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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然保护地卫星遥感监测实现天、空、地全覆盖，有效支撑监管

布下一张网 监管无死角 ◆新华社记者王丁 李钧德史林静

八百里大别山，横亘在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
这里既有北国江南的风光旖旎，也有江南北国的豫
风楚韵。古老村落、绿色资源、红色故事，在此交相
辉映。

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大别山区正发生着
翻天覆地变化，小康生活悄然走近，叩开革命老区的
大门。

走进散落在大别山那些依山傍水的村落，一幅
幅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徐徐展开，这里有一水护田、
青山对开的美丽生态、有蒸蒸日上的各色产业、载满
乡愁的农耕印记，还有村民脸上洋溢的欢喜，所见所
闻恰可满足游客对美丽乡村的想象。

风景生宝藏，重塑美丽新乡村

曾发誓走出田铺大塆就一辈子不回来的韩光莹
回来了。

刚送走一波游客，有了片刻闲暇，韩光莹坐在堂
屋望着门外有些出神：盛夏时节，田铺大塆总是弥漫
着化不开的水墨色，这个曾经拼命想要逃离的地方，
现在竟这样迷人。49 岁的韩光莹如今在老家河南
省信阳市新县田铺大塆开了一间名叫“老家寒舍”的
民宿。

塆，在字典里的释意是指山沟里的小块平地。
大山阻隔，曾让这里的发展缓慢。韩光莹记忆里，田
铺大塆总是破破烂烂的，“晴天一脚牛屎，雨天一腿
污泥”。

“那个时候，年轻人觉得最有出息的事就是离开
这个村。”韩光莹说。20 世纪 90 年代，韩光莹远赴韩
国务工，这一时期他家里兄弟姐妹 6 人，有 5 人都在
外打工。

改变悄然而至。在 2014 年，田铺大塆等村庄成
功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随后，新县规划

“九镇十八湾”，发展全域旅游。田铺大塆先后完成
了修路排水、大塘整修、人工湿地等 11 项系统工程，
彻底改变了村庄面貌。

如今的田铺大塆青山环抱，碧水萦绕，一道道梯
田水塘错落有致，一排排土坯瓦房朴实静美，充满韵
味的山乡风景吸引远近游客纷至沓来。

与此同时，在信阳市，一批大别山村趁着乡村振
兴的机遇也开始在红色文化、绿色资源、古色村落上
做足文章，美丽乡村越来越多。据统计，目前信阳市
已获国家、省、市级美丽乡村等荣誉称号 1872 个。

远在韩国打工的韩光莹一直关注着家乡的变
化，2016 年他辞掉工作回老家，将老屋翻新，办起村
里第一家民宿。改造后的“老家寒舍”，门口有竹、门
头挂匾、院里设茶，堂屋居中悬挂一幅“蕉岭烟云
图”，右侧悬挂一幅家族族谱。

寒舍不“寒”，游客很旺。韩光
莹的小院共有 6 间房，平时入住率
在 60%以上。每逢假期都要提前预
订，现在每年纯收入 10 万多元。“留
在老家，守着田园，还能为家乡建设
出一份力，再没什么比这更让人心
里美了。”韩光莹说。

村民携创客，故乡蕴新机
兴新业

村民许秀青家的用电量，比 5
年前涨了 10多倍。

“电都用在哪了？”60 岁的村民
许秀青掰着指头算：“家里现在有 3
台空调、4 个冰柜……”电器多到一
时数不过来，她干脆一挥手爽朗地
笑道，“用电的地方越来越多，日子
也越过越好！”

许秀青是田铺大塆“春临农家”
饭店的老板，也曾是村里最年轻的
留守人员。

田铺大塆共 81 户，295 人，外出
打工潮兴起后，村里最少时候剩不
到 50 人。“能走的都走了，到了饭点
儿也都没几户冒烟。”许秀青也碰
上了一生中最难的时刻，儿子结婚
加上老伴生病，家里欠下 20 多万元
的债。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田
铺乡党委书记邵燕说，2014 年，着
手打造田铺大塆美丽乡村的同时，
如何培育产业、创造就业，让村民富
起来，成为摆在田铺乡党委、政府面
前的一道必答题。

