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02
2020.10.12 星期一 责编:马新萍 电话: (010)67164950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zghjbzkyb@sina.com

保护大运河是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就《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专项规划》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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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着力推进大运
河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生态环境部、自
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林草
局组织编制了《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
修复专项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并
于 2020 年 8 月 3 日联合印发。生态环
境部有关负责人就《规划》的出台背
景、总体思路和主要内容等回答了记
者的提问。

运河整体性保护不足，
环境风险源数量众多

问：众所周知，现在国家非常重视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现在又针对大运
河专门出台了《规划》，请问《规划》出
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大运河沿线文化遗产资源丰
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
明，但长期以来，由于对运河整体性保
护不足，两岸生态空间挤占严重，部分
河湖、湿地退化萎缩，环境风险源数量
众多，资源环境形势严峻。

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出重要指
示，要求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
河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要
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
资源，同时保护大运河也是沿线所有
地区的共同责任。

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
传 承 利 用 规 划 纲 要》（以 下 简 称《纲
要》），明确了将大运河建设成山水秀
丽的绿色生态带，把满足人民群众对
优质生态产品的需要作为文化传承的
重要组成部分，为改善大运河沿线区
域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生态环境保护
和文化传承相互融合，推进区域协调
发展、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有利契机。

为落实《纲要》要求，编制《大运河
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专项规划》，针对大
运河文化带面临的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力求
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功能逐步恢复、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努力把大运河
打造成山清水秀、绿色宜居的“美丽运
河”。

保护修复遵循“一轴一
带，两极四源，三区五建”的
工作思路

问：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肯定
涉及方方面面，请总体介绍一下《规
划》的总体思路？

答：按照“一轴一带，两极四源，三
区五建”的工作思路，推进大运河生态
环境保护修复。

“一轴一带”指的是以京杭大运河
和浙东运河主河道及隋唐大运河等具
备条件的有水河道为主轴，实施核心
区、拓展区、辐射区差异化国土空间用
途 管 制 ，在 1000 米 滨 河 生 态 空 间 和
2000 米核心监控区内建立负面清单，
组织开展江河、湖泊、湿地保护与修
复，因地制宜建设人工湿地、水源涵养
林、沿河沿湖植被缓冲带和隔离带等
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工程。

“两极四源”指的是优先保护水质
良好的河流、湖泊，整治黑臭水体和劣
Ⅴ类水体，加大工业、农业、生活、航运
的污染治理和监管力度，稳步提升现
代化治理水平。

“三区五建”指的是构建核心区联
动拓展区，拓展区影响辐射区，由线到
面的大保护格局，共同打造和谐、清
洁、健康、优美、安全的大运河绿色生
态带。

规划目标是力争在“十四五”末
期，绿色生态廊道基本建成，生态空间
布局基本稳定，核心监控区内不符合
规划和生态保护要求的建设项目得到
有效控制，劣Ⅴ类水体大幅削减；到
2035 年，生态环境根本改善，区域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持续稳定，生态环境
治 理 体 系 和 治 理 能 力 现 代 化 基 本
建成。

《规划》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
治理

问：各方对《规划》的编制工作都
比较关注，请简单介绍一下《规划》的
主要内容？

答：《规划》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
治理。

《规划》共三部分 9章。
第一部分为第一、二章，主要内容为

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形势和总体
要求，提出总体目标、阶段性目标和 9 项
指标。

第二部分为第三章至第八章，提出
了 大 运 河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修 复 的 各 项
任务。

第三章为强化生态空间保护与用途
管制。包括构建区域联动整体生态空间
格局；建立生态空间纠错机制；严格生态
空间准入管理；实施差异化的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建立健全自然保护地管理机
制等内容。

第四章为建设绿色生态廊道。包括
实施大运河沿岸国土绿化；加强大运河
沿岸防护林带建设；加强自然公园体系
建设；优化滨河景观廊道；开展农用地、
建设用地整治；加强重点区域矿山生态
修复等内容。

第五章为保护修复自然生态系统。
包括推进林草、湿地、河湖生态系统的保
护和修复；加强水资源保护；推进华北地
区地下水超采治理；加强水土流失和土
地 沙 化 预 防 与 治 理 ；强 化 生 物 多 样 性
保护。

