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关 注
CHINA WATER TRANSPORT

2020年 6月 14日 星期日

责编 美编 王寅娜

国家发展改革委农经司司
长吴晓在 6 月 11 日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说，规划进一步突出重
要 生 态 系 统 和 重 大 工 程 两 个

“重”，不追求全域覆盖，也不搞
面面俱到，将重大工程的着力点
集中到构筑和优化国家生态安
全屏障体系上来。

“《规划》是改革举措，并不
是一个简单的工程规划。”吴晓
说，规划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的基本理念，制定综合性的
保护和修复措施，着力解决自然
生态系统各要素间割裂保护、单
项修复的问题，促进自然生态系
统质量整体改善和生态产品供
给能力全面增强。

并根据各区域的自然生态
状况、主要生态问题，统筹山水
林田湖草各生态要素，部署了青
藏高原生态屏障区生态保护和
修复重大工程等 9大工程。

如何解决投入机制，备受关
注。《规划》提出，加大政策支持
力度，并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绿色

金融产品。
“客观地讲，我国在生态保

护修复方面历史‘欠账’较多，
修复的任务也很重，目前仍然还
是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投资的
渠道相对单一，总量有限。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在政府
投入的同时，通过释放政策红
利，为社会资本、社会力量投入
生态保护增加动力、激发活力、
挖掘潜力，逐步打通绿水青山转
为金山银山的通道。因此，在
《规划》中提出了 5 条措施。”自
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
司长周远波说。

具体包括：按照谁修复谁受
益的原则，通过赋予一定期限的
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这种产权
安排，制定激励政策，鼓励社会
投资主体从事生态保护修复；健
全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盘活
各类自然生态资源；争取将生态
保护和修复纳入金融系统重点
支持的领域；结合有关重大工程
的实施，积极推动生态旅游、林

下经济、生态养老、生物能源等
各种特色产业的发展；健全耕
地、草原、森林、河湖等休养生
息的制度，完善市场化、多元化
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去年年底以来，自然资源
部在探索利用市场化的方式推
进矿山生态修复、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红树林保护等方面相
继 出 台 了 一 些 激 励 政 策 和 机
制。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市
场反映比较积极，初步见到一
些成效。”周远波透露，目前，
相关部门正在借鉴国内外的成
功 经 验 ，综 合 各 种 案 例 和 经
验，探索更多激励社会主体、
社会资本投入生态保护修复工
作的政策措施。

“将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的
着眼点、关注点从主要追求自然
生态空间的扩张、自然资源总量
的增长，逐步转移到量质并重、
以质为先上来，通过高质量建设
重大工程，促进自然生态系统从
量变到质变。”吴晓说。

美丽中国款款而来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一级的有黑鹳、东方白鹳，二级的有大天鹅、小

天鹅等。”刚刚过去的候鸟迁徙季，摄影爱好者任志

来在河北省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拍到了不

少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的照片。“现在环境好了，鸟儿

也多了。只要愿意下些功夫，肯定能拍到好片子。”

任志来说，他们团队拍摄的一个视频，刚刚获得了

省里摄影比赛的二等奖。

很多地方的生态环境，正和官厅水库一样持续

向好。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的《2019 中国生态环境

状况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显示，过去一年，我国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全国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成

果进一步巩固，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土壤环境风

险得到基本管控。

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让人民生活更幸福。6 月

11 日，《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

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公布。《规

划》提出以“三区四带”为核心，囊括山、水、林、田、

湖、草以及海洋等全部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

工作，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层面出台的第一个生

态保护和修复领域综合性规划，美丽中国的蓝图已

经绘就。各地各部门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

定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路子，全面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建

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而不懈努力。

密密麻麻的围网不见了，取而代
之的是万顷碧波，滆湖换了模样。滆
湖是太湖的重要生态屏障，也是江苏
省常州市武进区的备用水源地。历
史上因为围网养殖等原因，滆湖水质
一度沦为劣Ⅴ类。

为了保护滆湖水环境，武进区实
施水源地环境整治，全湖 856 户渔民
的围网全部拆除，水源保护区内工业
企业全部搬迁。目前，滆湖水质已经
稳定为Ⅲ类水。

“常州坚持环境质量与重点任务
两手抓，去年完成 3650项污染防治攻
坚战重点任务，有力推动了环境保护
工作。”常州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主
任胡晋说。今年 5 月，因环境治理工
程项目推进加快，重点区域大气、重
点流域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常州市
被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扬。

