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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解放日报记者 孟雨涵

中国航海博物馆开馆以来一
级文物最多、珍贵文物占比最重、
参展单位最广的“江海共潮生：长
江与海洋文明·考古文物精品展”，
于2023年暑期正式开幕。该展览
由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上海市文化
和旅游局（上海市文物局）、长江流
域博物馆联盟、中国博协航海博物
馆专委会担任指导单位，全国13
省市41家博物馆共同参展。

长江是泱泱中华的文明之源，
也是通达海域的黄金水道，谱写了

“江海共潮生”的华美乐章。此次
展览以长江和海洋文明相关的三
星堆遗址、马王堆汉墓、曾侯乙墓、
海昏侯墓、金沙遗址、朱然墓、隋炀
帝墓、“长江口二号”沉船等34项
重大考古发现为依托，实证新石器
时代至今“从长江走向海洋”的交
融历程，彰显长江对世界文明的卓
越贡献，为推动长江经济带与“一
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文化氛围。

展览展出精品文物180件，其
中一级文物64件，大量国宝级文
物首次来沪展出。“吴王夫差剑”和

“越王鹿郢剑”同台展出，国内仅存
的商代青铜象尊、三星堆遗址最具
特色的青铜人头像、永久禁止出国
（境）展览的朱然墓“季札挂剑图”
漆盘、《国家宝藏》第二季明星文物

“东汉制盐画像砖”、迄今发现最大
的铜鼓“广南羽人船纹铜鼓”等国
宝级文物重器荟萃一堂。

在江海交汇的上海举办此次
“长江与海洋文明”主题展览，既
是回顾长江串联江海之滨物质与
文化交流互动的辉煌历程；亦是
展望长江成为连接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纽带，肩负起畅通国内国际双
循环主动脉的全新历史使命。

此次展览的展期将延续至10
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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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记者 茅冠隽

大江东流，奔腾不息。6300多公
里的长江、200多万平方公里的长江
经济带，处处有好风光。入海口处的
崇明岛，更是其中一颗“风景这边独
好”的绿色明珠。

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
念的引领下，长江沿线各地持续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母亲河愈发生机盎
然。“东海瀛洲”崇明，多年来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借助建设“世界级生
态岛”的机遇，深入开展长江大保护，
筑牢长江门户生态屏障，让一江清水
奔流入海。

“微笑天使”背后的长江
大保护

“快看，是江猪！”4月7日上午9
时23分，上海崇明的渔政执法船途经
长江入海口庙港水闸南侧水域时，渔
政执法队员的一句话，将大家的目光
都汇集到了右侧江面上——那里，有
几头江豚正跳动嬉戏。

长江江豚，我国现存唯一淡水豚
类，因其微微上扬的嘴巴像是一直挂
着微笑，故被称为“微笑天使”。尽管
长得喜庆，但江豚的命运却岌岌可危，
数量极少，堪称“水中大熊猫”。

不过，近年来在崇明附近水域，
“微笑天使”时有出现。仅2022年，上
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监
测团队就在东风西沙水域及青草沙水
域累计监测到长江江豚15头次。

随着“长江十年禁渔”等长江大保
护战略的深入实施，长江江豚的生存
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由于饵料资源增
加、人类干扰减少，长江入海口的东风
西沙水域及青草沙水域已成较为成熟
的江豚栖息地。

今年初，农业农村部公布2022年
全流域长江江豚科考结果，目前长江
江豚种群数量为1200多头，这是有监
测记录以来长江江豚种群数量首次实
现止跌回升。江豚是反映长江生态的

“晴雨表”，从难觅踪迹到频频现身，这
是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取得显著成
效的鲜活缩影。

“十年禁渔”始于2021年，但上海
崇明的退捕禁捕工作早已展开。
2018年，崇明区研究部署渔船退捕工
作，2018年8月起停止办理长江渔船
证书证件，179艘长江捕捞渔船全部
退出长江水域生产，2018年底在全国
率先实现了全域退捕。