第六章为强化流域水污染防治。包
括构建城乡安全供水格局，定期开展水
源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开展城乡供水信
息建档立卡工作；完善城镇污水配套管
网，推进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和污泥
安全处置；严格工业企业环境准入，推进
产业生态化集聚改造，加强工业园区污
染治理；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开展村庄清
洁行动，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和乡村绿化
美化行动，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和生活垃
圾治理；完善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理，积极
治理船舶污染等内容。

第七章为积极防范环境污染风险。
包括开展环境风险评估，防范工业园区
和船舶污染事故风险；强化应急协调联
动机制建设，建立健全突发环境事件预
警应急体系。

第八章为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建
设。包括强化以源头防控为主的全过程
监管；加强 8 省（市）“三线一单”（生态保
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边界地区环境管控
单元衔接和应用；强化生态环境等领域
监测评估；推进环境保护执法规范化建
设等内容。

第三部分为第九章保障措施，主要
是从加强组织协调、健全市场机制、强化
科技支撑、加强监督管理、弘扬生态文
化、实施重点工程等 6 个方面，提出了保
障《规划》落实的具体要求。

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与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相互融合、
互相促进

问：去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纲要》，那么请问，大
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把握的？

答：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
衰，大运河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
和文明。文化是文明的基础，文明进步
离不开文化支撑。培育生态文化，是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涵，是生态环境保
护的重要抓手。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与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相互融合、互相促
进的关系。

如果说文化是精神、是灵魂，环境就
是形体、是骨骼，只有以美丽运河为载
体 ，才 能 有 璀 璨 文 化 得 以 传 承 发 扬 。
制 定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修 复 专 项 规 划 ，旨
在把改善大运河生态环境质量作为实
现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的 关 键 部 分 ，把
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产品的需要
作 为 文 化 传 承 的 重 要 内 容 ；保 护 好 大
运河生态环境是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着力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实
现 保 护 与 传 承 利 用 相 互 支 持 、相 互 促
进 的具体实践，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窗口。优
美的生态环境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最根
本也是最坚实基础。

同时，生态环境保护的启迪，源于文
化的觉醒；生态环境保护的推动，得益于
文化的自觉。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的成
果 ，也 在 大 运 河 文 化 的 融 入 中 得 以 提
升。生态文化是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不
可或缺的强大推动力，通过构建生态文
化传播平台，打造生态文化产品，可以实
现先进文化引领、优美作品感染、良好行
为示范、绿色人物带动。在生态文化的
导向、激励、凝聚等功能作用下，可以将
保护环境变成每个人自觉的社会责任、
意识行为，实现由“要我环保”向“我要环
保”的转变。

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建
设过程中，需综合考虑大运
河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
统性

问：大运河文化带共涉及了 8 省
（市），区域面积很大，如何推进大运河
生态环境治理和建设？

答：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是
一项系统工程，需牢固树立山水林田
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综合考虑大运
河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促
进大运河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
治理。

一是突出大运河文化属性和综合
功能，优化生态保护空间格局，以保护
自然保护地等运河重要生态空间为重
点，建立健全国土空间管控机制，严格
生态空间准入管理。

二是以保护修复区域生态环境为
重点，统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城
镇空间布局、产业结构调整与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推进分类施策，谋
划分步实施。

三是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
境，系统推进工业、农业、生活、航运污
染治理，河湖生态流量保障，生态系统
保护修复和风险防控等任务。

全过程统筹水资源利
用、水生态保护和水环境
治理

问：我们了解到现在水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都会提到“三水统筹”，那么
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是否也会突出

“三水统筹”？

答：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需
全过程统筹水资源利用、水生态保护
和水环境治理。

一是结合南水北调东线二期工程
建设，强化用水总量与用水强度双控，
大力实施高效节水项目，完善区域再
生水循环利用体系，保障重要河湖生
态流量和生态水位以及水质安全，推
进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治理，力争实
现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段正常来水年
份河道有水。

