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02
2018.09.07 星期五 责编:闫海超 电话: (010)67164950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zghjbzkyb@sina.com

◆本报记者童克难

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
护区（以下简称卡山保护区）地跨阿勒泰地区和
昌吉回族自治州的6个县市，是以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普氏野马、蒙古野驴等 49种珍稀濒危有蹄类野
生动物及其栖息环境为主要保护对象的野生动
物类自然保护区。

这里曾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曾因盲目追
求 GDP，连续 6 次“瘦身”为经济发展让路，面积
一度减少近 30%。近日，跟随“绿盾 2018”第十
一巡查组，记者来到了曾经被誉为“观兽天堂”
的地方，感受卡山保护区在生态修复方面的工
作成效，听工作人员讲述它的“前世今生”。

雷霆出击“绿盾2018”

让野生动物回归天堂
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生态恢复初见成效

和彭向前一样，初红军也是保护区
的“老人”。从 1991 年大学毕业，初红军
就一直在阿勒泰地区从事保护区的相关
研究和管理工作。

2016 年，自治区编办批准将原有的
卡山保护区昌吉管理站和阿勒泰管理站
整合，设立卡山保护区管理中心，隶属于
自治区林业厅。之后，初红军被调至管
理中心担任主任。他认为，卡山保护区
目前的整改工作已经初见成效，到了负
重爬坡的攻坚阶段。

“为保护卡山，我也得罪过不少人，
当时既无奈又痛心。可真的没有想到在
退休之前能够看到卡山保护区的局面能
够得到扭转。”初红军说。

他的感慨并不是没有道理。几年
里，保护区多次违规“瘦身”让路经济发
展，终于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自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就调减面积给矿
产业让路事件作出重要批示后，自治区
党委政府和地州党委政府以及相关职能
部门坚决落实重要批示精神，将卡山整
改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保
护区的破坏局面开始扭转。

高位推动，党政领导亲自抓，立即整
改，撤销园区，梳理清单，对卡山自然保
护区内的开发建设活动进行全面清理，加
强保护区能力建设，改善野生动物生存条
件，颁布《卡山保护区管理条例》……

一系列动作中，初红军特别提到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卡拉麦里山有蹄类
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的决定》。

“这是自治区对党中央、国务院的承诺，我
们的所有整改工作都要对标。”

而在彭向前看来，保护区管理中
心的成立也在体制上解决了地方干预
保护区管理工作的问题。“以前属于地
方林业局，各方压力很大，现在相互合
作，有了一种亲切感。”

彭向前的这种亲切感，源自于地
方政府思想认识的提高以及与保护区
管理中心合作的加强。“我们与周边县
市 和 工 业 园 区 都 签 订 了 共 管 共 建 协
议，并成立了共建委员会，建立了长效
的共管共建机制。”初红军介绍。

“无论管理部门是谁，保护区在阿
勒泰，野生动物在阿勒泰，我们就有责
任将保护区的工作做好。”阿勒泰地区
行政公署副专员高志国表示。

数据最能体现成效。自治区林业
厅提供的材料显示，卡山保护区在撤销
第六次调整、将第五次调减中具有较高
保护价值区域重新划入保护区的基础
上，将保护区面积恢复工作延伸推进到
第四次、第五次调整，使保护区面积恢
复到 14856.48平方公里。

局面的扭转还体现在既要为老问题
“还债”，又防止新问题出现上。以昌吉州
为例，通过州委州政府与保护区管理中心
的积极努力，“绿盾2018”行动整改任务涉
及的9处违规项目已全部完成整改。

1982 年，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卡山保护区正式建立。3 年后，大学毕业的彭向前
来到了保护区昌吉管理站工作，这一干就是三十多
年，直至现在成为卡山保护区研究所所长。

“我们过去干了很多‘阻碍经济发展的事情’。”
彭向前在采访中说。

卡山保护区是天山北坡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我
国低海拔荒漠区域内为数不多的大型有蹄类野生动物
自然保护区，以保护普氏野马、蒙古野驴以及鹅喉羚等
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为主，保护区内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
动物9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9种，植物31科
139种，是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基因库”。

走在茫茫戈壁上，彭向前一边带领巡查组核实
点位，一边讲述保护区的事情：“想法很简单，就是要
守住这块地方，当时也很着急。”

对卡山保护的担忧，开始于2000年前后。随着保
护区内陆续发现多种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阿勒泰地区
和昌吉州为了追求GDP增长，自2005年开始连续6次
提出对卡山保护区面积进行调减的申请。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也是从那时开始
显得更加突出。

