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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一单”落地 护航绿色发展

◆李妮斯

四川省成都市雨后初晴，平日“藏”在
西边的雪山纷纷挺出雄姿，市内多处可见
连绵雪山。多年未曾露面的“蜀山之王”贡嘎
雪山也出现在市民的镜头中。资深拍客丘寒
介绍，2016年只有十多天拍到了雪山，2017
年就增加到了30多天，2018年更是超过了50
天……如今，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增加。

这个数字增加的背后，伴随的是成都
市生态环境局加快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
公园城市示范区的步伐，全市生态文明建
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发生全局性变革，
取得历史性成就。

回顾“十三五”，成都的天更蓝、水更
绿、空气更清新，人们身处的环境越来越
好，大家能感受到的“绿色”福利越来越多，

“生态宜居”自然也就成为每个城市居住者
可触可感的现在和未来。

常见“成都蓝”：
2020 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较 2015 年增加 35天左右

太阳渐渐冒出头，淡红色的光线洒下，
远处，“高清版”雪山开始一一亮相：幺妹
峰、大雪塘、九顶群山、华西雨屏……

才送走白云和晚霞，一大早又迎来朝
霞、雪山，成都市民刘洋打开朋友圈看到这
些画面毫不意外，一幅幅美图随手一拍就
是大片。“今年空气确实好了很多，节假日
去兴隆湖、天府绿道等地享受阳光和清新
空气的人越来越多，在朋友圈晒蓝天白云

的人更是比比皆是。”刘洋观察朋友圈后发
现，以前如果晒蓝天白云、绿树红花，会引
来不少人点赞，如果能抓拍到雪山、彩霞，

“肯定就是爆款”。而现在随着晒“成都蓝”
的人越来越多，拍到雪山已经不稀奇了，拍
到四姑娘山幺妹峰才算赢。

回顾成都生态环境治理走过的 5 年，
成都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打响大气、水、土
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大力实施“三治一
增”，纵深推进“十大攻坚战”，主要污染物
排放明显降低，优质生态产品供给大幅增
加，《成都市“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确定
的各项重点指标有望全面完成。

“成都蓝”更常见。截至 2020 年 12 月
23 日，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277 天，
优良比例达到 77.4%，较 2015 年上升 8.7 个
百分点，PM2.5 浓度为 39 微克/立方米，较
2015 年下降 29.1%，荣获全球首批绿色低
碳领域先锋城市蓝天奖，“成都蓝”正快速
迈向“常态蓝”。

成都，素有千河之城的美誉。江安河、清
水河、锦江等河流穿城而过，流淌之处，生机
勃勃。据统计，2020年 1月-11月，全市纳入
监测的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达到 95.4%，较
2015年上升 27.9个百分点，Ⅴ类和劣Ⅴ类水
质断面全部消除，国、省考断面全部优良水
体比例达到 100%。“十三五”以来，地表水
总体水质由“轻度污染”改善为“优”，水润
天府盛景呈现；“十三五”期间未发生因耕
地土壤污染导致农产品质量超标、因疑似
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不当而造
成不良社会影响事件，全市土壤环境质量
整体保持稳定，天府大地画卷铺展。

启动“碳惠天府”：
全市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

放较 2015 年下降 17.21%

2020 年 3 月 ，成 都 以 市 政 府 名 义 正

式 印 发《关 于 构 建“碳 惠 天 府 ”机 制 的 实
施 意 见》，在 国 内 首 创 提 出“公 众 碳 减 排
积 分 奖 励 、项 目 碳 减 排 量 开 发 运 营 ”双
路 径 碳 普 惠 建 设 思 路 ，这 也 是 成 都 推 进
低 碳 城 市 建 设 、努 力 实 现 碳 达 峰 的 关 键
任务和重要探索。

2020 年 9 月，“碳惠天府，守护成都绿”
系列活动拉开序幕。在启动仪式上，“碳惠
天府”绿色公益平台与“哈啰出行”成功签
约，标志着双方将立足广泛惠民的原则，共
同倡导低碳出行，携手推进“碳惠天府”品
牌建设。

据悉，去年成都市民使用“哈啰单车”
行驶里程超过了 5.5 亿公里，相当于减少碳
排放量超过 3.12 万吨。直观一点说，这距
离相当于成都地铁一号线行驶 1340 万趟，
或往返地球与月亮 715 次。如果一棵树

