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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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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华磐安县以涉林垦造耕地整改为契机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

◆本报见习记者王雯 记者晏利扬

寒冬时节，行走在浙江省金华市磐安
县岭口畈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项目现
场，连绵起伏的低丘缓坡间，连片平整过的
土地错落有致，土方车、挖掘机、推土机来
回作业，一派繁忙景象。

“这个项目于 2017 年启动整治，涉及 8
个村 1957 户，整治面积达 3492 亩，包含土
地整治、土壤培肥、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泵
站建设、饮水灌溉、周边村庄综合整治等多
项建设工程。远处那片被占的两亩左右的
山坡地原是生态公益林，现在已经整改完
成，补种上了树苗。”磐安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道。

规划整治面积2102.924公顷

今年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期
间，督察组收到群众举报，反映磐安县耕地
占 补 平 衡 变 形 走 样 ，存 在 毁 林 造 地 的 问
题。接到督察通报后，磐安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立即召开会议，坚决贯彻中央生态
环保督察要求，对于督察通报指出的问题
和批评意见，照单全收、全部认领，并深刻
检讨反思，认真吸取教训，以最诚恳的态
度、最坚决的措施、最积极的行动、最明显
的成效全力推动问题整改。

在今年的中秋、国庆长假期间，磐安县
先后召开县委常委会专题会议、县政府专
题会议、全县整改部署会，研究整改工作。
10 月 12 日，县委专题召开理论中心组学习
会，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
彻底抓好问题整改落实，忠实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之以恒推进绿色

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思想基础。
11 月 8 日和 11 月 25 日，磐安县分别召

开全县“一项目一方案”任务交办会、全县
涉林垦造项目整改工作汇报会，层层落实
问题整改工作，实行“每周一通报”制度；12
月 10 日，又召开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
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进一步落实整改工
作，加快整改进度，确保整改质量。

“我们要直面问题、立说立行、依法依
规、保质保量、厘清责任、举一反三全面抓
好问题整改，以此次督察通报问题整改为
契机，抢抓机遇不断拓宽‘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转化通道，加强谋划抓好生态建设
示范，加快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体系，提升生
态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磐安县委书记王
志强指出。

位于浙江地理中心的磐安县，素有“群
山之祖，诸水之源”之称，县内海拔 1000 米
以上的山峰就有 63 座，是钱塘江、瓯江、灵
江和曹娥江四大水系的主要发源地。有

“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的磐安，耕地总面
积仅 21 万亩，人均不足 1 亩。长期以来，磐
安面临耕地后备资源短缺、耕地等级质量
不高、预留规划空间不足等实际，一定程度
上制约了地方发展。

2015 年以来，磐安县共立项垦造耕地
项目 38 个，规划整治面积 2102.924公顷，规
划新增耕地面积 939.1178公顷。至今，已验
收入库项目10个，正在实施项目28个。

直面督察发现问题，下猛
药、治沉疴

直面督察发现问题，磐安以雷霆之势，
下猛药、治沉疴，将任务分解为科学、细致

的措施。
全县对 2015 年以来实施的 38 个垦造

耕地项目全面梳理，逐一核查项目选址、立
项审批、工程实施、工程验收等各环节是否
合法合规，并按照“一项目一方案一领导一
专班”的要求，分类施策，加快整改。出台
整改方案，明确提出坚决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退出不合规涉林范
围、坚决退让“坡度超 25 度”范围、坚决退
让“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坚决抓好高山顶
部选址问题整改、坚决抓好水土保持不力
问题整改、坚决抓好后期管护不力问题整
改、坚决查清问题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尽快
制订全流程监督管理机制等整改措施，涉
及 整 治 面 积 228.9 公 顷 ，占 总 面 积 的
10.88%。对 38 个项目中涉林面积较大、林
木尚未采伐的新渥街道上卢村上称坞、麻
车坞等 10 个土地开发项目予以撤销，其余
28个涉林项目全面分类处置。

在岭口畈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项
目现场，磐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目前，这一项目土地平整已
基本完成，开始复垦复绿工作。