去年以来，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七
大标志性战役在全国各地铺开，蓝天
保卫战、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城市黑
臭水体治理、渤海综合治理、长江保
护修复、水源地保护、农业农村污染
治理等，取得重要进展。

为了天更蓝，86%的煤电机组实
现超低排放，约 7.8 亿吨粗钢产能开
展超低排放改造，加强柴油货车污染

治理，大力推进“公转铁”；
为了水更清，地级及以上城市建

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 86.7%，长
江入河、渤海入海排污口排查全面
完成，长江经济带 95%的省级及以上
工业园区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2.5 万个建制村完成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

为了地更净，受污染的农用地、
建设用地实行分类管控，农用地土壤
污染状况详查完成，30 个省份初步建
立污染地块部门联动监管机制，全国
固 体 废 物 实 际 进 口 量 同 比 减 少
40.4%。

……
《公报》显示，2019年，全国 337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为 82%；全国地表水Ⅰ至Ⅲ类水质断
面比例为 74.9%，同比上升 3.9 个百分
点。“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生态环境保
护 9 项约束性指标，有 7 项已提前完
成 2020年目标任务。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全盟六成
以上区域已被划入生态保护红线，不
再在草原新上矿山开发项目。不仅
如此，为防止草原超载过牧，锡林郭
勒盟实施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将
2.7亿亩可利用草原划出 0.5亿亩禁牧
区，其余 2.2 亿亩全部严格按草畜平
衡进行管理。

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大自然的底
色，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绿色底
色和成色，要补齐生态环境这块短板。

“补齐这块短板，既要做好‘减法
’，也要做好‘加法’。”生态环境部环
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舜泽
表示，既要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做好污染减排的减法，也要做好
生态容量、生态空间扩容的加法。

我国着力扩大环境容量，开展生
态保护和修复，动人的绿色在中国大
地上持续延展。在北京，国土绿化全
面提速，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建设
完成过半；在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保
护治理工程建设，实现“一盘棋”管
理；在山西，省、市、县、乡四级生态环
境保护委员会实现全覆盖，党政“一
把手”挂帅……

2019 年起，生态环境部组织对秦
岭区域河南、陕西、甘肃三省 25 处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保护成效评
估。评估组专家累计跋涉 4.3 万公
里，查阅近万件档案资料，使用了无
人机低空遥感、移动终端等先进技
术。结果表明，区域内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保护成效总体良好。

《公报》显示，京津冀、长江经济
带 11 省（市）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等 15
个省份的生态保护红线初步划定，山

西等 16 个省份基本形成生态保护红
线划定方案。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共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各级、各类
保护地逾 1.18 万个，保护面积占全国
陆域国土面积的 18%、管辖海域面积
的 4.1%。

6 月 11 日公布的《规划》，以国家
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为基础，突出对国
家重大战略的生态支撑，提出了以青
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重点生态区
（含黄土高原生态屏障）、长江重点生
态区（含 川 滇 生 态 屏 障）、东北森林
带、北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海
岸带等“三区四带”为核心的全国重
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
体布局。并根据各区域的自然生态
状况、主要生态问题，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各生态要素，部署了青藏高原生
态屏障区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等 9大工程。

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位于我国西
南部，涉及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甘
肃、新疆等 6 个省 (区)，含三江源草原
草甸湿地、若尔盖草原湿地、甘南黄
河重要水源补给、祁连山冰川与水源
涵养、阿尔金草原荒漠化防治、藏西
北羌塘高原荒漠 :藏东南高原边缘森
林等 7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黄河重点生态区 (含黄土高原生
态屏障)涉及青海、甘肃、宁夏、内蒙
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 8 个省
( 区)，包括 1 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即黄土高原丘陵沟整水土保持生
态功能区。

长江重点生态区 (含川滇生态屏
障 )涉及四川、云南、贵州、重庆、湖
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

海等 11 个省 (市)，含川滇森林及生物
多样性、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
秦巴山区生物多样性、三峡库区水土
保持、武陵山区生物多样性与水土保
持、大别山水土保持等 6 个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以及洞庭湖和鄱阳湖等
重要湿地。

东北森林带位于我国东北部，涉
及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等 4 个
省 (区)，含大小兴安岭森林、长白山森
林和三江平原湿地等 3个国家里点生
态功能区。

北方防沙带跨越我国北方地区，
涉及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
河北、内蒙古、甘肃、新疆 (含新疆兵
团 )等 9 个省 (区 、市)，含京津冀协同
发展区和阿尔泰山地森林草原、塔里
木河荒漠化防治、呼伦贝尔草原草
甸、科尔沁草原、浑善达克沙漠化防
治、阴山北麓草原等 6 个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

