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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绿水青山之本 筑绿色发展之基
河北、江苏等地陆续出台重点地区生态涵养等相关文件，谋划生态环境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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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加强生态涵养、严格生态保
护，不是不要发展，而是为了实现更高
质量的发展。

结合各区实际，北京市对各生态
涵 养 区 提 出 更 加 明 确 的 产 业 发 展 方
向。门头沟区要挖掘整合历史村落资
源，提升京西古道品牌，推动文化旅游
康养和户外运动产业发展；平谷区要
以筹办 2020 年世界休闲大会为契机，
推动特色休闲旅游产业发展；怀柔区
要以怀柔科学城、雁栖湖国际会都建

设为契机，推动绿色创新引领的高端
科技文化发展；密云区要把保水作为
首要责任，协同做好怀柔科学城建设，
推动特色农业与旅游休闲产业融合发
展；延庆区要抓住 2019 年北京世园会、
2022年北京冬奥会历史机遇，推动冰雪
运动和园艺产业发展；房山区（山区）要
统筹历史文化和地质遗迹资源，推动国
际旅游休闲产业发展；昌平区（山区）要
统筹历史文化和生态农业资源，推动文
化旅游和生态休闲产业发展。

根据规划，可再生能源产业、精氢
能产业、大冰雪产业、大数据产业和无
人 机 产 业 将 是 张 家 口 未 来 的 发 展 方
向。同时，张家口还将重点培育发展
特色服务业，做细绿色生态农业。

而对于苏州生态涵养发展实验区
的发展，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
蓝绍敏表示，近年来，苏州践行绿色发
展不动摇，创新实施环太湖“加减法”，
依托太湖八分水，做足太湖十分美，实
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两相宜”。
规划建设生态涵养发展实验区，是苏
州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践行“两
山”理论的创新举措。

◆本报记者史小静

近日，河北省、江苏省苏州等地陆续出台重
点地区生态涵养、生态支撑等相关文件，加强空
间管控、水源涵养、生态恢复和污染防治，为区
域发展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杜宣逸北京报道 12月16
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联合中央气象台、
全国六大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
和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开展12月
中下旬全国空气质量预报会商。

12月中下旬，全国大部空气质量
以 良 至 轻 度 污 染 为 主 。 其 中 ，21
日-24 日，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局地可能
出现中至重度污染；19日-21日以及 23
日-25日，汾渭平原可能出现两次中至
重度污染。新疆南疆地区可能出现持
续扬沙或浮尘天气。

京津冀及周边区域：12 月 中 下
旬，区域大部空气质量以良至轻度污
染为主，首要污染物为 PM2.5。其中，
21 日-24 日，区域中南部局地可能出
现中至重度污染。

北京市：12 月中下旬，空气质量
以 良 为 主 ，首 要 污 染 物 为 PM2.5。 其
中，22 日-24 日扩散条件不利，可能出
现中度及以上级别污染过程。

长三角区域：12月中下旬，区域中
北部空气质量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南
部以良为主，首要污染物为 PM2.5。其
中，19日-20日以及 29日-30日江苏北
部、安徽西北部局地可能出现中度污染；
25日以及 28日区域中北部短时可能出
现中至重度污染。

汾渭平原：12 月中下旬，区域空
气质量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首要污
染物为 PM2.5。其中，19 日-21 日以及
23 日-25 日，区域大部扩散条件不利，
可能出现中至重度污染。

东北区域：12 月中下旬，区域大
部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首要污染物为
颗粒物。其中，21日-24日，扩散条件一
般，区域大部空气质量为良至轻度污染；
23日，局地可能出现中度污染。

华南区域：12 月中下旬，区域大
部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湖北、湖南以
及广东空气质量以良至轻度污染为
主 ，首 要 污 染 物 为 PM2.5。 其 中 ，16
日-17 日，湖南可能出现中度及以上
污染；26 日-29 日，湖北大部可能出现
中度及以上污染。

西南区域：12 月中下旬，区域大
部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首要污染物
为 PM2.5。其中，16 日-17 日、23 日-25
日以及 29 日-31 日成渝、贵州部分城
市可能出现轻度污染，个别城市可能
出现中度污染。