在村干部的动员鼓励下，许秀青
办了村里第一间农家乐，做起了第一
个吃螃蟹的人。大家给农家乐起了
一个寄寓希望的名字：“春临农家”。

“咱穷山沟，有人来吗？”“可别
牌子刚竖起来就砸了！”……在村里
开农家乐，一开始村民并不看好。
然而，“逆袭”后的田铺大塆很快出
了名，村里游客络绎不绝。

“赶上假期，我从中午11点开始
炒菜，一直到下午4点，手都没有离开
过锅铲。”仅用了 3年时间，许秀青就
还清了所有的外债。去年一年，凭借
农家乐，许秀青一家收入30万元。

2018 年，许秀青赢得了人生中
的第一项荣誉，成了田铺乡“创业示
范典型”，她将奖状摆在了堂屋最显
眼的位置。

为在村里孵化更多“许秀青”。
2016 年，村里专门成立三色农耕园
艺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上海一家旅
游管理公司合作，背靠青山绿水，打
造“创客小镇”。

“啥是‘创客’？”一开始村民们
不理解。

后来，村里陆续有了：卖手绣鞋
垫的“匠艺工坊”、卖竹编的“不秋
草”店、卖蜂蜜和豆腐乳等土特产品
的“田铺伴手礼”店……20 多家“创

客店”就地取材，各具特色。这时，
“创客”在村民心中的形象真实丰满
起来。

2019 年 ，田 铺 大 塆 游 客 超 过
10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8500 多
万元，吸纳就业 120余人。

除了民宿、农家乐、创客店，田
铺大塆农民还将从“三块地”刨金。
邵燕介绍，全乡 12 万亩林地计划入
股，成立合作社；6000亩耕地即将整
合，发展观光农业；108 户易地搬迁
后，流转宅基地，建设康养度假村。

产业多了、人也多了。傍晚，许
秀青走在村里的石板路上，看着不
到饭点儿家家户户都升起烟火，心
里有说不出的欢喜。

乡忧成乡恋，绘出“富春
山居图”新画卷

走进田铺大塆，黑片瓦、黄泥
墙，仿佛一幅拙朴的山水画。

来到新县西河村，远山如黛，一
水绕村，150 余间古民居隔河相望，
村子每一处最细微的美，都得到了
尊重。

步入罗山县何家冲村，同是如
画景致却更显厚重。这里是昔日红
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青山环野立，
古树参云天。一幢幢明清风格的豫
南古民居，诉说着古村的历史。

……
如今，这些美丽村落星散在大

别山区，成为一道道载满乡愁的风
景线。

不搞大拆大建，因村制宜，因势
利导，信阳市逐渐打造出一幅幅各
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青山绿水的美丽生态、蒸蒸日
上的各色产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身家乡建设。

据 信 阳 市 务 工 服 务 办 公 室 统
计，截至 2019 年底，信阳市农民工
返乡创业累计达 13 万多人，累计创
办各类经营主体近 8 万个，带动就
业 80 多万人，涉及乡村旅游、山林
综合开发、电子商务、种植养殖等多
个领域。

不仅曾发誓一辈子不回田铺大
塆的韩光莹回来了，韩光莹的大哥、
二嫂也都回村开了店，一家人离乡
务工 20年后再度团聚。

如今，田铺大塆村民对家乡的
改造仍在继续，每隔一段时间，村里
就如雨后春笋般“生发”出新的主题
商店、手工作坊和特色民宿。如今，
对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全面
振兴，大别山区群众充满信心。

“远看烟山云树，近听泉水潺
潺”。此情此景，49 岁的韩光莹不
由感慨：“回来了，就再也不想离开
了。”

◆本报记者吕望舒

自然保护地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
和生命线，是大自然的瑰宝和美丽中国
的象征。作为国家生态保护监管的主要
技术支持单位，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
用中心（以下简称卫星中心）利用天地一
体化技术手段，持续开展自然保护地监
测工作，有效支撑着自然保护地监管，为
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建设美丽中国提供
有力支撑。

监测范围不断扩展，有效
支撑自然保护地监管

2009 年卫星中心成立之初，就开始
肩负起了自然保护地遥感监管的职责。

“刚开始，遥感监测手段主要应用到
自然保护区晋升方面，为自然保护区评
审提供技术支撑，之后不断发展壮大。”
卫星中心自然生态遥感部博士刘晓曼介
绍说。

“一方面，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保
护 工 作 的 重 视 ，对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监 管
工作需求日益增加；另一方面，随着监
测 技 术 手 段 的 日 益 发 展 进 步 ，我 们 逐
步将业务扩展到自然保护地监管工作
的各方面，包括针对领导批示、环保约
谈 、群 众 举 报 、媒 体 曝 光 、专 项 监 督 检
查 等 专 项 遥 感 监 测 。”谈 到 如 今 的 工
作 ，卫 星 中 心 自 然 生 态 遥 感 部 博 士 肖
如林告诉记者。