“铆足了劲”每年吸收 10 公斤碳排放量，成
都市民通过骑行，一年减少的碳排放量就
相当于多种近 312万棵树。

目前，已有超 20 万辆单车接入“碳惠
天府”小程序，今后市民可以通过日常骑
行，获得平台碳积分，并用积分兑换绿色商
品和服务。“碳惠天府，守护成都绿”系列活
动也已走进人民公园、四川大学、市级机关
办公区、伊藤洋华堂商场等场所，宣传绿色
低碳生活方式，再次倡导这座城市绿色低
碳的新生活风尚。

“十三五”期间，成都在低碳城市建设
方面不断创新，探索构建“碳惠天府”机制
就是其中之一。此外，成都突出协同增效，
将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有机
融合，深入实施低碳城市建设“636”工程，
加快构建绿色低碳产业、能源、城市、碳汇、
消费和制度能力体系，在大力发展氢能产
业、推动“煤改气”“煤改电”、布局重大生态
碳汇工程、深化低碳产品认证制度等方面
取得突出进展。

较之 2015 年，全市单位 GDP 二氧化
碳排放已累计下降 17.21%。

推进环保产业发展：
2020 年全市环保产业产值

或可突破千亿元

“十三五”期间，为夯实绿色生态本底，
成都全面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为着力夯基垒台，完善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成都出台了《成都市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方案》，加快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成都市还制定了三岔湖水环境保护条
例、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
治办法等地方性法规，在副省级城市中率
先实现四级环保监督网格管理全覆盖。对
706 个行业依法核发 7592 张排污许可证，
指导 25982 家企业完成排污登记。

此外，成都市完成生态环境机构监测
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和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办理全省首例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案，对1593家企业开展环境信
用等级评价。健全饮用水水源保护、岷沱江
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断面水质超标扣缴等生
态补偿机制。

为推进环保产业发展，金堂淮州新城
获批国家级节能环保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
基地，龙泉驿长安静脉产业园获批国家级
资源循环利用示范基地，2020 年全市环保
产业产值或可突破千亿元。

在责任落实体系持续完善方面，成都
市压实政治责任，出台《成都市生态文明建
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配套设立 50 项绿
色发展评价指标和 25 项生态文明建设 考
核 目 标 ，将 考 核 结 果 作 为 党 政 领 导 综 合
考 核 评 价 、干 部 奖 惩 任 免 的 重 要 依 据 。
探 索 编 制 自 然 资 源 资 产 负 债 表 ，基 本 摸
清全市及试点县自然资源资产家底及部
分变动情况。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
产离任审计试点，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终身追究制。

让“生态宜居”成为可触可感
截至 2020 年 12月 23日，成都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277天

治污攻坚治污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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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崔万杰银川报道 宁
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
印 发《自 治 区 化 工 园 区（化 工 集 中
区）认 定 管 理 办 法（试 行）》（以 下 简
称《办 法》），对 化 工 园 区 环 保 、安 全
等 方 面 情 况 作 出 了 明 确 规 定 ，以 优
化 全 区 化 工 园 区 布 局 和 产 业 结 构 ，
提 升 绿 色 发 展 水 平 ，促 进 高 质 量
发展。

《办法》提出了认证化工园区的
10 项“ 硬 杠 杠 ”。 其 中 ，有 关 生 态 环
保 方 面 ，要 求 化 工 园 区 所 在 的 开 发
区 或 其 区 块 具 有 经 批 准 或 审 查 通
过 ，且 在 时 效 期 内 的 规 划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报 告 ；化 工 园 区 与 周 边 环 境 敏
感点（学校、医院、商业中心、居民区
等）符 合 安 全 、环 保 防 护 距 离 要 求 ，
留 有 适 当 的 缓 冲 带 ，危 险 化 学 品 企
业 外 部 安 全 防 护 距 离 要 符 合 要 求 ，
化工园区内危险化学品企业实现封
闭 化 管 理 ；化 工 园 区 所 在 的 开 发 区
或 其 区 块 设 有 环 保 监 测 监 控 系 统 ，
覆盖所有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及
排 污 口 ；化 工 园 区 内 危 险 化 学 品 企
业 环 境 污 染 物 要 达 标 排 放 ，危 险 废
物 安 全 处 置 率 达 到 100% ；涉 及“ 两
重点一重大”生产储存装置，应当按
照相关行业管理和设计规范装备可
燃、有毒气体泄漏检测报警、紧急切
断装置和自动化控制系统。

