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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浙江武义坚持“生态立县”践行“两山”理念

做大有机产业 带来无限生机

金莲花开 遍野清香
生态环境部第八扶贫工作组帮助河北省围场县八顷村实现植物资源产业化

本报记者王小玲成都
报道 四川省自然 资 源 厅
近 日 印 发《四 川 省 市 级 国
土 空 间 生 态 修 复 规 划 编
制 指 南》（以 下 简 称《指
南》），逐级分解落实目标任
务，科学指导市（州）开展规
划编制。

据悉，《指南》是全国首
个市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规划编制指南，在充分衔接
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
划编制指南基础上，创新性
地增加规划编制技术路线，
并以自然地理单元为基础，
确定修复分区，构建省—市

（州）—县（区）生态修复规
划三级纵向传导体系。

《指南》明确，市级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规划范围包
括市级行政辖区内全部区
域 。 规 划 期 限 为 2021
年 -2035 年 ，近 期 至 2025
年，中期至 2030 年，远期展
望 至 2035 年 ，基 准 年 为
2020 年。市级国土空间生
态修复规划应落实省级国

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的目
标任务和要求，在全省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体系中
发挥承上启下作用，突出规
划的实施性和可操作性。

《指南》要求，市级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主要内
容应包括：衔接区域发展战
略，落实全国重要生态系统
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
规划及省级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规划明确的生态修复
任务；基于生态系统演替规
律和内在机理，结合气候变
化和人类活动影响，识别区
域生态问题，预判重大生态
风险；谋划市域国土空间生
态修复总体布局，实行国土
空间整体保护、系统修复、
综合治理，逐步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明
确市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目标任务，确定生态修复重
点区域、重点工程和重点项
目，推进解决生态、农业、城
镇空间等领域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

本报记者肖颖 冯永强
西安报道 陕 西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日 前 举 办 新 闻 发 布
会 ，介 绍《排 污 许 可 管 理
条 例》及 陕 西 省 贯 彻 落实
条例有关工作情况。据了
解，目前陕西省已发放排污
许可证 6665 家。

据陕西省生态环境厅
排污许可管理处（应对气候
变 化 处）余 林 介 绍 ，截 至
2021 年 2 月，陕西全省纳入
排污许可管理的固定污染
源共 48148 家，其中发放排
污 许 可 证 6665 家 ，发 放 限
期整改通知书 564 家，排污
登记企业 40919 家。

在发证全覆盖的同时，
陕西还高度重视发证质量
的把控和提升，通过平台核
查、现场帮扶等多种手段提
高排污许可证核发质量，并
以排污许可质量核查资料
为 线 索 ，开 展 了 4297 次 执
法检查，逐步构建以排污许
可为核心的执法模式，形成
以排污许可证信息平台线

索+执法引导表+执法记录
为 核 心 的 固 定 源 执 法 体
系。在咸阳市、宝鸡市、韩
城 市 的 钢 铁 、火 电 、水 泥
等 行 业 开 展 审 计 式 监 管
试 点 ，探 索 用 一 套 制 度 实
现 政 府 对 企 业 自 上 而 下
的 管 理 和 企 业 对 政 府 自
下 而 上 的 执 行 反 馈 ，初 步
实现了“一证式”管理。不
断加强排污许可制度与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排
污权交易制度、环境保护税
制度等各项环境管理制度
衔接，逐步构建以排污许可
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
管体系，支撑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

据悉，为进一步强化排
污许可“一证式”监管，从 3
月 20 日起，陕西省生态环
境厅已全面开展 2021 年排
污 许 可 证 后 监 管 专 项 执
法 行 动 ，对 发 现 的 无 证 排
污 、不 按 证 排 污 、逃 避监
管等行为依法依规予以严
厉打击。

陕西已发放排污许可证6665家
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体系

四川出台市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指南
构建省—市(州)—县(区)三级纵向传导体系

巩固脱贫攻坚巩固脱贫攻坚
推进乡村振兴

◆洪旭朝 朱翚

远眺牛头山青翠绵延，林壑优美，无限
风光；聆听温泉水叮咚作响，流水淙淙，清脆
悦耳……从壶山脚下到熟溪水边，总能发
现存在于浙江省武义县的那股 沁 人 心 脾
的“绿”。

