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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督察 进行时

◆本报记者于天昊

2020 年 9 月，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组长于广洲带队赴秦岭和祁连山
地区，实地调研自然保护区的建设、管理
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问题整改
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全面加强
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我国进入高质
量发展阶段，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越来越
明显。只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绿水青山就
可以成为金山银山。因此，自然保护区和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对 生 态 保 护 的 意 义 十 分
重大。

在秦岭和祁连山地区，中央第七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都关注了哪些问题？

“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思路
要突破，方法要创新”

第一站是陕西。习近平总书记曾于
今年 4 月来到这里，对陕西的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做出过重要指示。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佛坪管理分局，于
广洲详细询问了大熊猫的保护和繁育情
况。他对大熊猫的保护工作给予了充分

肯定，并指出：“发展熊猫产业要因地制
宜，在保护中实现发展，实现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

习近平总书记曾将牛背梁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作为考察陕西的第一站。于广
洲在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研时指
出，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记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用更加科学的手段对
园区加强监管，当好秦岭生态卫士，为秦
岭美景永驻、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做出应
有贡献。

9 月 18 日，督察组来到位于西安市的
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和陕西省珍稀野生
动物抢救饲养研究中心调研。在陕西省
珍稀野生动物抢救饲养研究中心，于广洲
详细了解了金丝猴、羚牛、朱鹮等珍稀野
生动物的抢救饲养情况。

于广洲强调：“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思
路要突破，方法要创新。要不断适应新形
势、新变化。要像总书记说的那样，自觉
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全
过程。野生动物保护法要完善，执法管理
体制要改革，生态保护宣传也要加强。”

“看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我很高兴”

督察组在洋县的陕西汉中朱鹮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调研时了解到，因朱
鹮经常在稻田觅食，所以全县百姓耕作时
绝不施用任何化肥农药，不仅保护了朱

鹮，也使得洋县的有机产品远近闻名。于
广洲深入洋县田间地头，实地了解朱鹮保
护情况。

在紧邻县城的一条河道中，于广洲发
现了成群觅食的朱鹮。他指出：“保护朱
鹮的几十年历程，让我们有了‘朱鹮模式’
的 经 验 ，下 一 步 ，要 把 这 种 模 式 发 扬 光
大。”

傍晚时分，金沙湖畔，督察组发现了
归巢的 46 只野生朱鹮，成群结队，蔚为壮
观。于广洲高兴地说：“看到朱鹮被保护
得很好，当地居民和朱鹮和谐共存，我很
高兴。”

“林区和草场都是珍贵的
自然资源，要下大力气修复
保护”

秦岭不仅是我国南北分界线，更是一
道“绿脉”，森林覆盖率达 95%。来到海拔
2170 米的秦岭林区，于广洲和督察组成员
克服困难，不断沿着山路上坡前行。

瞭望塔顶端的红外监测设备，覆盖范
围达周边 20 公里。利用红外技术，能够第
一时间检测到火点，并及时通知监测中心
应对处置。

“总书记嘱托我们，要‘当好秦岭生态
卫士’，保护秦岭，首先要保护好这一片秦
岭天然林资源。”于广洲说，“要落实相关
的法律法规，不断运用新科技、新方法推
动森林防火和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切实保
护好这一片珍贵的天然林。”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来甘肃考察时，
曾来到山丹马场，察看了草场和马群放养
情况，听取了祁连山生态修复和保护情况
汇报。

9 月 19 日，督察组来到山丹马场，调
研山丹马场的生态修复工作。

于广洲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
好祁连山的生态环境，对保护国家生态安
全、对推动甘肃和河西走廊可持续发展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山丹马场的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要发
展生态环保、可持续的产业。要明白，只
有保护好草场资源，才能造福当地群众，
让绿水青山常驻。

9 月 20 日，于广洲和督察组成员来到
祁连山国家公园，对康乐草原的保护情况
进行调研。高山草地的坡下，一片片云杉
侧柏郁郁葱葱，生机勃勃。于广洲说：“甘
肃为了祁连山国家公园的整改做出了许
多努力，付出了很大的成本。习近平总书
记曾指出，生态修复要付出很大代价，但
不能有丝毫含糊，必须下大力气抓好。下
一步，就是要持续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指导，全面践行新发展理念，认真对照
目标任务，推进好长期整改任务。”