一垄垄新种的油菜苗已纷纷“崭露头
角”，经过灌溉后显得绿意盎然。昔日土地
利用率低、村容村貌不整洁的“荒疙瘩”，正
在成为提升农业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水
平的新战场。

通过土地整治实现富民增收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工作，事关民
生实事。如何通过土地整治实现富民增
收？磐安县在其中 6 个项目区块创新建设
模式，引进社会资本，采取“3+30 年”建设

运行项目，即 3 年土地整治期加 30 年后续
经营期，着力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区、康养旅
居大花园。

站在台地高处 远 眺 ，一 条 从 岭 口 村
到 方 塘 村 4.7 公 里 长 的 观 光 游 步 道 初 见
雏 形 ，蜿 蜒 向 前 。 在 不 久 的 将来，岭口
畈就将被打造成一个综合性现代农业生态
科技园区——玉龙溪谷生态产业园。

“我们计划总投资 4 亿元，在这里建设
集农业科技展示、农业文化传播、农业生活
体验于一体的生态产业园，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磐安荆龙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卢峰表示。

截至目前，磐安县已基本完成涉生态
公益林、高山顶部选址等问题的整改，完成
坡度 25 度以上问题整改 29.62 公顷，完成
生态红线内问题整改 9.48 公顷。实施生态
修复方面，针对存在水土流失问题的 13 个
项目，已设置盲沟 35546 米，已设置截排水
沟合计 76035 米、沉淀池 103 个、拦沙坝 74
条，边坡挡墙建设 196432 米，对清表已完
成但尚未施工地块覆盖绿网 65.3 公顷，播
撒草籽复绿 631.53 公顷；针对后期管护不
到位的项目，已完成种植土外运铺填 4 公
顷、施有机肥 602 吨、清理石块除草 58.37
公顷、土壤培肥 35.73 公顷，渠道建设 750
米、山塘和蓄水池建设修整 10 座，种植粮
食、蔬菜、油菜等农作物 19公顷。

下一步，全县将以整改实效为立足点，
从决策、立项、实施、监管等方面，建立健全土
地整治项目和生态修复工程的长效机制。

见成效督察整改

本报见习记者邹祖铭北京
报道 为进一步巩固去产能成
果、促进水泥行业绿色低碳发
展和质量效益提升，近日，工业
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两部
委印发通知，研究部署关于进
一步做好水泥常态化错峰生产
的工作。

通知指出，当前水泥产能
严重过剩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
在，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任务
仍然艰巨，全行业要适应水泥
错峰生产常态化要求，科学谋
划、分类指导、差异管控、落实
责任。

在因时因地制宜、精准施
策方面，通知中明确了全国部
分地区错峰生产的时间，其中
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每年
自 11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底；北
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山东、河南每年自 11 月 15 日至
次年 3 月 15 日；陕西、甘肃、青
海、宁夏每年自 12 月 1 日至次
年 3 月 10 日；而其他地区在春
节、酷暑伏天、雨季和重大活动
期间，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开
展错峰生产。

同时通知也指出，承担居
民供暖任务的生产线，应当在

非采暖季、非错峰生产期间补
足错峰时间；有全年协同处置
城市生活垃圾及有毒有害废弃
物等任务的生产线可以不进行
错峰生产，但要适当降低水泥
生产负荷。

在部门协作方面，通知指
出，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应会同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加
大落实和检查力度，监督企业
认真执行相关法规和标准，强
化对企业环保设施运行情况检
查。对不执行行规行约、不守
信、不开展错峰生产的企业，必
要时进行约谈，拒不改正的采
取进一步强制措施。

在统筹协调方面，通知指
出，错峰生产期间统筹做好水
泥窑、环保设施检修及技术改
造等工作，着力改善生产环境，
深化环境治理；骨干企业要持
续推进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做好“六稳”工作、落
实“六保”任务。

此外，通知还在行业自律、
舆论引导、经验总结等方面对各
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和生
态环境部门提出了具体要求，为
水泥行业供给侧改革、减少大
气污染排放起到了推动作用。

巩固去产能成果，促进水泥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两部委确定京津冀等地水泥错峰生产时间