南方丘陵山地带主要涉及福建、
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 5省 (区)，含
南岭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样性国家重
点生态功能区和武夷山等重要山地
丘陵区。

海岸带涉及辽宁、河北、天津、山
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
西、海南等 11 个省 (区、市 )的近岸近
海区，涵盖黄渤海、东海和南海等重
要海洋生态系统，含辽东湾、黄河口
及邻近海域、北黄海、苏北沿海、长江
口—杭州湾、浙中南、台湾海峡、珠江
口及邻近海域、北部湾、环海南岛、西
沙、南沙等 12个重点海洋生态区和海
南岛中部山区热带雨林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

广西南宁市武鸣区，广西
—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一
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对多家企
业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巡航检
查。“重点查看废气、废水排放
口，没有发现冒黑烟、偷排污水
的现象。”南宁市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二大队队长
陈春奇说，南宁首批将 490 家
企业纳入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
单，免于或减少现场执法检查，
而是利用无人机、在线监测设
备等进行监管。“对企业开展检
查时尽量少打扰，以免影响生
产。”陈春奇说。

今年 3 月份，生态环境部出
台相关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和
实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和监督
执法正面清单，通过实行分类
监管，科学合理配置执法资源，
对守法企业无事不扰，对违法
企业利剑高悬。

截至 5月份，全国 32个省级
生态环境部门，都制定印发了
正面清单工作实施方案，并确
定首批 6.5 万家企业纳入正面
清单。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做到
方向不能变、力度不能减、标准
不能降。”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
秋表示，在保持生态环境保护
战略定力的同时，还要统筹考
虑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影响，把握好推进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的节奏和力度，注
重对地方工作的指导和帮扶。

从 6 月开始，生态环境部以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
苏皖鲁豫交界地区、长三角地
区、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区域为
重点，对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
大、臭氧污染防治压力大、环境
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任务进展滞
后的城市，开展夏季臭氧污染
防治监督帮扶工作。

“生态环保领域 9 项约束性
指标，还有两项没有完成，今年

要继续努力。虽然有一定难
度，但我们有信心完成好。”黄
润秋说。

此次出台的《规划》明确了
到 2035 年全国生态保护和修复
的主要目标。到 2035 年，森林
覆盖率达到 26%，森林蓄积量
达到 210 亿立方米，天然林面积
保有量稳定在两亿公顷左右，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60%；
确保湿地面积不减少，湿地保
护率提高到 60%；新增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面积 5640 万公顷，
75%以上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
到治理；海洋生态恶化的状况
得到全面扭转，自然海岸线保
有率不低于 35%；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占陆域国
土面积 18%以上，濒危野生动
植物及其栖息地得到全面保
护。

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
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往往
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持续
努力才能见到明显成效。因
此，从遵循自然规律的角度出
发，《规划》为中长期规划，细化
了 2020 年 底 前、2021 年 - 2025
年、2026 年-2035 年等 3 个时间
节点的重点任务。

2020 年底前，由相关部门
依据本《规划》编制各项重大工
程专项建设规划，与本规划形
成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
复重大工程“1+N”规划体系；

2021 年-2025 年，着重抓好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
护红线、重点国家级自然保护
地等区域的生态保护和修复，
解决一批重点区域的核心生态
问题；

2026 年-2035 年，各项重大
工程全面实施，为建设美丽中
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奠定坚实生态基础。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总
体改善，但生态文明建设面临

的形势仍然严峻。“我们在‘十
四五’要继续努力，继续奋斗，
继续攻坚克难。”黄润秋表示，

“十四五”要继续两手抓，一手
抓污染物减排，打好升级版的
污染防治攻坚战；一手抓大力
推动生态保护与修复，努力扩
大生态空间和生态容量，为老
百姓提供更多的绿色生态产
品。

“还有一项工作要下大力气
做，就是要实现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黄润
秋表示，要建设完善领导责任
体系、企业责任体系、全民行动
体系等七大体系，涵盖从源头
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到损
害赔偿，“到‘十四五’末，全链
条生态环境管理制度体系健全
以后，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将会有大
幅度提升。”

打响保卫蓝天碧水攻坚战

擦亮“三区四带”绿色之底

构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完善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本版文字综合新华网、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网、中国环境报等媒体报道













鸟类在湿地栖息。

郁郁葱葱的甘南草甸。

长江三峡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