历经十多年的发展，我国自然保护
地遥感监管实现了从无到有、从点到面、
从浅到深、从被动到主动、从应急到定期
的蓬勃发展，如今已成为生态环境部生
态遥感监测业务化程度最高、开展范围

最广、业务量最大的“品牌业务”和“拳头
产品”，形成了自然保护地疑似问题线索

“遥感发现——地面核查——监督执法”
的主动发现监管体系。

截至 2020 年 5 月，卫星中心自 然 生
态遥感部共上报自然保护地监测相关研
究报告 200 余份，在自然保护地监管工
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效显著。

“我们开展的 8 次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 、3 次 省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1 次 国 家 公
园、1 次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自然保护地
人 类 活 动 遥 感 监 测 ，累 计 发 现 各 级 各
类 自 然 保 护 地 疑 似 问 题 线 索 94 万 多
条。”卫星中心自然生态遥感部博士付
卓说。

这些疑似问题线索直接支撑了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以及“绿盾”自然
保护地强化监督等重大任务的线索筛
选 和 证 据 锁 定 。 例 如 ，在 中 央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中 ，卫 星 中 心 自 然 生 态 遥
感 部 根 据 现 场 工 作 需 求 ，开 展 了 张 掖
黑 河 湿 地 、甘 肃 祁 连 山 、甘 肃 敦 煌 阳
关、湖南洞庭湖、海南青皮林等自然保
护 区 遥 感 监 测 ，为 中 央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察提供了有力支撑。

利用新技术，提升自然保
护地监管支撑能力

“今年，我们需开展 6 个批次自然保
护地遥感监测，每个批次平均约 500 个
保护地，累计处理约 300 万平方公里的
遥感影像数据，实现数万条人类活动线
索的发现、下发核查、上传更新等。”细数
今年的工作，卫星中心自然生态遥感部
的闻瑞红和王雪峰一起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

为增强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能
力，进一步提升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
管工作现代化、科技化和精细化水平，
2012 年以来，卫星中心自然生态遥感部
不断探索加强信息化能力建设，更高效
便捷地实现天地协同，更好地服务于自
然保护地监管。

2012 年 ，卫 星 中 心 自 然 生 态 遥 感
部 组 织 研 发 了 适 用 于 平 板 电 脑 的“ 自
然保护区移动核查执法系统”，在原环
境 保 护 部 执 法 局 2013 年 和 2014 年 组
织 开 展 的 自 然 保 护 区 执 法 、生 态 司
2015 年组织的自然保护区专项执法和
检查、六大督察局 2013 年和 2014 年开
展的专项自然保护区督查工作中发挥
了 很 好 的 作 用 ，极 大 地 提 高 了 执 法 和
实地核查的效率。

2017 年，生态环境部牵头组织开展
了“绿盾 2017”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督
检 查 专 项 行 动 ，强 化 了 自 然 保 护 地 监
管。随着“绿盾”专项行动的持续深入开
展，对自然保护地人类活动一体化监管
系统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为此，自 2018 开始，卫星中心为进
一步满足自然保护地监管需求，逐步开
始了自然保护地监管信息化能力建设方
面的布局，致力于综合运用 3S 技术、大
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建立服务于自
然保护地监管执法，综合信息化、覆盖全
面化、高效便捷化、协同一体化的自然保
护地人类活动监管系统。

2020 年，生态环境部发文正式启用
自然保护地监管系统。“这个系统研发了
近两年的时间，今年 5 月正式启用，仅仅
一 个 月 的 时 间 ，用 户 已 经 超 过 1400 多
人，包括生态环境部直属单位、地方生态
环境部门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等单
位。”卫星中心自然生态遥感部孙阳阳自
豪地介绍说。

