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2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赴江蘇
考察調研，在南通博物苑參觀了張謇生
平介紹展陳，了解張謇興辦實業救國、
發展教育、從事社會公益事業情況。

習近平指出，張謇在興辦實業的同
時，積極興辦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造福鄉梓，幫助群
眾，影響深遠，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先賢和楷模。張謇
的事跡很有教育意義，要把這裏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
地，讓更多人特別是廣大青少年受到教育，堅定「四個
自信」。

位於南通濠河之畔的南通博物苑，是一所融西方近
代博物館與中國傳統園林藝術為一體的綜合博物館，
由近代愛國實業家張謇於1905年創辦，為中國第一所
公共博物館，南通也因此而成為中國博物館事業的發
祥地。

1894年，張謇赴京會試，高中一甲狀元，被授予六品翰
林院修撰的官職。之後不久，中日甲午戰爭爆發，1895
年，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憤慨
和憂慮令張謇心緒難平。他在日記中寫道，「和約十款，
幾罄中國之膏血，國體之得失無論矣！」張謇認定「中國
須振興實業，其責任須在士大夫」，中國必須先行「推廣

棉地、紡織廠」及開發鐵礦、擴張製鐵廠，發展棉鐵兩業
「可以操經濟界之全權」。

創廠艱難 困頓時賣字為生
1895年，兩江總督張之洞委任張謇負責通海一帶商

務，授意他在通海一帶創辦紗廠。張謇奔走於南通上海
之間，籌措資金艱難辦廠，困頓時以賣字為生。1899年
春，一座擁有20,400枚紗錠的近代化紗廠在南通唐家閘
建成。張謇根據《周易·繫辭》所載「天地之大德曰
生」，給紗廠取名「大生」。

開工約半年後，棉紗銷路轉暢，紗廠一時間名噪海內，
為風雨飄搖中的黎民提供了大量的布匹、衣被。翁同龢為
大生紗廠題寫楹聯「樞機之發動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東
南」。

1922 年，大生集團 4 個紡織廠資本已達 900 萬両白
銀，有紗錠 15.5 萬枚，佔全國民族資本紗錠總數的
7％。此外，大生集團還積極涉足其他輕工業。到 20
世紀20年代初，大生集團已然涵蓋農牧漁業等各類企
業69家，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民族資本集團。實體經
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張謇也被時人譽為「東南
實業領袖」。

看重教育 首辦中國師範校
張謇將實體經濟與國民教育當做近代立國的根本大

計，逐步形成「實業與教育迭相為用」的思想體系。
1902年，他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師範學校——南通師範學
校。

清朝末年，博物館已在中國出現，但數量很少，都是
在華的外國人創建的。1905年，張謇兩次上書朝廷，建
議在京城設立帝室博覽館，將歷代宮廷內府的收藏品，
對國人展出，並為各省作出示範。他還提出：全國各
省、各府、各州、各縣都要有博物館。

在規劃建設博物苑的過程中，張謇設定的辦苑宗旨為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南通博物
苑現有藏品約5萬餘件，分歷史文物、民俗品物和自然標
本，其中以反映地方歷史的文物最具特色。苑史文物是
博物苑的特色收藏之一，張謇建苑時的部分藏品、文獻
史料，亦是中國博物館史的珍貴史料。

張謇還開了個人收藏為國家收藏之先河，多次將個人
的收藏捐獻南通博物苑，張謇孫輩秉承先人遺志，在博
物苑建苑90周年之際，向博物苑捐贈書畫127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旻 江蘇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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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博物苑創辦者張謇—實業救國 造福鄉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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髒亂差之地已成綠化帶髒亂差之地已成綠化帶
考察江蘇省南通揚州 了解長江經濟帶環境整治

流域生態功能退化依然嚴重，長
江「雙腎」洞庭湖、鄱陽湖頻頻
乾旱見底，接近30%的重要湖
庫仍處於富營養化狀態，長江生
物完整性指數到了最差的「無
魚」等級。

——2018 年 4 月 26 日，在深入

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的

講話

我講過「長江病了」，而且病得
還不輕。治好「長江病」，要科
學運用中醫整體觀，追根溯源、
診斷病因、找準病根、分類施
策、系統治療。這要作為長江經
濟帶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
先手棋。

——2018 年 4 月 26 日，在深入

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的

講話

要繼續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推
動實施一批長江、黃河生態保護
重大工程，落實好長江十年禁
漁。

——2020 年 7 月 30 日，主持召

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長江生態環境保護修復，一個是
治污，一個是治岸，一個是治
漁。長江禁漁是件大事，關係
30 多萬漁民的生計，代價不
小，但比起全流域的生態保護還
是值得的。長江水生生物多樣性
不能在我們這一代手裏搞沒了。

——2020 年 8 月 19 日，在安徽

考察時的講話

長江禁漁也不是把漁民甩上岸就
不管了，要把相關工作做細做
實，多開發就業渠道和公益性崗
位，讓漁民們穩得住、能致富。

——2020 年 8 月 19 日，在安徽

考察時的講話

長江禁漁是為全局計、為子孫謀
的重要決策。沿江各省市和有關
部門要加強統籌協調，細化政策
措施，壓實主體責任，保障退捕
漁民就業和生活。要強化執法監
管，嚴厲打擊非法捕撈行為，務
求禁漁工作取得扎實成效。

——2020 年 8 月 20 日，在扎實

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座談會上

的講話 ◆來源：央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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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11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出席浦東開
發開放30周年慶祝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為新時代浦東
開發開放領航定向，為新時代中國改革開放擘畫未來。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央視快評」文章指出，習近平總
書記的重要講話，高度評價了浦東30年來氣勢磅礡的改
革歷程和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以一系列重要要求、重
大部署為浦東在新發展階段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指明前
進方向，擘畫了新時代浦東的新使命、新定位。總書記
的重要指示，必將激勵上海和浦東繼續吃改革飯、走開
放路、打創新牌，在新征程上不斷展現新氣象、創造新
輝煌、續寫新傳奇。
文章指出，30年前，黨中央全面研判國際國內大勢，

