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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

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2018 年 4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

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为新时代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作出重要战略部署。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分工方案》，推动长江

经济带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切实增强推动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

紧迫性 

（一）推动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是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提出，

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强调要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

发展、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自身发

展和协同发展“五个关系”。农业农村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

重要内容，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求我们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

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构建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农村发展新格局，支持长江经济带探索出一

条生态优先和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协同推进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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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是促进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我国经济已由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坚持新发展理念，使长江

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推动长江经济带

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唱响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主旋律，

加快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大力推进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动力变革，有利于促进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推

进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建设，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实现生

态美、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三）推动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是解决长江经济带

农业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迫切需要。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

纲要》的实施，沿江省市农业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得到初步遏制。

同时我们也清醒看到，长江水生生物生存环境日趋恶化，生物多

样性指数持续下降，长江江豚、中华鲟等极度濒危，刀鲚、暗纹

东方鲀等重要渔业资源面临全面衰退；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

过量使用，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农田残膜等农业废弃物不合

理处置，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难度大。推进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绿

色发展，强化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严格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实



 - 3 - 

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

才能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短板。 

二、突出抓好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重点任务 

（四）强化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 

推进长江禁捕。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展禁捕试点，2018 年

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禁捕，到 2020 年实现长江干流及重要支流

全面禁捕。做好渔民退捕上岸后的转产转业及社会保障等工作。

在鄱阳湖、洞庭湖等通江湖泊和有关水域实行禁捕和特殊资源专

项管理相结合、组织化养护和合理利用相结合等符合水生生物保

护和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资源管理制度。 

拯救濒危物种。加快实施中华鲟、长江鲟、长江江豚等长江

珍稀水生生物拯救行动计划，建立完善的自然种群监测、评估与

预警体系。在三峡水库、长江故道、河口、近海等水域建设一批

中华鲟接力保种基地。制定中华鲟规模化增殖放流规划。在长江

中下游夹江、故道、水库、湖泊等水域建设一批长江江豚迁地保

护水域。支持有条件的科研单位和水族馆建设长江珍稀濒危物种

人工繁育和科普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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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修复。加强水生生物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

游通道等重要鱼类生境的保护和修复。开展基于水生生物需求的

生态调度，降低滞温效应、自然节律改变、气体过饱和等不利影

响。建立健全增殖放流管理机制。 

完善生态补偿。强化涉水工程过程监管和结果跟踪评估，开

展涉水工程普查和后评价工作。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扩大补偿范

围，提高补偿标准，制定生态修复方案。探索建立多元化保护工

作格局，设立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基金，鼓励企业和公众支持资助

长江水生生物保护事业。 

加强资源监测。开展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调查

评价，建立水生生物资源资产台账，定期向社会公众发布长江水

生生物及其关键栖息地状况。 

（五）深入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推进化肥减量增效。支持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实施化肥

使用量负增长行动，选择一批重点县（市）开展化肥减量增效示

范，加快技术集成创新，集中推广一批土壤改良、地力培肥、治

理修复和化肥减量增效技术模式，探索有效服务机制，在更高层

次上推进化肥减量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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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药减量增效。支持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实施农药

使用量负增长行动，建设一批病虫害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示

范基地、稻田综合种养示范基地，选择一批重点县开展果菜茶病

虫全程绿色防控试点，大力推广一批行之有效简便易行的绿色防

控技术，扩大绿色防控覆盖范围。推进统防统治减量，推行政府

购买服务等方式，扶持一批农作物病虫防治专业服务组织。推进

高效药械减量，示范推广高效药械、低毒低残留农药，引导农民

安全科学用药。 

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支持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在果菜

茶优势产区、核心产区和知名品牌生产基地，全面实施有机肥替

代化肥政策，集中打造一批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优质农产品生

产基地（园区），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组织

方式和技术模式。 

（六）促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完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制度体

系，推动完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用地政策、畜禽规模养殖场环

评制度、碳减排交易制度。落实《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

指南》，指导长江经济带合理布局畜禽养殖。在长江经济带畜牧

大县率先完成整县推进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推动形成畜禽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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