西北区域：12 月中下旬，区域中
西部空气质量以良为主，东部以良至
轻度污染为主，首要污染物为 PM2.5或
PM10。新疆天山北坡地区受高湿影
响，可能持续出现中至重度污染；新疆
南疆地区受沙尘影响，可能出现持续
扬沙或者浮尘天气。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是全国河长制发源地，通过成立“河小青”“巾帼护水队”等团体组织，
结合河长智能化巡河 APP、无人机巡河等科技化手段，实现河湖巡查监督全覆盖、零死角。图
为河道保洁员进行日常保洁作业。 人民图片网供图

本报记者杨爱群 见习
记者李俊伟呼和浩特报道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日
前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第
一批、第二批内蒙古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情况，公开曝光
了 16个典型案例。

从今年 8月底起，内蒙古
组成督察组分两批对包头市、
通辽市、巴彦淖尔市和呼和浩
特市、赤峰市、乌海市6个盟市
开展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第一批督察已完成，第二
批督察工作已接近尾声。

第一批督察期间，督察
组对 24 个旗县区开展了下
沉 督 察 ，实 地 检 查 企 业（项
目）640 个，受理群众信访举
报1578件，公开曝光了8个典
型案例。交办的 1578件群众
举报案件中已完成调查处理
1554件，其中属实 1202件，不
属实 352 件。责令改正 387
件 ，立 案 处 罚 110 件 ，罚 款
255.5万元，立案侦查 39件。

截至12月4日，第二批督
察各督察组先后对 24个旗县

区开展了下沉督察，实地检查
企业（项目）600多个，督察组共
收到群众来电、来信举报 508
件。被督察地方已完成查处
444件。其中，属实 112件，基
本属实12件，部分属实188件，
不属实 130件。责令改正 146
家，相关部门立案查处42件，罚
款1431.79万元，公安部门立案
侦查33件，约谈1人，问责1人，
并公开曝光了8个典型案例。

通过两批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内蒙古强化了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的
落实，解决了一批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境问题，推动了一
些重点难点生态环境问题的
整改，取得了明显成效。

据了解，内蒙古计划于
2020 年 3 月和 5 月分别完成
对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
阿拉善盟和呼伦贝尔市、兴
安盟、锡林郭勒盟 6 个盟市
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现
沿黄盟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全覆盖和所有盟市两年内自
治区督察全覆盖的目标。

内蒙古通报自治区生态环保督察情况

计划明年实现沿黄盟市督察全覆盖

本报见习记者夏连琪西宁报道 今年以来，
青海省按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和
农村环境整治全覆盖试点总体要求，以建设美
丽宜居村庄为导向，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
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坚决打好乡村人居环
境综合整治攻坚战，全省农牧区人居环境明显
改善。

持续推进农牧区环境综合整治，注重在整
治扩面和提档升级上下功夫，在投资实施农村
公路、便民桥梁、污水处理等工程基础上，安排
在 500 个村庄实施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并对 14

个已完成整治全覆盖的县实施提档升级。目前
全省整治村庄和游牧民定居点达 4015 个，占总
数的 90%以上，6个市州实现了全覆盖。

同时，青海积极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
施了西宁市、海东市、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
族自治州境内 21 个村庄的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并因地制宜选择垃圾处理方式，合理布局垃圾
分类、收集、转运和终端处理设施建设，推动农
牧区生活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持续推广
小型生活垃圾高温热解处理技术，刚察县、杂多
县等 8个试点项目陆续建成投入试运营。

本报见习记者李明哲哈尔滨报
道 记者日前从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
获悉，为加强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范，
增强环境应急的科学性，将组建黑龙
江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应急专家
组，聘任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军等 25 人
为专家组成员。同时公布了《黑龙江
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应急专家组管
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专家组成员既有中国工程院院
士，又有来自一线的科研、工程人员，
不但涵盖了涉水、气、土壤、重金属等
所有类别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处置专
家，还吸收了法律、医疗和舆情管理等
行业相关专家。其中，来自高校及科

研院所的专家占到了近半人数，为生
态环境安全保障工作提供了强大理论
基础。其余一线及相关行业专家将为
环境突发事件及时化解提供有力技术
支持。

《办法》规定，专家组成员年龄一
般不超过 65 周岁，实行聘任制，每届
任期 5 年。专家组成员在黑龙江省生
态环境厅应急办联系下，承担协助处
置突发环境事件，必要时参加现场应
急处置工作，指导制定应急处置方案，
提供决策建议；参与环境应急管理重
大课题研究，参与环境应急相关法律
法规制订；完成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
委托的其他工作等职责。