統籌把握改革發展大局，作出了開發開放上海浦東的重
大決策，掀開了我國改革開放向縱深推進的嶄新篇章。
30年來，浦東不負重託，以「敢為天下先」的勇氣和擔
當，創造多項「全國第一」，用「浦東速度」書寫發展
傳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提供了最鮮活的現
實明證，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最生
動的實踐寫照。

準確識變 科學應變 主動求變
文章進一步強調，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

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浦東發展，果斷決策啟動設立上海自
由貿易試驗區，設立上海自貿試驗區臨港新片區，在上

交所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把一系列國家戰略任
務放在浦東。浦東不負希望，勇於擔當國家使命，繼續
勇立潮頭。如今的浦東，創新發展活力四射，改革力度
前所未有，國際競爭力與日俱增，綻放出「改革不停
頓、開放不止步」的璀璨光芒。
從現在起到本世紀中葉，是我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

代化強國的30年。新征程上，面臨的形勢更嚴峻、任務
更艱巨，需要以更高水平改革開放為我國破解發展難
題。作為排頭兵，浦東要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
變，始終胸懷「兩個大局」，着力構建新發展格局，勇
於挑最重的擔子、啃最硬的骨頭，繼續為改革開放衝鋒
陷陣、披荊斬棘。

努力成為更高水平改革開放的開路先鋒央視
快評

對於中華民族的搖籃，習近平總書記始終念茲在茲，
思慮深遠。眾所周知，長江流域是我國生物多樣性

最為典型的區域，曾經漁業資源極為豐富，最高峰時曾
佔到當時全國淡水捕撈總產量的60%。然而，近幾十年
來，長江的魚類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減少：「水中大熊
貓」白鰭豚2007年被宣布功能性滅絕；長江江豚數量急
劇下降；「淡水魚王」白鱘已連續15年未見；與20世紀
80年代相比，「四大家魚」魚苗發生量下降了90%以
上……
在許多生活在長江流域的人們的記憶中，長江曾是
「江豚吹浪立，沙鳥得魚閒」，然而，人們不曾想到，
司空見慣的江豚如今會成為珍稀物種，隨處可見的魚群
也會有窮盡的可能。

長江禁漁 讓漁民穩得住能致富
為全局計、為子孫謀。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
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作出一系列實施

長江禁捕退捕的重大決策部署。2020年1月1日起，長江
流域332個水生生物保護區已實現全面禁捕。2021年1月
1日起，長江流域「一江兩湖七河」等重點水域將實行10
年禁捕。
「長江禁漁是件大事，關係30多萬漁民的生計，
代價不小，但比起全流域的生態保護還是值得的。
長江水生生物多樣性不能在我們這一代手裏搞沒
了。」今年 8月在安徽考察時，習近平總書記的話
語重心長。總書記進一步指出，長江禁漁也不是把
漁民甩上岸就不管了，要把相關工作做細做實，多
開發就業渠道和公益性崗位，讓漁民們穩得住、能
致富。
「母親河養活漁民祖祖輩輩，現在該是我們報答她
了。」響應禁捕政策，江蘇張家港永聯村「船老大」沈
國華主動結束44年「以江為家，逐魚而行」生活，和村
裏其他12戶漁民一起謀劃轉型。
如今，沈國華被當地農業綜合行政執法大隊聘為漁政

船船長，每天沿江巡邏，為長江生態保護貢獻力量。

綠色發展 江豚重現長江多點位
近年，瞄準突出環境問題，江蘇各地「下猛藥」「出

重拳」「零容忍」，接連打響環境治理攻堅戰。如今，
碼頭不見了、黃塵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岸邊像花園、
江水變清澈、市民臨江又見江了……
從「兩岸煙囪聳入雲」到「無邊江景一時新」，人們

真真切切感受到了綠色發展的獲得感。長江沿岸的工廠
碼頭化身為柳堤葦岸，日漸清澈的江水裏江豚活動也明
顯增多。
11月10日，江豚在江中游耍戲水，引得江邊散步的市

民駐足觀看……近兩年，類似情景在南京、揚州、鎮江
等長江江蘇段多個點位不時出現。
據有關專家測算，長江魚類繁殖周期約3年，如果實
施10年禁捕，多數魚類可以完成3個世代的繁殖周期，
從而實現水生生物資源數量多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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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網及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13日在江蘇省揚州市考察調研。他先後來

到運河三灣生態文化公園、江都水利樞紐，了解大運河沿線環境整治和文化保護傳承利用、南水北調東線工程規劃建設和江都水利樞紐運

行等情況。此前一天，他來到南通市五山地區濱江片區，考察當地推進長江岸線環境綜合治理、實施長江水域禁捕退捕等情況。習近平深

有感慨地對在場的幹部群眾說，我在1978年來過五山地區，對壯闊的長江印象特別深刻。這次我來調研長江經濟帶和長三角一體化發展，

專門來看看這裏的環境整治情況，過去髒亂差的地方已經變成現在公園的綠化帶，確實是滄桑巨變啊！這樣的幸福生活是你們親手建設出

來的，是大家一起奮鬥出來的。

◀13日，習近平在江蘇省揚州市考察調研。圖為習近平當日在
運河三灣生態文化公園與市民交流。 新華社

■江蘇省南通濱江片區沿岸。 資料圖片

▲13日，習近平在江蘇省揚州市考察調研。圖為習近平當日在
江都水利樞紐，了解南水北調東線工程規劃建設等情況。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