碧水蓝天、青山密林，得天独厚的生态
环境，让武义县倍感珍惜并始终坚守着“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2020 年，成
功创建国家级有机食品生产基地，标志着
武义县在生态立县战略的大道上完成绿色
跨越，成为生态环境保护与有机发展“双
赢”的典范。

彩色的四季景观

武义县生态环境优越，全县拥有国家
级森林公园 1 处、省级森林公园 1 处、省级
湿地公园两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 处，森
林覆盖率达 73.92%。2019 年，武义县空气
质量优良率为 92.3%，是名副其实的“江南
桃花源”和“浙中绿岛”。

2017 年 1 月，武义县启动珍贵彩色森
林建设。围绕“一城六镇八景十线百片”的
珍贵彩色森林总体建设布局，武义县在“十
三五”期间完成 18.1 万亩彩色森林建设，将
珍贵森林、彩色森林、健康森林以“点、线、

面”的形式有机结合，改变林相单一的森林
景观，营造了“春花、夏荫、秋果、冬彩”的季
相变化森林。

2018 年，武义县开始开展“一村万树”
三年行动，在全县形成“一带一树、一村一
景”的珍贵化、彩色化村庄绿化体系，为加
快推进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和美丽乡村建设
提供有力支撑。

与“武义绿”相映衬的是碧波滔滔、绕
城而过的一江活水——熟溪河。熟溪河是
武义县的母亲河，如今也是展现武义县自
然生态的一张名片。

自 2014 年启动“五水共治”工作以来，
武义县的治水工作不断从治标向治本、从
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污水零直排”、
河长制在全县人民心中渐渐扎了根。

2015 年以来，武义县投资 8.05 亿元，
通过雨污管网建设、排口改造、污水处理厂
扩容等工程建设，全面消除黑臭水体。去
年以来，武义县秉持生态立县战略，以“再提
水质”为目标，“五水共治”工作稳步推进，成
效显著，有关部门将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列为
重点工作，总投资 3 亿元，制定完成 3 个街
道、五大区块、122 个生活小区、15 个工业
园区“污水零直排”建设的目标。

当红的有机产品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山水相依的武义
县深刻领悟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努力将生态优势转化成经济效益。

武义县新宅镇林木丰茂，气候独特，森
林覆盖率达 83.6%，海拔多在 350 米-1050
米之间，土壤大部分是通透性较好的砂质

土壤，具有典型优质茶产区的生态条件，且
由于没有工业污染，非常适合有机农业的
开发。

近年来，新宅镇以打造“有机第一镇”
为目标，大力发展特色有机绿色农业，网罗
农村创业精英，培育本土特色品牌，以农产
品销售助力全镇经济发展。如今，新宅镇
一年四季都有源源不断的有机蔬果“出村
进城”，成为全国各地餐桌上的佳肴。

新宅镇是武义县在“两山”理念背景下
打造有机产品的一个缩影。武义县的有机
产业始于 1995 年，直到 1997 年“牛头山”牌
绿茶通过原国家环境保护局有机食品发展
中心有机食品认证，武义的有机产品开发
步入正轨。

目前，全县有机产品认证数量位居全
国前列，覆盖种植、养殖、水产、野生采集林
产品、加工等产业，先后被命名为中国有机
茶之乡、中国有机国药基地、中国有机抹茶
之乡、中国名茶之乡，跻身全国首批有机产
品认证示范区、国家级出口茶叶质量安全
示 范 区 以 及 国 家 农 村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示
范县。

截至目前，武义县有机产品生产、加工
获证企业达 100 家，获得中国有机产品标
准认证证书 133 张，有机产品数量达 189
个，全县有机生产面积稳定在 5万亩以上。

2015 年-2019 年，武义县有机生产经
营主体数量及认证证书数量均呈现快速增
长态势，其中，2019 年的有机产品认证证
书数量为 2015 年的 3 倍，发展速度远远高
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全县 100 家有机生
产企业中，有 6 家经营主体获批国家有机
食品生产基地。