督察期间，于广洲组长率先垂范，不
管山路如何陡峭崎岖，始终走在队伍最前
面。6 天的督察历程，督察组走遍 12 个点
位，在外督察时间超过 60 个小时。于广洲
在这次下沉督察结束时总结说：“我们的
辛苦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都为保护好绿
水青山出了一份力。”

6天12个点位，第七督察组赴秦岭、祁连山调研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生态修复

要为保护绿水青山出一份力

近年来，上海市杨浦滨江逐渐从以工厂仓库为主的生产岸线转型为以公园绿地为主的生活岸线、生
态岸线、景观岸线，昔日的工业锈带变成了生活秀带，依托工业遗存和原生态特色植物，打造后工业特色
景观带。这里设计了若干雨水花园，因地制宜地运用雨水调蓄功能和海绵城市技术，调节城市水文微气
候，创建低碳低能耗、充满野趣的综合环境。 本报记者邓佳摄

◆本报记者刘晶 实习生杨岚

从高处俯瞰吉水村，土地平旷，屋舍俨
然，近看有宽阔大气的村广场，远眺有郁郁
青山和潺潺流水。几年来的生态扶贫让贫
困的吉水村改头换面。“你们看白江自然村
那个党建文化广场多宽敞气派。以前可是
一片残垣断壁破砖烂瓦，各种蛇鼠虫蚁出没
呢。”驻村工作队队长陈辉杰自豪地说。

吉水村位于广东省陆丰市八万镇南部，
总人口 780 户 4180人，2016年确定贫困户 118
户，480 人。在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对口帮扶
下，村里的贫困户全部摘掉了贫困“帽子”。

以贴心服务实现“党建+”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扶贫工作组高度重

视对口帮扶吉水村的党建工作，在党建的引
领之下，吉水村党支部打造了一个团结有战
斗力的班子，支部组织活动有声有色。每月
的主题党日活动，成为村党支部宣传党的方
针政策的“加油站”；组织党员成立志愿者服
务队，做群众的“贴心小棉袄”。

吉水村基层组织硬件建设不足，扶贫工
作组投入 107 万元高标准建设吉水村党群服
务中心，协助完善村党支部工作制度和机
制，极大地激发了吉水村党支部活力。

以精准专业实现“生态+”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通过生态帮扶之路，

实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脱贫两手抓。早在
开展对口帮扶工作之前，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初汉就带队到吉水村开展实地调研。当
他看到吉水村环山抱水的良好自然生态条
件，与贫困落后的面貌之间形成巨大反差，
他就殷切叮嘱道：要安下心来 工 作 ，带 着 感
情 真 扶 贫 、扶 真 贫 ；要 在 帮 扶 过 程 中 突 出
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带着领导的嘱托，驻村扶贫工作
队斗志昂扬，发挥专业优 势 ，按 照“ 生 态 +”
模式，开启生态型的新农村帮扶开发建设，
努力实现优美生态环境与高质量脱贫双向
共赢。

术业有专攻，扶贫工作队邀请了深圳市
环境科学研究院为吉水村做生态村建设规划。同时，驻村工作队还
联合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为吉水村监测水源、大气、土壤环境质量，
为村民新建住房进行甲醛监测等。

2016 年至今，吉水村共投入各项资金 3700 多万元，建设了饮用
水工程，铺设了雨污分流管道，实现村道巷道硬化，建设了 7 个污水
处理终端、6 座生活垃圾屋、6 座生态文化广场，实施“点亮吉水”全村
照明工程。

通过帮扶，吉水村人居环境质量全面改善，在汕尾市环境卫生抽
查评比中，吉水村多次名列第一。

以发展产业实现“幸福+”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3 年多以前开启的中药材牛大力种植，如

今已有 1000 亩以上，已然是吉水村经济的“顶梁柱”。同时，为进一
步发展壮大产业，扶贫工作组联合专业种养公司，瞄准打造一条完整
产业链的目标，并将吉水村中药材牛大力产业项目从“一村一品”发
展成“一镇一业”，带动了全镇经济发展。预计每户每人年均收益可
增加 5000 元以上，惠及全体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不仅如此，驻村工作队还联合万吉农业合作社投入 30 万元开发
了约 93 亩蔬菜基地，年收益 10%，分红给全体贫困户。统筹 60 万元
投入到陆丰市开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陆基集装箱式水产养殖项目，
年收益 8%，分红给有劳力贫困户。