“保护区管理站的态度很明确，每次调整都是不
同意、不签字。后来人家就不叫我们去开会了。”彭
向前说。

在这个过程中，反对者感受的是来自各方的压
力，支持者则更多的是不作为甚至乱作为。

地方党委政府在明知调减卡山自然保护区面积
用于矿产资源开发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情况下，仍然
想方设法积极推动调减工作，甚至对未批先建、以探
代采、乱采滥伐等问题视而不见；而相关部门更是没
有履行好审核把关职责，甚至助推企业违法违规在
保护区内从事矿产资源开发等活动。

阿勒泰地区境内的第六次调减，占用核心区面积
最大。“这是掏心窝窝的事情啊，核心区的卡山主峰都在
调整范围内。”说到这里，彭向前很激动，他担心核心区
人类活动过多，会造成动物种群的进一步减少。

每次调整我们都是不同

意、不签字“ ”

2017年，阿勒泰地委、行署主动提请
自治区人民政府撤销喀木斯特工业园区。

熟悉和了解保护区历史进程的人都
感叹，喀木斯特工业园区的撤销带动了全
盘，为深入开展卡山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
问题整改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2006 年 ~2007 年 经 自 治 区 国 土 资
源厅批准，相关单位在喀木斯特区域取
得了 20 个探矿权，探明煤炭资源储量
81.74 亿吨。这也是上文提到的保护区
第 6次调整的重要原因。

从 2015年自治区政府批准设立，到
2017年撤销，两年时间工业园区入驻新疆
富蕴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和欧骆石业两
家企业，共完成36亿元左右投资。

目 前 ，欧 骆 石 业 涉 及 大 量 债 务 纠
纷，厂区资产处于司法保全状态；广汇
公司资产处置则正在谈判过程中。

作为喀木斯特园区企业善后领导
小组成员，富蕴工业园区招商服务局局
长秦先锋对这个事情印象深刻。“企业

投资很大，目前的善后工作也比较复
杂，以后在招商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守住
底线。这不仅是对野生动物负责，也是
对企业负责。”秦先锋感慨道。

“教训深刻，代价惨痛。”在提及整
个事件时，高志国也表示。

事实上，如高志国和秦先锋所言，
保护了保护区和野生动物，是保护企
业，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因为不作
为和乱作为，付出代价的除了企业，还
有一批被严肃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

在富蕴县卡玛斯特甘梁子锡矿老
选场原址上，几颗驴屎蛋儿引起了富蕴
县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的注意。“有野
驴过来吃草，说明我们的恢复工作有了
成效。”他兴奋地说。

这座锡矿是 2017 年绿盾行动明确
的点位，短短一年时间修复就看到了成
效。在巡查过程中，这种令记者印象深
刻的话有很多。

“没有总书记的批示，没有自治区

党委政府的支持，整改的成效不可能来
得这么快。”“每一年的感觉都不一样，
一年比一年高兴。”在野马成群的戈壁
滩上，在整改复绿的违规项目旧址上，
上述的观点地方随行工作人员多次向
巡查组和记者提及。

一路走来，不管是不是巡查组核查
的点位，只要涉及保护区的整改内容，
工作人员都会积极指给记者，欣慰之情
溢于言表。

1981 年卡山保护区科考，蒙古野驴
数量 400 多匹，到 2016 年 5 月份科考蒙
古野驴 2300 匹左右，鹅喉羚 4000 头至
6000 头。野生动物数量的增加，最能体
现保护区的工作成效。“现在有这么好
的条件，一定不能再在我们手里把环境
搞坏了。”初红军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8 月 25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召开旅游发展大
会，对新疆旅游发展作出战略部署。未来
如何守住底线，在合理、合规、合法的前提
下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
大力发展旅游业，力促卡山保护区涉及
的地州市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考验地方
党委和政府的不仅是定力，也是智慧。

代价很大，招商引资一定要守住底线“ ”

工作人员现场核查点位。 本报记者童克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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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具体情况

水源保护区内存在
道 路 交 通 穿 越 问
题 ，未 建 设 应 急 防
护 设 施 ，存 在 环 境
风险隐患

二级保护区内存在
生活面源污染问题

一级保护区内村落
存在生活面源污染
问题

二级保护区内段家
庄存在生活面源污
染问题

督查情况

整 治 工 作 零 进
展 。 整 治 方 案
尚未制定，没有
开 展 实 质 性 整
改工作。

整治进度滞后，
对 生 活 垃 圾 进
行收集处理，污
水 处 理 工 程 尚
未开工建设。

整 治 进 度 滞
后 。 目 前 已 制
定整改方案，并
开 展 初 步 评 估
工作，相关工程
措施尚未实施。

整 治 进 度 滞
后 。 对 生 活 垃
圾 进 行 清 理 外
运；生活污水处
理 方 案 尚 未 制
定，相关工程措
施尚未实施。

9月4日整治进展为零和相对滞后的问题清单

本报记者牛秋鹏报道 9 月 4 日，全国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第
二轮督查工作持续开展，第一批8个督查组
继续在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
黑龙江、山东等8省份，共现场检查32个饮用
水水源地的122个环境问题整治情况。从检
查情况看，62个问题已整改完成并销号，完成
比例为51%；59 个问题正在整改过程中，仍
有 1个问题清理整治进展为“零”。

