眼下对于长江生态的保护，已不再停留于单纯的保

护层面。在保护的基础上，更要以此创造价值，“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在最新的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还提到，要加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保护修

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让破坏生态环境付出相应代价。

破坏生态，需要为此付出代价，譬如法律的严惩，这很容

易理解。那么“合理回报”主要指什么？在采访中，唐议以长

江渔业为例对此进行了解释。“渔民平常捕捞长江鱼，其实是

一个争议性问题。因为有观点认为长江鱼属于人们共有，现在

渔民将它们变现，而又不付出成本。但实际上，这是有成本的。

按照学界观点，各种鱼类就是非显性的自然资源，现在通过生

态治理和保护，慢慢恢复了这些自然资源，对人类也是一种回报。

换句话说，以往潜在的生态产品价值，由此转化为现实的显性

经济价值，比如长江流域各地的旅游业发展。”

唐议提到，在欧美国家，很多人热爱钓鱼，也有专门为这

些爱好者服务的休闲运动渔业，其本身产值比传统渔业还要高。

这便可以被视作保护生态以获得合理回报的生动案例。

此外，长江十年禁渔，更大意义在于对鱼类基因库的保护。

人工养殖鱼类在经过多代繁衍后，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遗传多样

性退化，需要补充优质的野生亲鱼改善种群，而长江正是鱼类

的天然种质资源库。因此，对长江鱼群的保护，从侧面而言也

是对整个中国渔业的保护，势必在未来更好地带动人工养殖业

发展，创造更多回报。从这一层面看，渔民表面上是利益受损方，

但从长远看，他们受益无穷。

不过，世界上很多事情在做之前，人们并不知道究竟会得

到怎样的回报。但是就像很多工作不能全然以成败论英雄，眼

下这些看上去“没有结果”的事情，也许就会在未来造福我们，

或者我们的后代。

回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的问题上，前人的功过是非在如今禁

渔大幕拉开之时，似乎已无太多深究的必要。我们更应关注的是，

这场“持久战”，究竟能持续多久，以及每个阶段的具体效果。

对于保护这条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超过 1 亿年的母亲河，

国人的眼光应该更长远一点。在过去，有着众多描绘长江水生

物的精彩记录，比如“千斤腊子万斤象”，指的便是中华鲟与

白鲟；“江豚吹浪立，沙鸟得鱼闲”，告诉人们江豚曾经并不

罕见。包括禁渔在内的一系列举措，不再是一般意义的保护，

而是面向未来进行一番痛定思痛的补救。摆脱“无鱼”之困，

只是第一步。希望在将来，那些鸢飞鱼跃的美好画面，能够时

常再现于这片中华儿女世代生活的水域。

候鸟在位于鄱阳湖畔的五星农场境内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