据了解，这三个产业项目每年可给村集体带来约 30 万元收入，
实现可持续“造血”。

“产业发展壮大了，农民稳定脱贫、迈进小康就更有保障了，过上
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决心也就更足了。”驻村扶贫队队长们的眼里都闪
烁着对未来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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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高岗栓太原报道 应
查尽查，有口皆查。日前，由生态
环境部组织的汾河流域入河排污
口现场排查工作正式启动。在视
频会太原分会场，山西省太原市副
市长卢秋生作表态发言。

汾河是山西人民的母亲河，发
源于忻州市宁武县，全长 700 多公
里。根据生态环境部部署，即日起
组织 285 人，对汾河流域入河排污
口实地排查，排查范围涉及太原、
忻州、吕梁、晋中、临汾、运城 6 个
地市 28 个区县的 1388 公里岸线。
采取“拉网式”排查方式，65 个现
场排查组，计划用 7 天徒步走遍排
查范围内的每一段岸线，全面摸清
入河排污口底数，并探索经验做
法，带动整个黄河流域的入河排污
口排查整治工作。

生态环境部已会同各地开发
了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APP，可
定位排口、按图索骥、精准导航，高
效完成“打卡点位、选择信息、上传

照片”的排查任务。现场排查前，
生态环境部与 全 省 各 地 市 协 同
配合，共同完成了基础资料分析
工 作 ，整 合 了 汾 河流域第二次全
国污染源普查、重点排污单位、排
污许可审批、“12369”投诉等数据，
对排污口基本情况分析 论 证 ，不
仅掌握了历史排污口分布情况，
也 进 一 步 明 确 了 排 查 的 重 点 区
域 、敏 感 区 域 。 比 如 ，在 本 次 排
查 范 围 内 ，22 个 工 业 园 区 、28 个
水 源 保 护 区 以 及 各 工 业 企 业 位
置，在 APP 系统上一目了然；顺利
完成汾河流域 2120 平方公里范围
的无人机航测任务，并 将 航 测 发
现 的 疑 似 排 污 口 逐 一 甄别录入
APP 系统，为此次现场排查提供
了精准靶向。

卢秋生表示，全市上下将提高
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用心服
务保障，积极参与并支持做好汾河
流域太原段入河排污口现场排查
工作。

汾河流域入河排污口现场排查正式启动
涉及 6个地市 28个区县 1388 公里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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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国内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
同时，中国深度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认
真履行已加入的生态环境相关国际公约，
倡议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先后与 100多个国家开展环保交流合作，
实施一大批生物多样性合作项目，为全球
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积极贡献。

三、推动共建地球生命共
同体

在 2016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三
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获得 COP15 主办
权，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成就的高度认可。COP15将制定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框
架”），明确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
标，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并寄予厚望，
将 COP15视为解决日益严峻的全球生物
多样性丧失问题的关键历史性节点。

作为 COP15 东道国，中国高度重视
会议筹备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国
际场合，多次提及并推动相关国家和国
际组织对 COP15 的支持。虽然受疫情
影响，COP15 会期有所延迟，但中国始
终严格对照《东道国协议》，认真落实职
责、履行义务，不断完善会场设备设施、
会务服务和各项保障措施，积极参与全
球关于“框架”的磋商进程，认真筹划大
会高级别会议，争取举办一届圆满成功、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缔约方大会。

2019 年 9 月，中国和《公约》秘书处
共同发布 COP15 主题“生态文明：共建
地 球 生 命 共 同 体 ”（Ecological Civiliza-
tion — Building a Shared Future for All
Life on Earth），这一主题与《公约》提出
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2050 年愿景
不谋而合，顺应了世界绿色发展潮流。
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中国政府将坚持

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建地球生
命共同体，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
中国智慧和力量。

一是广泛谋求共识，推动COP15
成果达成和持续落实。坚持多边主义，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积极主动为
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作出承诺。充分吸
收总结“爱知目标”经验教训，提出既具
雄心又科学务实的新十年目标。积极搭
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话桥梁，加
强关键议题交流磋商，推动各方相向而
行、求同化异、增进共识，促进“框架”顺
利达成。广泛调动多种资源，拓宽融资
渠道，提高资金执行效率，加强科学技术
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切实推动发展中
国家履约，保障“框架”的后续落实。