督查发现的主要情况：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西泉眼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工
作，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该水源保护区
内存在道路交通穿越问题，未采取任何污
染应急防护措施，成为影响水源地环境安
全的风险隐患。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
规范要求，经过饮用水水源地的交通路段
应建设防撞护栏、路面径流收集系统、应急
池等事故应急防护工程设施，有效应对突
发环境事件，确保水源地环境安全。根据
相关工作安排，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政府
牵头推进西泉眼水库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改
工作。截至督查组现场检查时，该问题整
治方案尚未制定，更没有开展实质性整改
工作。阿城区人民政府重视不够，推动不
力，仅 8 月 22 日致函省公路管理部门推进
工作。目前该问题整治工作未有实质性进
展，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等突发事件，容易对
水源地环境安全造成威胁。

同时，督查组还发现 3 个水源地的 3 个
环境问题整治工作相对滞后，整治进度不
足 30% ，远 低 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50% 以
上）。主要涉及山西省运城市、辽宁省营口
市、山东省青岛市各 1个问题。

9 月 5日，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
保护专项行动第二轮督查工作持续开展，第一批8个督查组继续
在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等8省份，共
现场检查了43个饮用水水源地的188个环境问题整治情况。其
中，112个问题已整改完成并销号，完成比例为60%；其他74个问
题正在整改过程中，未发现清理整治“零进展”问题。

从各地工作情况看，吉林省吉林市，辽宁省阜新市，山东
省枣庄市、滨州市已完成本地区水源地所有环境问题整治工
作，任务完成率为 100%。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兴安岭地区，山
东省泰安市、威海市、莱芜市任务完成比例达到 80％以上，工
作进度超过序时进度。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对已完成整治任务的，要在
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进一步做好巩固提升，坚决防止问题反
弹；对尚未完成整治任务的，将继续加大督办力度，督促地方
党委政府落实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责任，强化“党政同责”
和“一岗双责”，扎实推进整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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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根本大计，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保护生态环
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
产力。生态环境保护是高耗低效高污染产业的
过滤器，是优化公平营商环境的净化器，是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是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唯一
路径，在优化经济发展的同时提供更多的优质
生态产品。

近日，生态环境部出台《关于生态环境领域
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将生态环境领
域“放管服”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同时从培育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点的角度，提出
了推进环保产业发展的具体要求和措施，对推
进环保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现状与机遇

党 中 央 、国 务 院 高 度 重 视 环 保 产 业 的 发
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绿色发展，构建
面向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
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
能源产业。2018 年 6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再次提出加快发展节能环
保产业，协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
高水平保护。

加快发展环保产业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有助于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是落实国家重大
战略的重要支撑，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环保产业是国民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之一，具有潜在 市 场 需 求 大 、规 模 增 长
快、辐射带动能力强、综合效益好的特征，是
带动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支柱，是真正实
现 经 济 、社 会 、环 境 三 效 合 一 的 产 业 。 受 大
气 、水 和 土 十 条 实 施 及 政 策 因 素 拉 动 ，我 国
环 保 产 业 继 续 保 持 了 快 速 发 展 的 良 好 势
头。环保产业增速明显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也 高 于 一 般 工 业 行 业 增 速 。 有 关 数 据 显 示 ，
2017 年全国环保产业销售收入达到 1.35 万亿元，
较上年增长约 17.4%。2018 年上半年约为 6690
亿元，同比增长约 18%。

随着绿色发展要求和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持
续深入，我国环保产业发展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
展机遇，有望将其打造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
业。一是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将快速释放并逐步扩大环保产业市场需求。
二是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严格监管、执
法到位将大大规范环保产业发展的市场环境。
三是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投融资、税收、价格等政
策制度进一步优化，充分释放产业发展活力。四
是推动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等将进一步带动环
保产业“走出去”。