12 月 28 日，湖北省宜昌市化学品船舶洗舱站竣工验收。这个船舶洗舱站是长江中上游建成的第一个化
学品船舶洗舱站，可清洗包括苯类、醇类、酸类、碱类等多门类危化品，可同时满足两艘 5000 吨级船舶洗舱作
业，洗舱能力达 600 艘次/年，污水处理量达 500 立方米/日，污水应急储罐能力为 4 万立方米，每年可接收处
置化学品洗舱水及污染物 15万吨。 人民图片网供图

本报见习记者周海燕海口
报道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近日
发布《关于 2020 年排污单位自
行监测帮扶指导情况的通报》，
通报全省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评
估、抽测与比对监测情况，其中
两家企业超标排放，两家比对
监测不合格，13 家自行监测不
规范。

据介绍，此次帮扶指导对
象覆盖石化、制药、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危险废物治理、污水处
理及其再生利用等重点行业企
业，并对其排放的废气或废水
污染物进行抽测。同时，对石
化、制药、工业涂装、包装印刷
等 行 业 企 业 开 展 VOCs 排 放
抽测。

据了解，7 月-11 月期间，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全省各
级生态环境部门对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已核发排污许可证
的企业开展了自行监测评估、
抽测与比对监测。对 108 家企
业开展现场抽测，其中，106 家
达标排放，两家企业抽测超标。

自动监测设备质控样考核
与比对监测情况方面，对 27 家
企业的 27 台废水自动监测设

备通过质控样考核或实际水样
进行比对监测，其中，26 家企
业自动监测设备质控样考核或
比对监测结果合格，1 家企业
质控样考核不合格；对 7 家企
业的 8 台废气自动监测设备进
行比对监测，6 家企业比对监
测结果合格，1 家企业的两台
废气自动监测设备比对监测结
果不合格。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规范性
情况方面，对 125 家企业自行
监测方案制定、自行监测开展、
监测信息公开等内容进行现场
评估，评估结果为：较为规范的
81 家，占比 64.8%；基本规范的
31 家，占比 24.8%；不规范的 13
家，占比 10.4%。

通报指出，对抽测超标的
企业，有关市县综合行政执法
局要依法对涉嫌违法行为立案
查处；对自行监测不规范或未
开展自行监测的企业，有关市
县生态环境局、综合行政执法
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对涉嫌
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并督
促其整改到位。

海南通报2020年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帮扶指导情况
两家超标排放，两家比对监测不合格，13家自行监测不规范

本报通讯员夏连琪 刘红
西宁报道 青海省西宁市生态
环境局与甘肃省兰州市生态环
境局近日在西宁市共同签订了

《兰州—西宁城市群生态环境
联防联治专项合作协议》（以下
简称《协议》），标志着两市在建
立生态环境共治机制方面迈出
了新步伐，也是两市携手共建

“兰西城市群”的新举措。
据悉，《协议》以携手推进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为核心，以共同加强区域生
态环境保护、建立健全联防联
控机制为主要措施，加强两地
合作。

在加强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方面，两市将开展大气、水、土
壤等污染治理技术交流合作。
相互借鉴在工业园区管理、企
业技术升级改造、污染防治应
对等方面好的做法与经验。开
展跨区域环境影响评价研讨，
提升源头管控水平。成立流域

水 污 染 防 治 联 防 联 控 领 导 机
构，建立联 席 会 议 机 制 ，定 期
开 展 专 题 研 究 。 加 大 流 域 水
污 染 防 治 力 度 和 饮 用 水 水 源
保 护 力 度 。 加 强 各 自 辖 区 内
污 染 源 排 查 和 管 控 ，坚 决 查
处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 筑 牢 跨 区
域 生 态 环 境 和 资 源 保 护 法 治
屏 障，建立自然保护区跨区域
协作保护机制。

在建立健全联防联控机制
方面，两地将健全危险废物处
置信息共享机制，建立危险废
物转移快审快复机制。建立健
全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
联防联控机制，加强上下游沟
通协商，协同管控，快速反应；
共同争取资金探索建立上下游
环境应急预警系统。共同研究
推进生态保护补偿工作，形成
流域保护和治理的长效机制。
及时快速采取有效措施应对重
污染天气影响，进一步提高两
地沙尘天气预警水平。

