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宾副市长景世刚
沿江27个城市得分分工

沿江27个城市得分分工，不能一窝

哄。要多开些研讨会、合作会，现在我们

有新型的平板显示技术，如果不参加这个

会，就不了解合肥的京东方做得这么尖

端。上游的很多企业可以与下游的产业、

企业进行合作。这样的活动，不能一年开

一次会，也不能光是党政领导在这谈合

作，更多的应该是企业或产业间的合作。

铜陵市常务副市长江娅
推动铜陵实现跨江发展

作为安徽省面积最小的城市，铜陵也

寄望通过长江经济带建设契机，推动城市

产业转型和经济快速发展。

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铜陵一直寻求

转型升级。为此，铜陵将构筑长江中下游

地区的临港产业园，并启动江北港建设，

提升铜陵港口的航运能力。并适时进行

区划调整，让铜陵实现跨江发展。

攀枝花市政府副秘书长庞德
上游保护环境是重中之重

包括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和贵州

省北部地区的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是长

江经济带的生态屏障，生态比较脆弱，居

住人口多，保护环境是重中之重。如何兼

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是长

江经济带的一个重大命题。

需认真研究产业转移和承继的问题，

形成很好的产业分工，认真思考下游发达

城市如何加快推进上游最大的落后城市

的发展，在合作中帮助上游城市的发展。

岳阳市委副书记、市长盛荣华
到沿江城市旅游可一票制

在如今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不少

城市的旅游还是在上扬。“说明旅游的潜

力和空间还是很大的。”岳阳市委副书记、

市长盛荣华觉得，长江沿岸旅游资源丰

富，可以通过旅游战略联盟的方式推动互

联互通，“这是最可以做文章的。”

在旅游联盟上，盛荣华曾经探索过高

铁沿线和长江沿岸旅游城市的“牵手”，

“长江沿岸城市也可以实现一票制、一卡

通，在旅游上实现‘大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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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分组讨论中，泸州市市长

刘强介绍称，泸州港东出可衔接长江

中下游与东南亚，西进可通达四川、云

贵地区，北上可进西安，上欧亚大陆

桥，通中亚、西亚和欧洲，是长江“龙

尾”名副其实的黄金物流通道。

在谈到靠什么来加入长江经济带

时，刘强认为，对泸州来讲，首先是港

口优势，泸州港作为全国28个主要港

口之一，是长江上游拥有100万标箱

吞吐能力的综合性大港，也是四川省

最大的港口；其次是产业优势，泸州的

天然气化工、能源、工程机械以及白酒

产业等都有一定优势。

“这种开会的形势很好，共同提出

意见，一起商量解决。目前长江经济

带货运量达到世界第一，超过了密西

西比河，具有国际性质和品质的，今后

的发展，一定要走合奏之路，经济全球

化和一体化已经成为两大主旋律了。

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应该有具体的协调

机构，现在比较多的是开个会，不符合

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合作要求”。刘强

认为，沿江城市联席会上，更应该在基

础设施、新型化建设、发展经验上等各

方面资源共享，做到优势共享和互补，

携起手来，“每个市建立一个领导小

组，每一次开会都应该分专题研究，产

业分工，我觉得更重要”。

“我建议，成立一个紧密型的协调

组织，共同难题怎么破解，有益经验怎

么推广，好好地做一番工作”。刘强表

示，还要依赖专家学者的智慧，甚至还

可以邀请其他国外的专家学者，让他

们来建言献策，才可以客观地定位。

泸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强
长江经济带要走“合奏之路”

同饮一江水，长江流域的环境保护

和治理今后也成了 27 个成员城市的

“必修课”。昨日，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各

成员城市市长共同签署了《长江流域环

境联防联治合作协议》，今后27个城市

将携起手来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根据协议，各成员城市将加快推动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构建横贯东

西、辐射南北、通江达海、经济高效、生

态良好的区域新廊道，联手打造长江经

济带绿色生态走廊。

“探索设立区域性环境资源交易平

台，共同争取国家关于碳排放权、主要污

染物排污权、水权交易等试点。”相关负

责人介绍。

如今，有些城市被雾霾袭击，却因

为没有联防联治，不能有效抗击雾霾。

协议实施后，各成员城市将在大气

污染防治、地表水污染防治、地下水和

土壤生态修复等领域提升合作层次与

效益，共享科研成果，而一旦发生环境

污染事件，跨区域的应急联动机制将启

动，各成员城市将共同应对区域突发性

生态环境污染问题。

协议包括五项内容：
一是共同推进环境保护机制创新。探索

设立区域性环境资源交易平台，共同争取国

家关于碳排放权、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水权交

易等试点；建立流域上中下游生态补偿制度。

二是共同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组建环保产

业联盟，互相开放环保咨询服务和环保产业市场。

三是共同提升环保科技交流层次。在

大气污染防治、地表水污染防治、地下水和

土壤生态修复等领域提升合作层次与效益，

共享科研成果。

四是共建环境保护协调机制。建立健

全跨行政区的应急联动机制，环境纠纷调

处、仲裁和法律诉讼机制，共同应对区域突

发性生态环境污染问题。

五是建立合作协调机制。各市轮值，不定

期组织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重点问题；建

立专题工作小组，推动合作事项的落实。

市长们在签署合作协议

27个城市“牵手”保护长江

“今天，我们沿江27个市聚到一

起，共同的原因就是：‘长江’二字。”马

鞍山市副市长季翔在昨日的会议现场，

吟诵了900年前出自马鞍山的千古名

句：“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来

表达对“兄弟”城市们到来的欢迎。

长江经济带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

战略，意味着长江区域迎来发展的“黄

金期”。“马鞍山做好当‘早行人’的准

备，已定出了新的目标：打造长江经济

带节点城市，长江经济带的先进制造

业基地，长江中下游的航运中心”。季

翔谈及产业基础的优势，举例马钢公

司，“马钢公司为共和国的建设贡献出

很大力量，目前马钢有意收购一家国

外钢铁企业，如果成功，今后驰骋大江

南北的高铁车轮，有可能会被马鞍山

的新产品所取代，不再依赖进口了”。

此外，目前马鞍山正加快长江上

最后一个可供建设第四代港口的万吨

级深水港口——郑蒲港建设。马鞍山

市将依托郑蒲港通江达海的位置，建

立中部铁矿石供应基地。

季翔介绍，过去马鞍山一直想要转

型升级，但人才储备是不够的，今后需

要下大功夫，整合各方面的人力资源，

实现转型升级。“在此，最核心的思想是

加强合作，现在的发展条件下，港口发

展方面，沿江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市要建

设江海联姻中心，希望通过上游、中游、

下游的城市合作，不是去分享既有的蛋

糕，而是通过对国内国外市场的开拓，

将蛋糕做大，共同分享壮大的果实”。

据季翔透露，马鞍山长江水道的

拓展提升，沿江公路的提升，与南京空

港、合肥空港的联系，通用航空的基地

等建设，都是马鞍山将要去做的。合

肥、马鞍山、上海基本上是一个纬度，

可以直接建设高铁，经过马鞍山直达

上海，则整个皖江经济带铁路枢纽的

地位将能大大提升。

马鞍山市副市长季翔
打造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

市长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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