当前环保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我国环保产业发展较快，但也存
在一定的问题。

在环保产业发展宏观层面，一是现实的市场
空间和市场需求不足，环保市场需要进一步培
育。二是环保项目投资回报机制不健全，过度依
赖资金投入，环境治理需求向产业市场转化难，
环保产业难以持续发展。三是环保产业发展的
市场环境不规范，低价恶性竞争问题较为突出，
影响了环保产业的健康发展。

在环保企业微观层面，一是环保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不强，普遍缺乏核心技术，同质化竞争严
重，环保企业普遍呈现小而散的局面。二是重
建设轻运维，专业化环境服务水平不高，对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支撑能力不强，环境效果难以保
障。三是环保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传统的银
行渠道的融资贷款门槛高、期限短、缺乏合格的
抵质押物，环保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四是环保
企业合理收益难保障，发展成本高，企业发展活
力不强。

《指导意见》对环保产业的推动作用

在推进环保产业发展方面，《指导意见》具
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和意义：

一是宏观与微观推动并重。《指导意见》既
重视解决环保产业发展中面临的现实市场需求
不旺盛、市场环境不规范等宏观制约因素，又注
重解决环保企业发展存在的技术水平不高、服
务能力不强、融资难、成本高等微观问题，让环
保企业切实受益。

二是规范发展与持续发展并重。目前出台
的推进环保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大多侧重于推
进和引导环保产业规范发展，对环保产业如何
实现持续发展考虑较少。《指导意见》从降低污
染治理成本、拓宽回报渠道两个层面入手，通过
模式创新减少对污染防治资金投入的过度依
赖，扩大环保产业市场，实现环境治理与产业融
合的持续发展模式。

三是促进高质量发展与加强污染防治攻坚
支撑并重。《指导意见》一方面通过落实国家重
大战略、污染防治攻坚战等充分释放环保产业
需求，着力将其打造为高质量发展新增长点；另
一方面《指导意见》提出增强技术服务能力，强化建
设与运营统筹，实施按效付费机制，提升环境服务
效果，加强对实现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支撑作用
强、生态环境效益显著的项目的技术与服务支
撑。

《指导意见》发展环保产业的主要措施

《指导意见》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
环境高水平保护为目标，以推动环保产业持续
健康发展为核心，重点从引导环保产业快速发
展、升级发展、规范发展、高效发展和持续发展
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一是以催生和释放环保产业现实需求为重
点，推动环保产业快速发展。《指导意见》提出加
快制修订行业水、大气等污染物排放标准，催生
潜在环保产业需求。强化环境监管执法，依纪
依法精准问责，落实企业和政府生态环境保护
责任，推进环保产业潜在市场向现实市场转
变。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七大标志性战役为
重点，推进重大污染治理工程的实施，建立健全
环保投资项目储备库，加大中央财政资金投入，
引导地方政府资金投入，释放环保产业有效现
实需求。

二是以强化技术创新与服务效果倒逼为重
点，推动环保产业升级发展。加强生态环保技术
创新，建立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综合
服务平台，推进技术成果转化，提高环保产业技术
水平。强化建设与运营统筹，推行环境绩效合同
服务，实施按效付费机制，将环境治理高压态势传
导到环保企业的同时，倒逼环境服务水平提升，促进
环保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

三是以引导合理收益与遏制低价恶性竞争为
重点，强化环保产业规范发展。《指导意见》提出依
托行业协会、科研机构等对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
理项目基准收益率进行研究和发布，引导行业合
理收益水平。开展环保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强化
生态环境违法企业以及不达标排放设施的设备提
供商、运营维护单位等信息公开，引导市场合理选
择环保企业。完善生态环境项目技术评标方法，
遏制低价恶性竞争，促进环保产业规范发展。

四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为重点，推动
环保产业高效发展。充分利用市场化手段，健全
环境经济政策，有助于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
动环保产业高效发展。目前各项生态环境经济政
策均已明确，推动落实是确保各项政策发挥作用
的关键。《指导意见》在与上述政策文件充分衔接
的基础上，明确了生态环境部配合推进或落实的
相关工作，激发环保产业发展的活力。加快推动
设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鼓励绿色信贷、绿色债券
等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与融资质押担保模式创新。
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积极落实价格财税政策。建立
健全环境保护综合名录、环保“领跑者”制度、环境
责任保险制度等，推动行业环境经济政策创新。

五是以模式创新提升环保产业自身的造血功
能为重点，推动环保产业持续发展。通过规范推
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环境综合治
理托管服务模式、环境导向的城市开发（EOD）模
式，实现规模化经营，降低污染治理成本，拓宽投
资回报渠道，减少对政府和企业资金投入的依赖，
以环境治理与产业发展融合实现环保产业的持续
发展。

注：作者单位为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王金南为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中国工程
院院士。

激活环保产业新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王金南 逯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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