认 定 程 序 上 ，《办 法》要 求 申 请
认定的化工园区提交规划环境影响
报告书及审查文件或规划环境影响
跟踪评价报告；园区内的污水处理、
固体废物处置等基础设施竣工验收
文 件 及 相 关 证 明 材 料 ；园 区 内 环 境
保 护 机 构 设 置 及 人 员 配 备 情 况 、化
工园区内危险化学品企业及危险化
学 品 建 设 项 目 监 督 管 理 情 况 、危 险
化学品从业人员安全技能实训基地
建立设置情况。

宁夏还将对化工园区认定实行
动 态 管 理 ，每 三 年 对 已 认 定 的 化 工
园 区 开 展 一 次 跟 踪 评 价 ，对 不 符 合
认定条件的，应要求限期整改；整改
期间停止所有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
审批（安全环保改造项目除外）。逾
期整改仍不符合认定条件的经批准
后取消认定。

《办 法》强 调 ，未 确 定 为 化 工 园 区 的 各 类 开 发 区（产 业 园
区）不 得 引 进 危 险 化 学 品 领 域 项 目 。 化 工 园 区 外 现 有 的 危 险
化 学 品 生 产 、储 存 企 业 应 当 按 照 国 家 产 业 布 局 政 策 逐 步 迁 入
化工园区；化工园区外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规模、市场、技
术 优 势 ，安 全 环 保 措 施 完 善 的 危 险 化 学 品 生 产 、储 存 企 业 ，纳
入重点监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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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记者张林霞 通
讯员顾松球南昌报道 应急物
资是环境应急现场处置的必要
保障，据了解，截至 2020 年年
底，江西全省累计建立环境应
急物资信息库 322 个，录入物
资信息 3651 条，新增物资信息
2306 条，涉及污染源切断、污
染物控制、污染物收集、污染物
降解、安全防护、应急通信指
挥、环境监测和其他等 8 个大
类，初步建立起覆盖全省的环
境应急物资保障体系。

为提升江西环境应急现场

处置的物资保障能力，2019 年
底以来，江西省生态环境厅组
织各地市加强环境应急物资信
息库建设，全省 11 个设区市、
64 个县（市、区）已经建成环境
应急物资信息库。

江 西 环 境 应 急 物 资 信 息
库 对 全 省 生 态 环 境 部 门 开
放 ，通 过 环 境 应 急 物 资 信 息
库 ，可 随 时 查 询 各 类 环 境 应
急物资储备、分布、联系人等
详 细 信 息 ，为 应 急 情 况 下 快
速 调 用 、及 时 到 位 提 供 了 有
效保障。

江西初步建立覆盖全省环境应急物资保障体系
全省累计建立环境应急物资信息库322个

本报通讯员马旭东西安报道 经
陕西省人民政府第 29 次常务会议同
意，《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近日正式印
发，这标志着陕西省以“三线一单”为
核心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将在全省
范围内实施。

《意 见》明 确 ，陕 西 省 加快实施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主要
目标是：到 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基本形成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到2035年，全省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建
成完善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基
本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及“美丽陕西”建设目标。

《意见》指出，针对不同区域空间
的生态环境属性，陕西省将按照保护
优先、衔接整合、有效管理的原则，将
全省行政区域划分为优先保护、重点
管控和一般管控三类环境管控单元
1381 个。其中，优先保护单元以生
态环境保护为主，共划分 895 个，面
积 8.47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
的 41.2%，主要分布在秦巴山区、黄
河流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重点管控
单元突出污染物减排治理和环境风
险防控，共划分 406 个，面积 4.88 万
平 方 公 里 ，占 全 省 国 土 面 积 的
23.72%，主要分布在关中平原、陕北

能源重化工产业聚集区、陕南重点城
镇区以及环境问题相对集中的区域；
一般管控单元聚焦关中大气复合型
污染、陕北水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脆
弱、陕南矿区生态环境保护和重点流
域水质保护等问题。全省划分一般
管控单元 80 个，面积 7.21 万平方公
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35.08%。

《意见》强调，陕西省将围绕“空
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
风险防控、资源利用效率”等 4 个方
面，建立由省域、重点区域、市域及具
体环境管控单元构成的“1+3+13+
X”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包括全
省“1”个总体管控要求，关中、陕北、
陕 南 等“3”个 重 点 区 域 管 控 要 求 ，

