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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讯】3 月 29 日， 江 苏 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听
取省政府关于 2021 年度全省环境状
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
这份全省环保“年度答卷”显示，江
苏首次以省域为单位达到中国空气质
量二级标准，PM2.5 浓度实现“八连
降”，在去年基础上全省环境质量再
创新世纪最好水平。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天琦代
表省政府报告去年全省环境状况和环
保目标完成情况。据报告，去年江
苏环境空气状况持续好转，PM2.5、
PM10、二氧化硫、一氧化碳、臭氧
浓 度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13.2%、3.4%、
12.5%、9.1% 和 0.6%， 二 氧 化 氮
同 比 持 平。“ 其 中 PM2.5 浓 度 实 现

2013 年以来‘八连降’，首次以省
域为单位达到中国空气质量二级标
准。”王天琦说，去年江苏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率达 82.4%，同比上升 1.8
个百分点。全省酸雨平均发生率为
5.3%，同比下降 8.7 个百分点，降水
酸度和酸雨酸度均有所减弱。

国考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
例提高 26.5%，长江干流江苏段水质
总体保持Ⅱ类，太湖治理连续 14 年
实现饮用水安全和不发生大面积湖泛
“两个确保”……去年江苏省水环境
状况进一步改善。王天琦介绍，去年
江苏省 210 个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
优Ⅲ比例为 87.1%，同比上升 3.8 个
百分点；655 个省考断面优Ⅲ比例为
92.4%，完成 89% 省定工作目标。太

湖湖体水质稳定在Ⅳ类，总磷、总氮
浓度同比分别下降 22.7%、13.4%，
均达近十年同期最优。长江干流江
苏段水质总体保持Ⅱ类，115 个长江
支流断面优Ⅲ比例达 98.3%，无劣Ⅴ
类断面。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 22 个
断 面 水 质 优 Ⅲ 比 例 为 81.8%。 主 要
入海河流国考断面水质优Ⅲ比例为
87.5%，同比上升 15.6 个百分点。同
时，江苏省近岸海域海水水质优良面
积比例大幅上升 41.1 个百分点，为
87.4%；劣Ⅳ类面积比例为 1.7%，同
比下降 7.9 个百分点。

“太湖流域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
基础点监测显示，江苏区域土壤环境
质量总体较好，95.2% 的点位污染物
含量低于风险筛选值，超风险筛选值

点位比例为 4.8%，但均未超过风险
管制值。”王天琦也坦承，局部地区
土壤存在一定程度的重金属和有机污
染。另据报告，江苏省声环境状况保
持稳定。

报 告 指 出， 去 年 江 苏 省 各 设 区
市生态环境状况等级均为“良”。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城建委初审
报告认为，在全省经济总量去年迈
上 11 万亿元大台阶、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 8.6% 的情况下，中国下达的环
境质量、主要污染物减排等 9 项约
束性指标均超额完成，全省环境质
量创新世纪最好水平，人民群众生
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江
苏“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实现良
好开局。                       陈月飞

4 月 5 日，小朋友在句容市
白兔镇伏热花海游玩。 

 钟学满 摄

江苏空气质量首次全域达到中国二级标准

春和景明儿童乐

“江苏澜湄日”2022 年
“汉语桥”项目在宁启动
【本报讯】4 月 2 日，“中医

走进澜湄  共促人才培养——江
苏 澜 湄 日 ”2022 年“ 汉 语 桥 ”
线 上 交 流 项 目 在 南 京 启 动。 启
动 仪 式 由 江 苏 省 人 民 政 府 外 事
办 公 室、 南 京 中 医 药 大 学 共 同
举 办， 江 苏 省 政 协 副 主 席、 南
京 中 医 药 大 学 校 长 胡 刚 出 席 活
动并致辞。

“江苏澜湄日”是深化江苏与
湄公河国家交流的重要纽带。“汉
语桥”项目由中国教育部中外语
言交流合作中心发起，致力于国
际中文教育的推广。为组织好本

次“汉语桥”项目，南京中医药
大学与泰国、越南合作院校进行
多次沟通，充分了解学员对项目
学习的期望。此次项目课程将采
用直播、录播、云端参观、虚拟
仿真体验等授课形式，由长期从
事留学生汉语、中医文化、针灸
推拿及中医功法教学的专家授课。
211 名学员将在近 4 周的学习中，
完成汉语、中医汉语、中医文化
和中医特色课程。

启动仪式在泰国皇太后大学、
越南传统医药大学设置分会场。 

 卫鑫   付岩岩

江苏印发三年行动计划

建设沿海地区
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

【本报讯】 江 苏 省 交 通 运
输厅与江苏省发展改革委近日
联合印发《江苏沿海地区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2022-2024 年 ）》， 提 出
110 余项（类）重点建设项目和
若干高质量发展任务，为未来 3
年沿海地区交通发展提供了清
晰路径。