以携手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核心

西宁兰州签订联防联治专项合作协议

上接一版

因此，水温、电导率、浊度虽
无相应标准限值，不参与水质评
价，但有必要进行监测，仍应纳入
监测范畴。

问：“5+X”和现行“21 项”评
价方式是否具有可比性？

答：按照“5+X”和现行国家
地表水“21 项”两种评价方式，对

“十三五”1940 个国家地表水考
核断面分别进行评价，结果表明：

“5+X”与现行“21 项”评价方式
具有较好的一致性。2019 年上
半年、全年以及 2020 年上半年，
全国Ⅰ类-Ⅲ类比例差值分别为
0.3、0.1 和-0.9 个百分点，劣Ⅴ类
比例完全一致；单月Ⅰ类-Ⅲ类

比 例 差 值 在 0-1.4 个 百 分 点 之
间，劣Ⅴ类比例差值在-0.1-0 个
百分点之间。测算结果表明，“十
四五”国家地表水按“9+X”方式
进行监测、按“5+X”方式进行评
价，与现行监测评价结果具有较
好的一致性和可比性，是合理、可
行的。

问：2020 年 1 月 -11 月 全 国
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如何？

答：2020 年 1 月-11 月，1940
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中，水质
优 良（Ⅰ 类 -Ⅲ 类）断 面 比 例 为
82.0%，同比上升 5.6 个百分点；劣
Ⅴ类断面比例为 0.7%，同比下降
2.1 个百分点。主要污染指标为
化 学 需 氧 量 、总 磷 和 高 锰 酸 盐
指数。

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
河、海河、辽河等七大流域及西北
诸河、西南诸河和浙闽片河流水
质优良（Ⅰ类-Ⅲ类）断面比例为
85.7%，同比上升 5.2 个百分点；劣
Ⅴ类断面比例为 0.2%，同比下降
2.3 个百分点。主要污染指标为
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和五
日生化需氧量。其中，西北诸河、
长江流域、西南诸河、浙闽片河流
和珠江流域水质为优，黄河、松花
江和淮河流域水质良好，辽河和
海河流域为轻度污染。监测的
112 个重点湖（库）中，Ⅰ类-Ⅲ类
水质湖库个数占比 75.0%，同比
上升 7.7 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湖
库 个 数 占 比 5.4%，同 比 下 降 1.9
个百分点。主要污染指标为总
磷、化学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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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关俏俏 白志强

冬至过后，沙漠吹来的冷风让阿
日希村更显寒凉。但坐落于沙漠边
缘、超过 1 万平方米的红枣加工厂里，
连日来却是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当
地村民忙着清洗、烘干、分拣和包装，
专注的神情中，难掩收入增加、生活渐
佳的喜悦。

阿日希村，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和田地区策勒县。历史上，这里曾
因风沙侵袭被迫三次搬迁。阿日希村
就紧挨着“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
漠，处于“3号风口”最前沿。

过去，严酷的生态环境制约着阿
日希村农牧业发展，缺技术、缺土地，
是这里主要的致贫原因。

2009 年，退休后只身来到阿日希
村的李鹏，带着村民治沙种枣，用十年
时 间 彻 底 改 变 了 当 地 贫 穷 落 后 的
面貌。

初 到 阿 日 希 村 时 ，李 鹏 治 沙 种
枣 的 想 法 被 不 少 人 嘲 讽“ 不 着 调 ”

“瞎折腾”。甚至有村民劝道，“这片
沙漠，就是把水倒进这里，也长不出
庄稼。”

当 地 干 部 也 有 担 忧 ：阿 日 希 村
风沙大，一年大小几十次沙尘暴，尤
其春天花期一场沙尘暴或者干热风
就能让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干热风
是 什 么 概 念 ？ 它 就 像 吹 风 机 的 风 ，
又 热 又 急 ，扫 过 来 花 就 干 了 。”村 干
部解释。