多面的政策扶持

对 于 农 业 发 展 ，武 义 县 一 直 十 分 重
视。实践中，武义县注重多方联动，完善政
策，帮助绿色产业平稳发展，保证全县有机
产品质量过关。

早在 2000 年，武义县委县政府就成立
了武义县有机茶开发领导小组。2008 年，
为推动有机农业发展，发挥资源优势，提升
农业产业水平和竞争力，武义县成立了有
机农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同年成立了武
义县有机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2017 年 ，为 进 一 步 调 整 完 善 领 导 小
组，武义县成立专门机构“有机办”，并对机
构内部职责进行分工，内设综合组、宣教
组、督查组、项目部（水产品组、农产品组、
林产品组、食用菌组），负责具体组织协调
落实工作，全域推进有机产业的发展。

钱支援，物支援，不如来个科技特派
员。武义县每年都会邀请有机农业专家，
组织辖区内茶叶、中药材、食用菌等有机产
品生产主体进行有机产品生产技术培训，
着力提高从业者生产管理水平。浙江省农
业农村厅农技推广中心科长陆中华和浙江
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副所长蔡为明就
是其中之一，他们带领的团队与武义县菇
农一道，致力于食用菌育种、技术研发与推
广，走出了一条“创新业、育新种、推新法”
的有机发展之路。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2021 年是
“十四五”的开局之年，站在新的起点上，武
义县将继续朝着“两山”理念的目标迈进，
进一步推动生态和发展有机融合。

为 全 面 应 对
沙尘污染天气，最
大 限 度 减 轻 沙 尘
和 其 他 污 染 源 对
空气质量的影响，
近日，北京市房山
区 生 态 环 境 局 为
各乡镇配备了 100
辆 多 功 能 抑 尘
车。据了解，抑尘
车 主 要 是 通 过 喷
发 雾 气 微 粒 吸 附
空 气 中 的 粉 尘 颗
粒，从而起到固尘
降尘的作用。
本报记者邓佳摄

◆本报见习记者李茹玉

临近春节，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
族自治县城子乡八顷村村长岳俊清在村口
看到一家人开上电动车，欢声笑语地沿着新
修的公路外出赶集，置办年货去了。

6 公里外城子乡的大集上，八顷村的村
民越来越多，他们货筐里的物资也越来越丰
富。“以前，站在村口看到赶集回家的人，车上除
了时令蔬菜和生活必需品以外，很少有别的；现
在，每家每户过年都会买上几斤肉，孩子们过
年的新衣也越来越多了。”岳俊清说。

对八顷村的村民而言，这是一个幸福的
春节，在生态环境部第八扶贫工作组的帮助
下，八顷村创办了集体产业，贫困户已实现
稳定脱贫。

山脉阻塞，气候寒冷，土壤贫瘠，这个深
度 贫 困 村 曾 在“ 一 条 路 两 条 沟 ”中 艰 难 生
存。如果不是扶贫工作组送来了金莲花等
植物“黄金”，村民的日子不知何时才能看到
希望。

聚沙成塔
让乡亲们重燃希望之火

扶贫工作组进驻八顷村之初，村里 10 个
村民组有 3 个组生活在大山沟里，出行、用
电、通讯都十分艰难。“穷根儿就埋在这里，
能走的人都走出去了，扶贫这个摊子谁来都
干不了。”在 2016 年扶贫工作组进驻之初，乡
亲们对脱贫缺乏信心。“村容村貌太落后了，
人口流失程度太高了。”谈及八顷村深度贫
困的原因，岳俊清这样说。

2016 年以前，八顷村全村 1100 余人，外
出务工人数将近 600 人，超过全村总人数的
一半，青壮年都走了，留在村里的全是幼儿

和老年人。“坝上一场风，年初到年终。八顷
村的气候条件让粮食种植难上加难，一年到
头忙活下来，田里的收成也只能换来两千多
元钱，不要说养家糊口，基本生活都困难。”
村民唐凤国说。

村民走了，产业缺失，村组织的境况必
然会受影响。“村集体没有一分钱，还欠着 7
万多元外债，村委连续 4 年没有村选支书，

‘两委’班子只有 4 人，平均年龄 59 岁，党员
会很难开起来。”作为村长的岳俊清虽有意
改变，但面对残酷的现实却一筹莫展。

位于接坝地带的八顷村，每年一到十月
底就开始飘雪，本就泥泞的土路在冰雪中显
得更加崎岖，一家一户的土坯房在风雪中独
自兀立。当时，雪后的八顷村村民只是“各
扫门前雪”，公共区域清扫往往难以组织，大
家的心是散的，力也是散的。