计划紧扣“港”和“路”两
个重点，明确到 2024 年，沿海
地区初步建成“海港领航、陆
海统筹、江海联动、双向开放、
生态绿色”的现代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加快形成“一国际枢
纽海港、一出海口、一门户”
海港格局体系。

江苏力争通过三年努力，基
本实现 5 万吨级及以上进港航道
通达沿海所有港区，实现 30 万
吨级进港航道通达连云港港连
云、徐圩港区。逐步形成 30 万 -40
万 吨 级 为 引 领、10 万 -15 万 吨
级码头为主力的沿海码头集群，
连云港港国际枢纽海港功能显著
提升，通州湾新出海口实现起步
运营，盐城港淮河生态经济出海
门户功能进一步提升。

计划明确，着力补齐东西横
向交通基础设施短板，强化南北
纵向交通设施配置。到 2024 年
开工建设高铁 110 公里，县级节
点和重点港区高速公路覆盖能力
进一步提升，累计建成千吨级疏
港航道 4 条。

 梅剑飞  田墨池

4 月 4 日，在建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常泰长江大桥北主塔下横
梁首个“L”型区域浇筑完成，标志着大桥两座主塔均进入下横梁浇筑施工阶段。
图为中交二航局工人在进行浇筑施工（无人机照片）。  汤德宏  刘洋森 摄

扬子晚报推出专题纪录片

走进美国人老包、南京人老朱“追江豚”的故事

PM2.5 浓度实现“八连降”，“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开局良好

长江江豚是中国特有的古老物种，
它们聪慧活泼，是南京人心中的“微
笑天使”。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以来，
江豚种群从濒危中逐步恢复，越来越
频繁地跃出水面，吸引众多摄影爱好
者用镜头追逐“微笑天使”们的身影。

近期，扬子晚报推出专题纪录片
《追江豚》。我们跟踪聚焦美国人老包、

南京人老朱两位摄影爱好者在南京江
边“追江豚”的故事，探究人们对生
态文明跨越国界的共同追求。

来自美国的包瑞德是南京晓庄学
院一名英语教师，2017 年他在南京
下关江边第一次亲眼见到江豚。“当
时从家里出来散步，从秦淮河走到长
江边的红云桥，就看到有生物在江面
中跃出，身边人一看都惊呼‘啊，江
豚！’”从此，江豚让包瑞德“一见
钟情”。

包瑞德初见江豚的那一年，南京
摄影爱好者朱明雪已经在江边守了三
年。“为何要‘守’？因为当时江豚

数量濒危，很难拍到。”朱明雪告诉
记者，自退休后他就天天在江边转悠，
拍摄江豚，到现在已经坚持了 8 年。
最初，朱明雪在江边等上一个星期甚
至一个月，都看不到有江豚跃出水面。
“有时拍到的江豚，甚至能看到尾巴
和躯干上的伤痕，这明显是船舶螺旋
桨和非法捕捞造成的。”

贯彻实施长江大保护战略，2021
年 1 月 1 日起长江启动实施十年禁渔。
如今江面上的渔船没有了，同时各方
还联手严厉打击江边及通江河道的非
法捕捞，长江的渔业资源逐步恢复，
也为长江江豚的保护创造了良好条
件。

“江豚不会饿肚子了，也没有大
小渔船的伤害，噪音也少了，种群数
量明显恢复。”朱明雪告诉记者，仅
从他自己拍摄江豚时所观察到的，从
2021 年 10 月开始，江豚出现的数量
次数，可能比他之前 7 年所发现的总
和还多。如今，在南京的长江边，稍

稍守候一会儿，就能看到江豚一只或
大小三五成群从江面上跃出。

“嗯，来了！”双手抱着相机与
三脚架，双眼认真地盯着江面，每当
有江豚跃出水面，包瑞德就会立即按
下快门，还满意地嘀咕着。“这种生
物真的太奇妙了，它们生活在淡水中，
用声波寻找食物，怎么会这么聪明！”
包瑞德告诉记者，一位朋友曾从美国
来南京，自己就带着他一起到下关的
发电厂看江豚，当亲眼看到江豚跃出
江面时，朋友也是“哇”“哇”“哇”
的连连惊呼。

“现在我在江边待一天都没问题，
都是享受观察江豚的过程，捕捉下它
们最自然的状态。”包瑞德说，在南
京这样一座大都市，市民能够在城市
里近在咫尺地看到江豚等珍稀野生动
物，而江豚也能够和人们共生，这在
世界上其他地方是不容易看到的。平
日在学校里，包瑞德也会和学生们分
享自己所拍摄的江豚等野生动物的摄

影作品，希望更多年轻人关注生态保
护，保护好生态南京的山水城林，保
护好人与动物的共同家园。

在南京长江边，像老包、老朱一
样“追江豚”的人还有很多。江豚时
而潜入水中，时而跃出江面，向“追
求者”们报以天使般的微笑。

 题图：包瑞德用镜头追逐“微笑
天使”——江豚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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