二是以大运河主轴为生态廊道，
因地制宜实施湿地封育保护、退耕还
湿、湿地生态补水、生物栖息地恢复与
重建，增强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能力，
恢复水生生物完整性。

三是以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为核
心，聚焦《规划》提出的生态环境保护
目标，以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为重点，构建城乡安全供水格
局，系统推进工业、农业、生活、航运污
染治理。

《规划》以核心区内的
150个县（市、区）为重点，沿
河划分滨河生态空间和核心
监控区

问：大运河贯穿 8 省（市），落实空
间管控要求至关重要，请问《规划》都
采取了哪些空间管控措施？

答：落实空间管控是大运河生态
环境保护修复的基础，《规划》以核心
区内的 150 个县（市、区）为重点，沿着
大运河有水河段两岸划分了 1000 米
范围滨河生态空间和 2000 米的核心
监控区，并提出了负面清单和正面清
单，以及要求 8 省（市）充分利用“三线
一单”成果，实施差异化的保护管理
政策。

一是优化生态保护空间格局，构
建国土空间“一张图”规划体系，以保
护运河重要生态空间为重点，分类施
策，从源头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严守生
态功能保障基线，确保生态保护面积
不减少、功能不降低、性质不改变，牢
固树立底线思维，在决策、规划、管理
中切实体现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定位
和底线作用。

二是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深入实施流域控制单元精细化管
理，明确考核断面，落实河长制湖长
制，整体推进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核
心区应严格实施滨河绿地的生态空间
管控，强化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护，加
强水环境综合治理、湖泊湿地保护，合
理开发利用水资源，遏制煤炭等资源
无序开发，保护自然岸线，建设滨河防
护林生态屏障，着力打造生态文化地
标，建设绿色生态廊道。拓展区应严

格落实主体功能区划，优化空间布局、
调 整 产 业 结 构 ，落 实 严 格 的 耕 地 和 水
资源保护制度，严格控制污染排放，倒
逼 产 业 加 快 转 型 升 级 ，为 核 心 区 提 供
好 的 环 境 支 撑 。 辐 射 区 应 衔 接“ 一 带
一 路 ”建 设 、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长 江 经
济 带 发 展 等 重 大 国 家 战 略 ，加 强 生 态
环境分区管治，发展绿色产业，建设生态
宜居城市建设，构建水系连通的生态安
全保障格局。

三是加强 8 省（市）“三线一单”边界
地区环境管控单元衔接，强化“三线一
单”在环境准入、园区管理、环境执法等
方面的应用。针对大运河有水河段两岸
1000 米滨河空间、2000 米以内核心监控
区、核心区，实施差异化的保护管理政
策，引导大运河沿线城市产业布局优化
调整，推动形成区域绿色发展新格局。

《规划》坚持问题导向与
目标导向,注重建设绿色生态
廊道、生态环境保护与文化带
建设有机融合

问：我们了解到生态环境部目前正
在推进重点流域“十四五”规划编制工
作，请问《规划》相较于流域规划有哪些
特点？

答：在编制《规划》的过程中，我们充
分研究了过往流域规划以及“水十条”对
大运河所在地的规划要求，并且充分衔
接了正在编制的重点流域“十四五”规
划，大致总结有三方面特点。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规
划》立足于解决群众身边的水环境污染、
水生态破坏、生态流量匮乏等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同时考虑到要衔接 2035 年美
丽中国和本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目标，提出了水质改善的约束性指标，
以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一手抓
污染减排一手抓生态扩容，设计了支撑
目标实现的规划任务体系。

二是建设绿色生态廊道。留足生态
缓冲空间，因地制宜建设滨河防护林生
态屏障和生态休闲景观长廊，严控运河
沿线房地产等开发项目，保持传统风貌
建筑和自然生态系统相得益彰。在京杭
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主河道及隋唐大运河
等具备条件的有水河道两岸因地制宜建
设滨河生态缓冲带，并按照“守、退、补”
的原则严格保护，适时开展监测评估，确
保其发挥生态效益。