几十年的农业工作经验让李鹏倔
强且坚持：“阻挡风沙，靠防风林带。”
他雇人推掉两层楼高的沙包，规划出
条田，种下防风林和小麦。三年后，小
麦改良了土壤，防风林带也起来了，李
鹏才开始种枣。

“这片枣林，过去都是沙包。”56
岁的麦沙力·斯干达回忆，“要不是这
片枣林，这里风沙更大，别说打工挣钱
了，自家的红枣地都难保。”

和麦沙力·斯干达一样，十多年
来 ，村 民 们 眼 看 着 植 被 不 断 向 沙 漠
延 伸 ，100 亩 防 风 林 、2000 亩 枣 园 渐
渐 形 成 了 一 个“ 绿 口 袋 ”，扎 紧 了 风
口 。 陆 续 进 入 丰 产 期 的 红 枣 树 ，一
行 行 铺 满 防 风 林 带 围 成 的 方 格 ，将
黄沙与村庄远远分隔开来。昔日不
毛之地硬是被“染”成绿色。驻村工
作队队长庞在顺介绍，如今，阿日希
村 6067 亩 土 地 中 ，红 枣 面 积 达 到
5707 亩 ，有 超 过 2700 亩 是 经 过 治 沙

“收复”的生产用地。
为了筹集发展资金，李鹏拿出所有积蓄，变卖了城市里的住

宅，还向不少朋友借钱。如今，几个账本上还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几
千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的借款和还款信息。李鹏如滚雪球一般，一
块地一块地开发，而村民们在枣园里打工，不仅增加了收入，还学
到了种植技术。

在村民眼里，一顶草帽、一双布鞋是李鹏的标配。枣树生长的
关键时期，他总是手把手地教村民管理技术。

刚过而立之年的买买提江·买买提明在枣园就业八年有余。
一年 3 万多元的打工收入，让家里条件快速改善：盖了新房、娶了
媳妇。“学会了种植技术，自家的红枣树也增产了。”买买提江·买买
提明说。

十年来，李鹏的枣园累计用工 140 万人次，发放劳务费 1800 多
万元，仅 2019 年就支付劳务费 280 万元。这个贫困人口超过 600
户、2400 人的深度贫困村，人均收入从 2009 年的 2173 元增加到如
今的 10425 元。

阿日希村只有 4 个小队（村组），但枣园成为村民心中的第 5 小
队，李鹏也因此被村民亲切地称为“小队长”。眼看着阿日希村一
天天改变，已经 70 岁高龄的李鹏感慨道：“我要把剩余的时间和生
命都留在这里。”

本报记者王小玲成都报道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近日会同省检
察院、省公安厅、省生态环境厅、
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市场
监管局、省林草局联合发布《四川
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范围和
时间通告》（以下简称《通告》），明确
自2021年1月1日零时起施行。

《通告》明确，禁捕范围包括
长江流域四川境内 45 个水生生
物保护区所在河流及其一级支
流，以及四川境内长江干流及其
一级支流和岷江、沱江、赤水河、

嘉陵江、大渡河干流及其一级支
流，一级支流指直接与长江、岷
江、沱江、赤水河、嘉陵江、大渡河
相连接的河流。其他天然水域的
禁捕范围由市（州）、县（市）渔业
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依法
确定。

根据《通告》，禁捕范围内的
水生生物保护区已全面禁止生产
性捕捞。水生生物保护区以外的
禁捕水域暂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零时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 24 时禁
止天然渔业资源生产性捕捞。

针对有关地方政府或渔业行
政主管部门宣布在此之前实行禁
捕的，《通知》明确，禁捕起始时间
从其规定。其他天然水域的禁捕
时间由市（州）、县（市）渔业行政
主 管 部 门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依 法
确定。

针对专项（特许）捕捞，《通
告》明确，因特定渔业资源的利
用、科研调查、苗种繁育等需要捕
捞的和在特定水域开展增殖渔业
资源的利用和管理，应按照国家、
省有关规定进行。

四川明确禁捕水域范围和时间
自 2021 年 1月 1日零时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