退捕之后，渔船、渔网怎么处置？
渔民的生计问题怎么办？崇明对179
艘长江捕捞渔船、7艘辅助渔船实行
100%拆解，给渔民发放补贴；捕捞网
具则100%回收销毁。早在2005年，
崇明区就将涉水渔民纳入小城镇社会
保险参保范围，解决了渔民保障问

题。同时，渔民也可按照农民建房政
策，由乡镇提供土地，集中解决住房。

崇明全域退捕后，在长江入海口
平静的水面之下，刀鱼、凤尾鱼、江豚、
白虾们，也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可以
静静休养生息。其中，刀鱼的故事最
为典型。

“江刀”，一种“江湖上充满传说”
的鱼类，鲜美、高价、稀少，素来被人津
津乐道。刀鱼年产量曾高达4000多
吨，但到2019年刀鱼禁捕前夕，年产
下降到不足百吨，一个渔村所有的船
全体出动，捕捞3天，只能捞上来寥寥
数条不到2两的小刀鱼。

“十年禁渔”之后，情况发生了变
化。此前，科研人员在长江入海口水
域开展了一次鱼类监测，一网下去，竟
捞上来18公斤刀鱼。

春江水暖鸭先知。“禁渔”“治渔”
的效果，那些往来于水面上的人们最
先知晓。

沈士林曾在崇明区农业农村委担
任执法大队大队长多年，专管渔政，以
前经常要在滩涂上、芦苇丛中和非法
捕捞者斗智斗勇，“这两年开着渔政船
出去巡航，经常能看到江豚，多的时候
有四五头，以前很少见到！昔日稀客
成今日常客，说明长江崇明段水域生
态环境逐步好转。”

理念之变带来环境之变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随
着一场场生态保护攻坚战接连打响，
长江沿线省市发展理念深刻嬗变。在
崇明，人们逐渐意识到，随着科学技术
不断进步，人类生活和环境保护将不
再成为一对直接矛盾，“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绝不只是口号，而是现代化发
展的必由之路。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
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发展
产业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受能
力，我们不能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
代价换取产业发展。”崇明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以此理念为引领，一个个美
丽蜕变正在崇明竞相上演。

崇明岛东部，陈家镇奚家港水闸
桥附近，雄伟的环岛大堤一眼望不到
头。堤坝之外，一片绿草丛生的滩涂
颇为显眼。“这片绿色的滩涂，以前是
灰色的：有厂房，有水泥筒仓，有砂石
堆场，还有混凝土搅拌站。我们和其
他部门费了好大力气，才把相关建筑
公司清退，腾出了40多亩土地，让滩
涂恢复了它本来的模样。”34岁的崇
明法院法官贺宇红说。

从崇明区竖新镇油桥村村委会出
发一路往南，行不多时眼前忽然开阔，
已抵达长江堤岸。极目远眺，茫茫滩
涂一望无际，目力尽处可见孤帆远影，
江风吹过甚是清爽。在长江大保护的
背景下，竖新镇彻底清退取缔了该区

域沿岸线1800多米滩涂内的非法养
殖、违法建筑和灰物堆场，推动长江沿
岸褪去烟尘，抖落灰土，恢复原貌。

鸥鸟翔集的滩涂，只是崇明生态
环境变化的一个侧面。近年来，崇明
的生态有了全方位的变化。

水，更清了。崇明河网密布，岛内
大小河道有17000多条，千百年来，
江河湖水滋润着万亩良田和岛上居
民。近年来，崇明先后建成海塘165
公里，启动建设水闸14座，整治骨干
河道 66 公里，完成中小河道轮疏
8000多条，实现碧水常清。

地，更绿了。随着大面积“泼绿”
工程的实施，崇明森林覆盖率不断提
升。有记录显示，2003年崇明森林覆
盖率仅为16.8%，到如今已超过30%，
占上海全市森林总面积的近1/3，是
名副其实的“上海绿肺”。

天，更蓝了。去年，崇明区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8.7%，是全市空
气最好的地区之一。在崇明，大风车、
光伏板代替了高高的烟囱，目前崇明
全区用电量中，光伏等清洁能源所占
比例超过31%，这意味着崇明人每用
3度电，就有1度是“绿电”。