三是生态环境保护与文化带建设有
机融合。《规划》中明确建设绿色生态廊
道的重点任务，根据不同河段景观特色，
系统绿化大运河两岸，增彩延绿，提高重
要河段和节点景观水平，营造步道、文
道、绿道融合连通的文化景观廊道，为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坚实的环境基础。
同时，通过弘扬大运河生态文化，挖掘提
炼展示大运河沿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蕴含的生态理念和智慧，以文化引领推
动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

严格落实各方责任，确保
相关规划与《规划》有序衔接

问：目前《规划》已经出台，如何推进
《规划》实施也是公众比较关注的，能否
请您介绍一下？

答：关于《规划》的实施，我们考虑主
要从落实各方责任，保证相关规划与本
规划有序衔接和加强宣传引导等方面推
进相关工作的开展。

一是严格落实各方责任。中央层
面，各有关部门切实履行大运河生态环
境保护修复职责，增强部门间协调联动，
主动对表、积极作为、分工协作、共同发
力，构建齐抓共管大格局。地方层面，全
面落实主体责任，严格实行“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地方政府要把大运河生态环
境保护修复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主要领
导是本行政区域第一责任人，落实各级
河长制、湖长制，推行林长制，确保各项
工作有序完成。

二是落实其他相关规划与本规划目
标和任务的紧密衔接。在编制其他相关
规划过程中，涉及大运河文化带的，要做
到与《规划》相衔接，在相关规划目标和
任务中充分落实《规划》的相关要求，确
保《规划》任务的落实。

三是加强宣传培训。综合运用广播
电视、微博微信、短视频等多种形式传播
贴近大众、通俗易懂的大运河生态价值
理念，不断增强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
打造生态文明教育实践基地，组织开展
形式多样的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体验和实
践活动，引导和动员社会各界积极践行
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
式和消费模式。同时也欢迎众多的社会
团体能够积极参与进来，为共同保护大
运河出谋划策。

◆岳植行

由贵州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组织开展的
2020 年贵州环保行近日正式启动，活动组走进云南、
四川、贵州，溯源跨界，探访赤水河环境治理现状。

生态发展换得源头活水

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的赤水河流经滇、黔、川三省
共 13个县市，在四川省合江县汇入长江。

“为保护赤水河源头，云南省镇雄县确定退耕还林
优先、综合整治优先、河道治理优先‘三个优先’原则，
共关闭了一家铁厂、一家化肥厂、40 余家水晶加工厂
和 20 余家小煤窑工厂，还种植了 2.5 万亩方竹，既涵养
了水源，又帮助群众脱贫。”赤水源镇党委书记张永朝
介绍在赤水河源头保护上下的“真功夫”时这样说道。

毕节市林口镇鸡鸣三省村位于云贵川三省交界
处，赤水河从鸡鸣三省村进入贵州。

2008 年前，林口镇辖区内有 10 个硫磺矿厂和 1 个
硫铁矿厂，由于过度开采，每年要排放数以万吨的废弃
矿渣，林口镇被村民形容是“鸟不拉屎”“寸草不生”的
地方。

为了保护赤水河，林口镇在河流沿线两侧 500 米
以内划定了禁养区，16 个村实现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清
运、处理，并关停了 13个硫磺矿和煤矿。

目前，林口镇新增发展退耕还林 16000 余亩，发展
种植花椒产业 4000 亩、方竹产业 3000 亩、刺梨产业
3000 亩，促进了农户的增收，为赤水河流域上游筑牢
生态保护屏障。

“痛下狠手”的酒企治理

一条赤水河，绵延千里，养育了众多知名酒企，总
数占全国白酒企业的 60%，是当之无愧的“美酒河”。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习酒公司）便是贵州省酒企行业代表之一。

“现在，习酒公司 1.9 万吨酱香技改及配套工程全
面铺开，在拥有一座日处理量达 600 吨的污水处理厂
和一座日处理量为 3000 吨的污水处理厂的基础上，另
外新建两座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共达 7000 吨，目
前正在调试阶段。”习酒公司负责环保工作的任伯俊告
诉记者。

根 据 政 府 要 求 ，习 酒 公 司 投 资
3200 多万元完成入河排污口改造，将
处理达标的水退到距原污水处理厂 6
至 10 公里以外的临江河排放。任伯
俊说：“原来的排污口拆除，搬迁至经
过专家论证的特定支流位置，不再向
赤 水 河 直 接 排 放 ，最 大 限 度 保 护 河
水。”