本报记者高岗栓太原报道 记者
日前从山西省太原市生态环境部门获
悉，今年年底前，山西省太原市将完成
磷肥、汽车、电池、水处理、锅炉、畜禽
养殖、乳制品制造、家具制造、人造板
制造等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逾
期未持证的，一律视为无证排污单位，
生态环境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直至
责令停业、关闭。

排污许可证是指生态环境部门根
据排污单位的申请，核发准予其在生
产经营过程中排放污染物的凭证。排
污许可证明确规定了企业的排污浓
度、年排污总量等指标。取得排污许
可证的企业，在国家环保平台上会形

成公共端信息，使得企业的环境相关
信息更加透明，任何人都可以在平台
上查询到。

太原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表示，
企业排污许可证完成申领后，并不是
万事大吉，而是要严格禁止无证排污
或不按证排污。对无证排污的，责令
其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
1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
准，责令停业、关闭。对无证排污、不
按证排放、超标排放或者超总量排放，
以及通过逃避监管的方法排放大气污
染物的，可依法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或
按相关法规严肃处理。

黑龙江组建生态环境应急专家组
指导制定应急处置方案，提供决策建议

太原年内将完成排污许可证核发
逾期未持证的，生态环境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

青海整治村庄和游牧民定居点四千余个
农牧区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源头守护，保护绿水青山成头等大事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
泉源。”生态涵养区是城市的“大氧吧”和“后花园”，在
城市整体空间布局规划中地位和作用极其重要。

12 月 16 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张
家口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
规划（2019-2035 年）〉实施意见》。意见指出，张
家口市将加快建设首都“两区”，走出一条经济欠
发达地区生态兴市、生态强市的路子，圆满交出冬
奥会筹办和本地发展两份优异答卷，加快推进河
北“两翼”发展。

而在此前的一天，12 月 15 日，《苏州生态涵养
实验发展区规划》和《关于开展苏州生态涵养发展实
验区建设的实施意见》发布，明确吴中区东山镇、金
庭镇及周边区域被划定为实验区建设主体范围，具
体包括两镇陆域、两镇之间的太湖水域和环两镇500
米范围的太湖水域，总面积约285平方公里。

就在去年 11 月，北京市也正式发布《关于推
动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
全市面积的 2/3 被纳入涵养区，包括门头沟区、平
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以及昌平区和房山
区的山区部分，土地面积 11259.3 平方公里。涵养
区 2017 年常住人口 266.4 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
的 12.3%。

少取多予，突出生态高水平保护

根据各自的规划，三地都围绕加
强源头管控、推动生态修复治理做了
具体安排。

苏州市明确了生态涵养发展实验
区建设的“三步走”目标。到 2020 年，
初 步 建 立 生 态 涵 养 发 展 实 验 区 ；到
2025 年，基本建成生态涵养发展实验
区；到 2035 年，全面建成生态涵养发展
实验区。

对于“全面建成”的界定，苏州市
也明确了 4 方面内容：推进生态高水平
保护、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共
服务和民生保障水平、探索新型财政
支持和考评体系。

为加快建设首都“两区”，河北共
对张家口的发展提出 8 项重点任务，分

别是加强生态空间管控、提升水源涵
养功能、增强林草湿地系统功能、实施
矿山综合整治、改善提升环境质量、优
化发展绿色产业、推进城乡融合绿色
发展、强化绿色发展基础支撑。

在未来的发展中，张家口市将优
先划定生态空间，编制实施生态环境
功能区划，依托自然保护区所在山系，
以及桑干河、白河水系，构建“伞”型山
骨水骨，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因地制
宜实施生态建设和修复工程。提高涵
水蓄水能力，持续实施永定河上游、白
河等河道及流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
工程。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修复，
突出首都周边、“三区两线”等重点区
域责任主体灭失的矿山迹地修复绿化

治理，构建矿山环境治理新机制，加快
改善矿区及周边生态环境等。

“少取、多予、放活、管好”，则成为
北京市推动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
色发展的原则。北京市将切实保障生
态涵养区的基本权益和发展权益，优
化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市场化、
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巩固提升
生态涵养保护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
推动生态保护投入保障由政府“一家
扛”转为政府、企业和社会“多家抬”，
实现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

在 加 强 生 态 涵 养 区 规 划 管 控 方
面，北京市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严控房
地产开发建设，严格控制建设规模，严格
执行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严禁不
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加
大拆违控违力度，确保区域生态空间只
增不减、土地开发强度只降不升。

发展保护两相宜，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