生态环境部扶贫工作组来到了八顷村
见此现状，深感扶贫要先扶志，凝聚村民的
向心力，才能鼓舞大家团结奋进。经过工作
组 1 个多月的走访，在摸清每户贫困原因的
同时，工作组也在逐渐聚沙成塔，为八顷村
脱贫树立信心。

开源引流
让贫困村实现自我造血

早在十几年前，唐凤国为躲避八顷村的
贫困状况，前往外地开起了小餐馆，但身在
异乡的他总会惦念家中年过七旬的老母亲。

每次回乡的唐凤国，都要辗转几次才能
坐上回家的公交车，而且一路颠簸。如今，
新修的公路平坦畅通，从县城回村的时间缩
短了一半。“村里的集体企业办起来了，村容
村貌有了很大提升，看着八顷村组织起来
了，我也想回来建设家乡、照顾母亲。”唐凤

国说。
扶贫工作小组来到八顷村后，便马不停

蹄地多方调研，谋划扶贫产业项目，在摸清
全村生物多样性资源底数的基础上，科学引
导当地保护性开发本地植物资源——金莲
花，并实现产业化，依托生态系统优势提质
增收。

金莲花是围场县传统的药用植物资源，
扶贫工作组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项
目支持八顷村引进了金莲花新品种“中华 1
号”。“八顷村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特点不太适
宜粮食种植，但却是金莲花的天堂。”岳俊清
说，“八顷村金莲花药用成分比引种地提高
了 25%，其黄酮含量达到了 16.97%。”

依托金莲花等经济作物，八顷村的集体
企业承德八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意红红
火火，村民们也能从中分得红利。每年，村
里的企业会将 60 万元-70 万元的收益作为
工资发放给村民。2019 年，八顷村形成占地
60 亩的有机金莲花种植产业基地，年均销售
收入达 30 多万元，累计带动 30 个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增收。

村民杨占国今年已经 65 岁了，原本靠天
吃饭每年只能收入 2000 余元的他在村组织
的协调下来到了村办企业帮忙。“我每天到
金莲花田埂里除除草、摘摘花，做些零活，每
年能挣上万元，收入翻了几番。”杨占国说。

内生动力
让扶贫成果不断巩固

在八顷村村部的大讲堂里，整整齐齐摆
放着 40 把椅子，这里不是会议室，而是农民
培训课堂。“新作物引进了，村民要及时跟进
学习，才能做出成果来。”岳俊清向记者介绍
了八顷村培训学习的“盛况”：“讲堂里全坐

满了人，有在过道站着的，有在窗外观望的，
就连离村部七八里地山沟子的村民也都来
了，每次都有上百人。”

这次课堂上讲的是八顷村的新鲜事儿：
玫珑瓜的跨区域引种和产业化开发。八顷
村当地是特有的沙性土壤，为了盘活这片土
地，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通过在
全国开展供需匹配、对接必选和评估，帮助
八顷村引进了海南高端玫珑瓜种植项目。

优质选种和八顷村的高海拔、沙性土壤
条件强强融合，玫珑瓜成了扶贫产品中供不
应求的明星产品，迅速成为八顷村的生态产
品新名片。

2019 年，八顷村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
13 万元，村民务工收入 70 万元，土地流转收
入 20万元。

开源造血的同时，工作组充分挖掘提升
当地传统农产品在特有气候条件与特有成
分等方面的生物多样性价值。工作组支持
八顷村发展建设了 420 多亩的有机富硒马铃
薯种植基地，并通过了国家有机认证，使传
统农产品依托生物多样性品质优势而升值
畅销。

在种植之余，八顷村会邀请围场县培训
学校的老师定期来讲课，八顷村也会组织村
民定期分享种植、养殖以及听课的心得。遇
到普遍问题，八顷村会同技术专家及时沟
通；遇到好的经验，八顷村会及时召开会议
组织学习。

随着新品种的引进，八顷村的收入继续
滚动起来，村民的精神头也随之高涨起来。
原来村头常见的三五成群闲聊的人都不见
了，他们已经主动加入到种植和学习中，帮
着村里出一份力。“脱贫还是要激发乡亲们
的内生动力，这股劲儿起来了，成果就保住
了。”岳俊清说。