二是强化顶层设计，以生物多样性
保护助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抢抓疫
后经济复苏战略机遇，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加快构筑
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的生态经济体系。
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监管能力，
严控重要生态空间用途改变，加强对野
生动植物资源利用的全过程监管。提高
社会各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自觉性和参
与度，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良好氛围。

三是加强国际合作，携手应对全球
环境挑战。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议题纳入
国家高层外交活动，不断推进全球生物多
样性主流化进程。加强双多边在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领域的对话与合
作 。 充 分 利 用 世 界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IUCN）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一个星球”
峰会、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等高层外交
场合，增强伙伴关系认同，以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引领全球多边环境治理，促使各
方凝聚共识，携手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原载于9月23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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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风险问题突出
广西稀土环境管理不到位，多数矿山

环保应急池不健全，矿山防渗措施普遍缺
失 ，大 量 污 水 渗 入 地 下 ，环 境 风 险 问 题
突出。

中铝广西梧州稀土公司藤县稀土矿
地表水拦截池仅在池体周边铺设了防渗
膜，池体底部没有防渗措施；该矿区还将
没有任何防渗措施的土坑设置为环保应
急池。取样监测显示，地表水拦截池 pH
值 为 4.6，呈 明 显 酸 性 ，氨 氮 浓 度 为
78.7mg/L，超出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4.2 倍，超出地表水Ⅲ类标准 77.7 倍；环保
应 急 池 氨 氮 浓 度 超 出 地 表 水 Ⅲ 类 标 准
13.5 倍。同时，地下水监测井和地下水截
获 井 铅 浓 度 分 别 为 0.0228mg/L、
0.103mg/L，分别超出地下水Ⅲ类标准 1.3
倍、9.3倍。

中铝广西玉林稀土公司广西荔浦至
玉林高速公路兴业段压覆稀土资源抢救
性回收利用项目车间有的未按环评要求
建设环保应急池，有的应急池内存有积
水。其水冶二车间、三车间雨水收集池及
雨水导流渠防渗措施多处破损。取样监

测显示，二车间、三车间雨水收集池氨氮
浓度超标 2.9倍、24.7倍。

督察还发现，广西稀土部分下属企业
污染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广西贺州金
源稀土公司污水处理在线监测设施运行
不正常，仅 2018 年至 2020 年 6 月就有 259
天出现数据异常，异常数据多达 1115 个；
崇左六汤矿山氨氮废水处理系统加药装
置长期损坏，药剂无法正常添加。

三、原因分析
广 西 稀 土 环 保 主 体 责 任 落 实 不 到

位。该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未能从思想
上重视环保问题，环境法律意识淡薄，推
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工作
方法简单，甚至一拆了之，既浪费了资金，
又未解决矿山环境污染问题。

中国稀有稀土股份有限公司监督管
理不到位。作为广西稀土的直接上级单
位，对广西稀土长期以来存在的生态环境
问题重视不够、监督不严，督促整改不力，
导致相关环境污染和环境风险问题长期
得不到有效解决。

督察组将进一步核实有关情况，并督
促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依法依规查处、
整改到位。 杜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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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水泥股份公司作为浩源水泥的上
级公司，对下属企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监
督、不检查，考核走过场；对国家产业政策认

识不到位，产能置换整改工作不积极、不得
力，一拖再拖，导致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督察组将进一步核实有关情况，并
督促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依法依规查
处、整改到位。 杜察文

中铝广西稀土整改不到位 环境污染问题突出

中国建材集团浩源水泥有限公司环境污染严重

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保督
察组临时党支部工作方案》要
求，中央第三生态环保督察组党
小组学习活动有序开展着。9
月 14 日晚 23 点左右，结束了当
天工作后，综合组党小组组织支
部党员开展学习。学习内容是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第十三章中的“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共谋绿
色生活 共建美丽家园”两篇文
章。在驻地的同志集中学习，其
他人员跟随现场组下沉，采用自

学方式。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我

们的行动指南，越学习越感觉要
从当前做起、从现在做起，特别是
做好正在开展的中央生态环保督
察工作。”督察人员谈及学习感
受时纷纷表示，“我们要做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的信仰者、
忠实的实践者、不懈的奋斗者，
保质保量地完成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各项工作任务。”

中央第三生态环保督察组
张春燕供稿

夜里11点，党小组在学习

讲述环保人自己的故事

本栏目投稿邮箱：zhbytygs@126.com

时间：2020 年 9月 14日晚 11点
地点：中央第三生态环保督察组浙江驻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