“13”个市（区）管控要求，以及全省
“X”个（现划定 1381 个）环境管控单
元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据悉，下一步，陕西省还将制定
“三线一单”成果管理暂行办法，规范
成果发布实施、监督评估、更新调整、
数据应用和宣传培训等。建立“三线
一单”成果管理机制和数据应用系统
并实现“三线一单”成果动态管理，每 5
年开展一次实施情况评估。5年内，因
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等原因确需更改
的，可由省级生
态 环 境 部 门 审
定后更新。

陕西省加快实施“三线一单”分区管控
计划到 2035 年，全省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浙江省建德市航头镇党员青年志愿服务队队员近日冒着寒冷的天气，来到母
亲河畔的寿昌江航头村段，对沿江两岸及堰坝等地进行冬日义务巡查护水环保行
动，一旦发现水面上有飘浮白色塑料袋及杂物等垃圾，及时给予清除与打捞，确保
冬季河道的清澈秀美，一江清水送下游。 人民图片网供图

本报讯 北京市已划定优
先保护、重点管控和一般管控
等三大类 756 个生态环境管控
单元，今后将按照保护优先、分
类施策、动态调整、落地应用 4
个基本原则确定每个空间单元
的环境管控要求。

近日，中共北京市委生态
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

《关于北京市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三线一单”）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基本原则、
总体目标、主要内容和工作任
务。提出到 2025 年，北京将基
本消除重污染天气，碳排放率
先达峰后稳中有降，基本消除
劣Ⅴ类水体，环境质量进一步
改善，绿色北京建设取得重大
进展。到 2035 年，全市生态环
境根本好转，绿色生产生活方
式成为社会广泛自觉，碳排放
持续下降，天蓝、水清、森林环
绕的生态城市基本建成。

《意见》提出，优先保护单
元 394 个 ，占 全 市 总 面 积 的
74.9%；重点管控单元 279 个，

占 全 市 总 面 积 的 20.1%；一 般
管控单元 83 个，占全市总面积
的 5.0%。

优先保护单元包括永久基
本农田、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
山地、森林、河流湖泊等现状生
态用地，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及准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
湿地公园等法定保护空间，以
及对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要作
用的部分大型公园和结构性绿
地。重点管控单元包括具有工
业排放性质的国家级、市级产
业园区，以及污染物排放量较
大的街道乡镇。一般管控单元
指优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控单
元之外的其他区域，主要是执
行 区 域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的 基 本
要求。

《意见》形成了“1+5+756”
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体系，即

“1”个北京市总体的生态环境
准入清单，“5”个功能区即首都
功能核心区、中心城区（首都功
能核心区除外）、城市副中心、
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的生态
环境准入清单，以及 756 个生
态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
清单。 夏莉

北京印发“三线一单”分区管控实施意见
共划定三大类 756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

上接一版

发挥地方作为责任主体的作用
个性化试点探索为全国碳市

场提供地方实践

碳排放权交易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
一种市场化手段，相对于行政手段具有全社会
减排成本较低、能够为企业减排提供灵活选择
等优势。国际实践表明，碳市场是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的有效手段之一。

2011 年以来，我国在天津、上海、重庆、深
圳、广东和湖北 7 省市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
点。目前，我国已经成为配额成交量规模全球
第二大的碳市场，截至 2020 年 11 月，试点省市
碳市场共覆盖 20 多个行业、接近 3000 家企业，
累计配额成交量 4.3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累计
成交金额近 100亿元。

碳交易试点为碳交易机制进行个性化探
索，在交易机制设置、配额分配方法、CCER 抵
消机制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地方经验，为全国
碳市场建设提供了参考。其中，广东碳市场交
易较为活跃。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日前透露，开展国家低
碳省试点以来，广东省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碳
强度目标，10 年累计下降超 44%。其中，“十三
五”前 4 年广东省碳强度累计下降 20.1%，接近
完成国家下达的下降 20.5%的目标。在碳排
放交易方面，截至 2020 年底，广东省碳排放配
额累计成交量 1.69 亿吨，累计成交金额 34.89
亿元，占全国碳交易试点的 38%，位居全国第
一。通过碳市场中灵活的市场机制，广东逐步将
占全省碳排放近 70%的钢铁、石化、电力、水泥、
航空、造纸等六大行业约250家控排企业纳入碳
市场范围，覆盖全省约70%的能源排放量。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王金南表示，地方是落实国家碳达峰任务
的责任主体，“十四五”期间，经济发展水平高、
绿色发展基础好、生态文明创建积极性高的地区
应争当“领头羊”，率先实现碳达峰。北京、上海、
天津等直辖市，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美丽中国
创建示范区以及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等应该积极主动作为，率先提出并实现碳达峰。