本报记者刘俊超郑州报
道 3 月 24 日，河南省污染防治
攻坚办召开会议，对全省空气
质量连续两个月排名靠后的9个
县（市、区）、春节和元宵节烟花
爆竹禁放管理不力的4个县（市）
进行公开约谈，有关县（市、区）
政府负责人分别作了表态发言。

当天，约谈的环境空气质
量排名靠后的县（市、区）有平
顶山市石龙区、南阳市高新区、
南阳市内乡县、南阳市西峡县、
南阳市淅川县、南阳市方城县、
开封市兰考县、洛阳市偃师区

（原偃师市）、信阳市罗山县。
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管控不力县

（市）有周口市太康县、周口市
项城市、平顶山市宝丰县、安阳
市安阳县。

会上，河南省污染防治攻
坚办通报了被约谈县（市、区）
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重点

行业管控不严格、扬尘污染突
出、柴油货车污染过重、错峰生
产落实不实等方面，淅川、方城
多家企业未按预警要求实施停
产；偃师移动源污染较为突出，
二氧化氮浓度急剧攀升，导致
环境空气质量恶化；罗山县重
型柴油货车管控不力，管控期
间通行频繁；特别是太康、项
城、宝丰、安阳 4 县（市），在春
节期间全省烟花爆竹严格管控
的高压态势下，禁售禁放工作
不 扎 实 ，管 控 成 效不明显，除
夕、初一燃放高峰期，发现多起
燃放行为，导致空气质量急剧恶
化，有的PM2.5浓度上升近40%。

有关负责人指出，被约谈的
县（市、区）要正视问题，进一步认
清严峻形势，尽快找准症结，靶向
治污，迅速扭转当前不利局面。
要提高站位，突出重点，进一步压
实政治责任，加大整改力度。

因大气治理不力

河南13县（市、区）被公开约谈

本报记者马新萍北京报
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
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
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
部、市场监管总局、国管局印发

《关于“十四五”大宗固体废弃
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指导意见》），全面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促进高质量发展。

《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大宗固体废弃物（以下简称
大宗固废）综合利用能力显著
提升，利用规模不断扩大，新增
大 宗 固 废 综 合 利 用 率 达 到
60% ，存 量 大 宗 固 废 有 序 减
少。同时，提出综合利用产业
体系不断完善、技术创新体系
逐步建立、综合利用制度基本
完善、协同发展模式不断创新
和示范引领作用显著增强等 5
个方面目标。

大宗固废指单一种类年产
生量在 1 亿吨以上的固体废弃
物，包括煤矸石、粉煤灰、尾矿、
工业副产石膏、冶炼渣、建筑垃
圾和农作物秸秆等七个品类，
是 我 国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重 点 领
域。“十三五”期间，我国累计综
合利用各类大宗固废约 130 亿
吨，减少占用土地超过 100 万
亩，提供了大量资源综合利用
产品，促进了煤炭、化工、电力、
钢铁、建材等行业高质量发展，
资源环境和经济效益显著。

据介绍，目前，大宗固废累

计堆存量约 600 亿吨，年新增
堆存量近 30 亿吨，其中，赤泥、
磷石膏、钢渣等固废利用率仍
较低，大宗固废综合利用任重
道远。

为此，《指导意见》提出，要
提高大宗固废资源利用效率，
拓宽煤矸石、粉煤灰、尾矿（共
伴生矿）、冶炼渣、工业副产石
膏、建筑垃圾、农作物秸秆等大
宗固废利用途径，扩大综合利
用规模。推进大宗固废综合利
用绿色发展，推进产废行业绿
色转型，推动利废行业绿色生
产，强化大宗固废规范处置。
推动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创新发
展，创新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模
式、综合利用关键技术、协同利
用机制和管理方式。实施骨干
企业示范引领、综合利用基地
建设、资源综合利用产品推广、
大宗固废系统治理能力提升等
资源高效利用行动。

《指导意见》要求，各级发
展改革委和各有关部门要切实
履行职责，建立协调机制，统筹
推进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工作。
健全法律法规，积极推动资源综
合利用立法，强化执法监管。继
续落实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绿色
信贷，支持相关企业发放绿色
债券，鼓励地方支持资源综合
利用产业发展，不断探索依靠
市场机制推动大宗固废综合利
用的路径和模式。加强宣传推
广，推广典型经验，营造全社会
积极参与的良好氛围。

十部门印发《关于“十四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

2025年新增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