此外，习水县在习酒镇、醒民镇、
土城镇建设赤水河水质自动监测站 3
个，数据直传贵州省生态环境厅，为赤
水河水质监测装上了“眼睛”。

白酒生产废水除了酒厂自管，更
离不开政府的连片治理。

酿酒行业的特殊性，导致了仁怀
市酒企生产废水浓度和流量在不同季
节波动过大，致使处理后的污水不能
稳定达标。

为此，仁怀市政府“痛下狠手”，规
划建设了赤水河流域白酒企业污水集
中治理工程——位于茅台镇双龙村安
龙场的二合安龙场白酒污水处理厂。

“这是目前贵州最大的白酒生产
污水处理厂，项目总投资约 8.2 亿元，
设 计 日 处 理 白 酒 生 产 污 水 能 力 为
15000 吨。”仁怀市水投公司副总经理
胡武川介绍说，该污水处理厂对白酒
生产污水集中处理，共覆盖 15 个村，
涉及辖区 1045 家白酒企业。

“为对污水应收尽收，我们建设了长
达92公里的污水收集管网。”胡武川说。

二合安龙场白酒污水处理厂加上
日处理能力均为 3000 吨的陈家咀污
水处理厂和石火炉污水处理厂，今年
底将实现对整个茅台镇近 3000 家白
酒企业污水处理全覆盖。

接力修复共护好水

作为长江上游唯一未建水电大坝
的一级支流，赤水河流域保持了相对
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近年来，为让
赤水河“休养生息”，消除码头航运对
水体及鱼类繁衍的影响，习水县相关
部门逐年对沿岸码头进行清理整治。

据了解，贵州省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在赤水河流域实施为期 10 年的
全面禁渔，并从去年升格为常年禁渔
后，赤水河中的鱼类已经从 40 多种增
长至 64种。

在赤水市赤水河沿岸，一个干净
整洁无异味、面积只有 50 平方米的污
水处理站引起记者的注意。

“这是为了保护赤水河特别设置
的智能一体化污水净化设备，它占地
面积小，小型设备日处理污水可达 5
吨，大型设备日处理能力可达 300 吨
左右。”赤水市复兴镇凉江村污水处理
站负责人王秋涛介绍道。

“集中式的污水处理对于赤水河
干流的保护将起到很好的作用，具有
一定的推广价值。”贵州省生态环境厅
生态环境监测处处长董泽琴说。

赤水市自 2004 年以来，通过充分
整合各类资金，大力开展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工作，目前已经累计
建成村级污水处理设施 121 个，率先
在全省实现了村级污水治理试点全覆
盖。

从监测结果看，赤水河贵州出境
鲢鱼溪断面水质常年达到地表水Ⅱ类
水质标准。

“表象在水，根源在岸。”记者在走
访中发现，赤水河流域仍存在环境保
护“漏网之鱼”，省界执法单打独斗，生
态保护缺乏联动措施，流域环境急需
深度共治。

毕节市生态环境局七星关分局局
长姜维无奈地表示：“我们只能做好自
己辖区内的治理工作，但赤水河是跨
区域的河流，急需流域内所有人共同
努力，赤水河才能最大限度地恢复洁
净。”

贵 州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党 组 副 书
记 、副 主 任 袁 周 说 ：“ 赤 水 河 是 长 江
上 游 一 级 支 流 ，全 流 域 需 不 断 开 拓
联动机制，保持常态化沟通，密切协
作，通过三省携手‘一盘棋’深度共治，
共同为保护赤水河、服务长江经济带
发展贡献力量，续写赤水河生态文明
新篇章。”

10 月 11 日，江苏省如皋市磨头镇许多苗木种植基地里，当地农民穿梭在苗
林间，管护、移栽苗木。近年来，如皋市磨头镇花木种植面积已达 2.6 万亩，建成
华东地区最大的花卉生产基地，年产值超过 50 亿元，苗木产业已成为当地农民
增收的绿色富民产业。 人民图片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