这一套自然保护地人类活动监管
系统支持便捷、高效、规范的自然保护
地 人 类 活 动 遥 感 监 测 数 据 下 发 、逐 级
核查填报、抽样巡查、专项督察等全过
程监管链条以及人类活动信息的台账
化 管 理 维 护 与 多 维 展 示 分 析 ，初 步 实
现 了“ 统 一 标 准 、统 一 数 据 、统 一 系
统 ”和“ 监 测 与 监 管 协 同 、国 家 与 地 方
协 同、天 空 地 协 同 ”的“三 统 一 ”、多 协
同 、全 过 程 的 自 然 保 护 地 人 类 活 动 监
管 目 标 ，为 自 然 保 护 地 人 类 活 动 监 管
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面对新责任，完善自然保
护地监管体系建设

随着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的建立，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卫星中心也在进
一步为推进自然保护地天地协同监管体
系建设和加强自然保护地监管能力现代
化提供技术支撑。

在监管技术体系方面，将充分发挥
“天基”卫星遥感、“空基”无人机遥感以及
“地基”的定位观测、地面调查等各种技术
手段优势，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的自
然保护地监测监管网络体系，形成“全方位
的监测监管一张网”，提升自然保护地监测
监管能力，实现自然保护地全方位监测
监管。

在监管业务领域方面，将逐步从人
类活动监管拓展到综合评估、诊断、预测
预警等业务领域，构建自然保护地监管
的“全链条的业务版图”，实现自然保护
地全链条监管。

“特别是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
计算等信息化手段，形成自然保护地监管、
评估、诊断和预测预警能力，全面掌握人类
活动的类别、分布和动态变化情况，及时评
估、诊断、预警其生态影响和潜在风险，提高
自然保护地管理决策科学化水平。”卫星中
心自然生态遥感部侯静介绍说。

面对新职责、新使命和新要求，自然
保护地监管业务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
历史机遇。在今后一段时间，将是自然
保护地监管业务的质量提升期和技术转
型期，自然生态遥感部将重点推动监管
业务由自然保护区监管向自然保护地监
管的拓展、由人类活动监管向生态系统
全要素监管的拓展、由传统数据处理技
术向大数据协同分析技术的转型。

同时，卫星中心将建立自然保护地
业务化运行的技术标准规范体系，形成
分工协同、上下联动、互联互通的业务化
运行机制，为自然保护地监测、评估、执
法提供全方位的基础支撑。

为切实保障高考
考生拥有一个良好的
备考环境，7月 6日-8
日，广东省深圳市生
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
充分利用“远程喊停”
工 地 噪 声 监 管 新 模
式 ，以“ 线 上 全 时 监
控 +线 下 滚 动 ”巡 查
执法相结合的方式，
加大执法力度，加强
执法力量，加密执法
行动频次，严厉查处、
有效制止违法超时施
工行为。图为执法人
员查处了一家噪声产
生场所。
李菁张云鹏 钟钧摄

上接一版

行而不辍、未来可
期，打造“无废亦庄”名片

“‘ 无 废 亦 庄 ’，正 在 成 为 北
京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的 一 张 绿 色
名 片 。”谈 到 北 京 经 开 区“ 无 废
城 市 ”建 设 的 未 来 愿 景 ，梁 胜 坚
定说道。

据悉，下一步，北京经开区将
在工业领域，立足经开区实际，分
阶段、分步骤完成各项试点建设
任务。力争到 2020 年底，建立起

“无废城市”建设综合管理制度和
技术体系，形成一批具有产业特
色，可复制、可推广的“无废城市”

建设试点的开发区示范模式。通
过推动产业循环发展、开展绿色
制造体系建设、创新危险废物管
理制度等举措，全面提升工业危
险废物综合利用率，探索工业园
区的绿色发展模式。到 2025 年，

“无废城市”建设模式在“亦庄新
城”范围内全面铺开，落地一批先
进的固体废物处理工程设施，基
本实现依靠区内基础设施处理处
置固体废物，初步实现园区趋零
排放。

在生活领域，将广泛开展“无
废城市细胞”建设，推行生活垃圾
强制分类，持续推行绿色生产，倡
导绿色生活，形成全社会共同参
与的良好氛围，引导社会各类群
体形成低物质消耗、低固体废物

产生量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并建
设“无废城市”宣传教育基地，面
向“一带一路”国家推广固体废物
管 理 理 念 与“ 无 废 城 市 ”建 设 经
验，打造“无废城市”建设的中国
品牌。

以“无废城市”建设为契机，
北京经开区将在工业领域和生活
领域，实行固体废物全过程减量、
充分循环利用，全面提升固体废
物管理水平。在理顺产城关系、
完善发展环境的同时，打造绿色
生态城市样板。并通过“十四五”
规划、“亦庄新城”规划，在更广阔
的范围内搭建绿色可持续发展的
国际交流平台，使“无废亦庄”成
为 北 京 经 开 区 名 副 其 实 的 绿 色
名片。