江苏作为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大省，是全国
碳减排的重点区域和潜力地区。在 2020 年底
召开的江苏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上，江苏提出
要在全国率先实现“碳达峰”的目标。

江苏以占全国 1.1%的国土面积，承载了
占全国 5.8%的人口，创造了超过 10%的 GDP，
单位国土面积污染物排放总量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生态环境“超载”、环境成本“透支”的现
象仍然存在。在这样的条件下，江苏提出在全
国率先实现碳排放达峰，必将为全国达峰目标
实现提供有力支撑。

目前，在能源结构变革上，江苏已经抢先一
步。全省有 61 个风电场，海上风电规划容量
1460万千瓦，领跑全国。其中，盐城规划容量占
全省的 56%、全国的 11%。盐城新能源发电利用
率同样领先全省，发电量占全市用电量的62.9%。

持之以恒减少化石能源消费
能源消费结构加快转变，增加

清洁能源供应

王金南表示，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自化石

能源消费，因此，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关键是实
施能源消费和能源生产革命，持之以恒减少化
石能源消费。

国际经验表明，碳达峰的核心路径就是
“一控一增一减”——“一控”指严格控制能源
消费总量，“一增”指大幅增加非化石能源供
给，“一减”指持续减少以煤炭（含焦炭）为主的
化石能源消费。

“对于我国而言，煤炭是化石能源消费的
主体，煤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占我国二氧化
碳排放总量的 70%以上。因此，近期能源结构
转型的重点在于严格控制煤炭消费。”王金南
指出，各地应制定“十四五”及中长期煤炭消费
总量控制目标，确定减煤路线图，保持全国煤
炭消费占比持续快速降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
区域要继续加大煤炭总量下降力度。按照集
中利用、提高效率的原则，近期煤炭削减重点
要加大民用散煤、燃煤锅炉、工业炉窑等用煤
替代，大力实施终端能源电气化。

日前，国新办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能源
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
发生重大变革，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不断优
化，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2019 年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能耗比 2012 年累计下降 24.4%，相当
于减少能源消费 12.7 亿吨标准煤。以能源消
费年均 2.8%的增长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 7%的
增长。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研究员李俊峰表示：
“我们曾向全世界承诺，二氧化碳的碳强度（单
位 GDP 的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到 2020 年 要 比
2005 年 下 降 40%-45%。 2019 年 已 经 实 现 了
48.1%，2020 年接近 50%，提前完成了目标，这
说明我们国家在能源利用效率方面有了大幅
度提高。”

李俊峰表示，一方面增加了清洁能源的供
应，另一方面控制不合理消费，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这是我们国家一个
重要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逐步减少对化石能
源的依赖，所以必须优先发展非化石能源。

截至 2019 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
装机容量 7.9 亿千瓦，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发
电总装机容量的 30%。其中，水电、风电、光伏
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均位居世界首位。

光伏发电的材料和技术曾经“两头在外”，
如今国内的一些企业在这方面不仅做到了自
给自足，而且装机占比和效益也越来越高。比
如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
电投）清洁能源装机占比从 2010 年的 28%提
高到了 2020 年底的 55%。

国家电投是中国五大发电集团中，首个清
洁能源装机占比过半的企业。根据规划，到
2025 年 ，国 家 电 投 电 力 装 机 将 达 到 2.2 亿 千
瓦，清洁能源装机比重提升到 60％；到 2035
年，电力装机达 2.7 亿千瓦，清洁能源装机比重
提升到 75％。这标志着，国家电投将从传统
发电央企转型成为国内清洁能源装机第一位
的绿色智慧能源企业。

国家电投党组书记、董事长钱智民表示：
“这几年清洁能源的效益远远大于其他传统化
石能源效益。碰到新冠肺炎疫情这么大的考
验，我们企业的净利润仍然增长了接近 30%，
这主要就得益于新能源的发展。”

近日，国家电投还宣布，到 2023 年，企业
将实现在国内的“碳达峰”。这意味着，国家电
投计划提前 7年实现国内“碳达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