在崇明区横沙乡富民村的稻田
中，27岁的长江口碳中和实验室研究
员李金敏俯身将一株水稻连根拔起，
小心翼翼地将根须捋齐后装入自封
袋。收集完备后，他带着水稻样本回
到位于民东路188号的“横沙岛长江
口碳中和实验室”。在那里，水稻会被
拆解，随后开展一系列关于水稻碳汇
功能的测定实验。

早在2021年3月，上海市生态环境
局就与崇明区政府签署了共建世界级
生态岛“碳中和”示范区合作框架协议，
崇明、长兴、横沙三岛，将分别打造成碳
中和岛、低碳岛和零碳岛。如今，一批
先行先试的“碳路者”已开始在崇明扎
实布局，做足准备抢占“双碳”新赛道。

“世界级生态岛”与长江
大保护不谋而合

崇者，高也；明者，净也。万余里长
江从唐古拉山脉浩浩荡荡奔流而下，注
入东海前流速放缓，在太平洋西岸造就
了崇明这方高出水面的净土。近年来，
崇明正大力推进建设“世界级生态岛”，
这一目标和长江大保护的宗旨不谋而
合，二者有共同的指向：生态文明。

绵延不绝的长江，以最古老和直
观的方式，向人们讲述着生态文明建
设的要义：发展要有可持续性，不能仅
仅注重事后污染控制和生态恢复，更
要注重源头发力、深层发力，探索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路径。

在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的建设
是一项没有先例可循的开创性事业，
人们敢为人先、接续奋斗，逐步探索出
一条生态、生产、生活融合发展的新
路，这全方位改变、重塑着人们的生活
方式和思维方式。

昔日捕鸟者，如今已成护鸟者。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鸟哨”传承人
金伟国，能将一只小小的竹哨吹出60
多种候鸟的叫声。他童年与鸟哨结
缘，青年时以捕鸟为生，如今成了崇明
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站的
鸟类管理员，吹鸟哨是为了协助保护
区科研人员进行候鸟环志工作，为跟
踪候鸟的迁徙路径提供帮助。

昔日渔船“船老大”，如今在渔政
执法船上工作。55岁的张红伟原来
是一名长江渔民，2018年退出捕捞、
渔船拆解后，凭着一身扎实的水文知
识，在崇明区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找
到新工作，如今隔三差五就随着渔政
执法船出去巡逻。

昔日的“刀鱼王”，如今竟然开始
“养鱼”了。彭海兵手下曾管理四五十
条捕鱼船，最近几年不仅不再贩刀鱼，还
参与了一个名叫“海洋牧场”的生态项
目，致力于修复滩涂生态系统，常带着大
学生、环保志愿者出海观测江豚踪迹、
记录相关数据，为保护江豚留下资料。

生态好是好，能否吃得饱？10多
年前，这是不少崇明人心中的疑惑，但
如今发生在崇明的种种案例已经证
明，好环境确实可以“当饭吃”。

2021年5月21日，第十届中国花
博会在上海崇明开幕，一朵“大地牡
丹”在崇明岛中北部怒放。这是一场
对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最新成果的全方
位展示，也将助推“东海瀛洲”崇明在
生态发展之路上迈出坚实一步，更是
上海展示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
城建设成果的绝好机遇。

借助花博会的东风，崇明区大力
发展以民宿经济为代表的乡村旅游产
业，羊肉、清水蟹、老白酒等极具特色
的地产农产品也进一步“出圈”，在更
大范围内有了市场影响力。有统计数
据显示，新零售企业中带有“崇明”标
识的农产品，较其他产品“增值”平均
可达20%——生态优势切实转化成
了品牌优势、产品优势、价格优势。

全球最大河口冲积岛崇明，本就
是由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粒粒沙子经万
里长江洗礼聚沙成岛；如果以长江作
为“花茎”，崇明就是汲取了充足养分
后绽放的一朵“鲜花”。如今，在长江
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
背景下，一幅和谐相融的生态新画卷
正在崇明徐徐铺展。

崇明岛上，戏水的黑脸琵琶鹭。 郭松 摄

展览现场。 解放日报记者 孟雨涵 摄

上海“世界级生态岛”
书写长江文明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