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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意见

青海、四川、西藏、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甘肃、陕
西、河南、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福建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厅（局、
委），上海组合港管委会办公室，各有关直属海事局，部长江航务管理局，部内各司
局：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
护法》，强化长江流域交通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长江流域
交通运输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提出以下意见。

一、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长江保护，就长江保护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长江保护法
是一部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重要法律。各级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海事管理机构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自觉主动做好长江保护法贯
彻实施工作，切实履行法定职责，着力推动长江流域交通运输绿色发展，积极推进交通
运输领域碳达峰碳中和，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当好先行。

二、完善交通规划管控，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一）加强规划衔接融合。积极参与长江流域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落实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做好规划的相互衔接。推动
交通基础设施统筹规划、协同建设，节约集约利用通道线位、岸线、土地、空域、水域
资源。（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部综合规划司、长江航务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加强禁限航区划定管理。会同农业农村等部门，制定水生生物重要栖息地禁
止航行区域和限制航行区域划定工作程序、机制。按规定组织科学划定禁限航区域，明
确管理要求，及时对外公告，并依法加强禁限航区域交通管制。（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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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直属海事局，部海事局、长江航务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强化岸线管理。参与制定河湖岸线保护规划和河湖岸线修复规范相关工作。
严格管控长江干线港口岸线资源，促进港口岸线合理高效利用。优先保障安全绿色港口
发展岸线，持续巩固非法码头整治成效，坚决防止非法码头反弹。（各省级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部综合规划司、水运局、海事局、长江航务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加快建设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

（四）构建长江流域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强统筹融合，建设东西畅通、南北辐
射、有效覆盖、立体互联的长江经济带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依托长江黄金水道，
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全面推进长江干线航道系统治理，统筹推进支流航道建设，推
进三峡枢纽水运新通道前期研究工作，推动疏解三峡枢纽瓶颈制约，提升长江航运服务
能力。加快内河主要港口建设，积极推动铁路直通集装箱、大宗干散货规模化港区，完
善港口集疏运体系，打造综合货运枢纽。（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部综合规划司、
公路局、水运局、运输服务司、长江航务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持续优化运输结构。巩固推进运输结构调整成果，进一步推进优化调整运输
结构，持续推进长江流域大宗货物中长距离运输向铁路、水路转移。推进内河集装箱等
专业化运输发展。大力发展铁水联运，加强联运信息共享，积极培育多式联运经营人。
研究拓展江海直达领域和范围，有序推进江海直达运输发展。（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部水运局、运输服务司、海事局、长江航务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规范建设利用，加强生态保护修复

（六）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影响论证。组织开展公路水运等重要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对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影响的第三方评估、分析、论证等工作。确需在生态保护红
线、自然保护地、水生生物重要栖息地水域实施航道整治工程的，应当经科学论证，并
依法办理相关手续。涉水交通工程对鱼类等水生生物洄游产生阻隔的，要结合实际采取
建设过鱼设施、增殖放流、灌江纳苗等措施，满足水生生物生态需求。（各省级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部综合规划司、公路局、水运局、长江航务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强化航道生态建设与保护。优先采用生态影响较小的整治技术与施工工艺，
积极推广生态友好型新材料、新结构在航道工程护岸中的应用，建设生态护岸、生态固
滩等，加大自然岸线保护力度。依托长江河道多部门采砂管理合作机制，加强联合执
法，严厉打击非法采砂和非法倾倒等破坏航道的行为，保护航道资源。（各省级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部长江航务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提高航道灾害防御能力。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水库除险加
固和运行管护工作的通知》，深入开展航运枢纽大坝除险加固专项行动。结合航道建
设、养护基础资料，持续开展三峡库区、坝下中游航道及重要支流航道泥沙观测，并加
强与水利部门河道泥沙、河势观测信息共享。（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部长江航务
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做好航运用水保障。按照水资源综合利用要求，加强与有关部门协同，参与
制定长江流域跨省河流水量分配方案，配合开展长江中上游水库群联合调度，保障航道
及通航建筑物所需的最小下泄流量和通航水位。长江干流、重要支流和重要湖泊上游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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