本报记者张楠北京报道 北京
市市场监管局网站近日公布《居
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以下简称

《标准》），并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
正式实施。《标准》以世界同类气
候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先进水
平为目标，北京居住建筑节能率
将由 75%提升至 80%以上。

计算证明，建筑物的主体朝
向，如果由南北向改为东西向，耗

热量指标约增大 5%。针对这一情
况，《标准》提出，居住建筑在设计
时，朝向宜采用南北向或接近南
北向。

近年来，新风系统逐渐兴起，
但集中新风系统相对户式新风系
统运行能耗明显增加。《标准》提出，
住宅宜采用分户新风系统，不宜采
用集中新风系统。此外，《标准》还
特别提出，居住建筑内选择家用电

器时，应采用达到中国能效标识
二级以上等级的节能产品。

有电梯的居住建筑，电梯能
耗是建筑能耗的重要组成部分。

《标准》提出，居住建筑应选用节
能电梯。当两台及以上电梯集中
设置时，应具备群控功能，优化减
少轿厢行程。当电梯无外部召唤
时，且电梯轿厢内一段时间无预
设指令时，应自动关闭轿厢照明
及风扇，降低轿厢待机能耗。

此外，《标准》还提出了不宜
建设有三面外墙的房间；居住建
筑屋面天窗面积不应大于该房间
屋面面积的 10%；居住建筑应该尽
量少设凸窗，北向房间不得设置
凸窗等规定。

建筑物主体朝向哪儿最节能？

北京明年实施《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本报记者文雯北京报道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
切实做好长江流域禁捕有关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按照国务院部署，2021 年
元旦前，长江流域将实现全面
禁捕，开启长江“十年禁渔”。

《通知》指出，长江流域禁
捕 是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重
要指示精神、保护长江母亲河
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
措，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功
在 当 代 、利 在 千 秋 的 重 要 决
策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多 次 作 出
重 要 指 示 批 示 ，李 克 强 总 理
提 出 明 确 要 求 。 沿 江 各 省

（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各有关
部 门 要 把 长 江 流 域 重 点 水 域
禁 捕 和 退 捕 渔 民 安 置 保 障 工
作 作 为 当 前 重 大 政 治 任 务 ，
进一步落实责任，细化完善各
项政策措施，全面抓好落实。

《通知》要求，一是提高政
治站位，压实各方责任。二是
强化转产安置，保障退捕渔民
生计。三是加大投入力度，落
实相关补助资金。四是开展专
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捕
捞行为。五是加大市场清查力
度，斩断非法地下产业链。六
是加强考核检查，确保各项任
务按时完成。

《通知》还同时转发了农业
农村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
分别牵头制订的工作方案，要
求各地贯彻执行。

农 业 农 村 部 发 布 的《进
一 步 加 强 长 江 流 域 重 点 水 域
禁 捕 和 退 捕 渔 民 安 置 保 障 工
作实施方案》中提出“三个确
保 ”：确 保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起 长 江 干 流 和 重 要 支 流 、大

型通江湖泊（即“一江、两湖、七河”）等重点水域实
行 10 年禁捕，巩固 332 个水生生物保护区全面禁捕
成 果 ；确 保 2020 年 12 月 15 日 前 捕 捞 渔 船 全 部 封 存
管 理 、分 类 处 置 ，应 退 尽 退 、不 漏 一 船 ；确 保 退 捕 渔
民转产转业安置到位，做到应保尽保、不落一人，上
岸就业有出路、长远生计有保障。通过实施精准退
捕，强化安置保障，加强执法监管，推进长江水生生物
资源和水域生态保护修复，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

根据方案，从 2020 年 7 月 1 日起，到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安部和农业农村部将牵头启动为期一年的打击
长江流域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将分 3 个阶段依法
严厉打击整治非法捕捞等各类危害水生生物资源行
为，切实加强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确保长江流
域禁捕取得扎实成效。

市场监管总局也将在同期启动打击市场销售长江
流域非法捕捞渔获物专项行动，彻底斩断市场销售长
江流域非法捕捞渔获物产业链。

国
办
要
求
切
实
做
好
长
江
流
域
禁
捕
有
关
工
作

明
年
起
长
江
﹃
十
年
禁
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