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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李明哲哈尔滨报
道 在近日举行的“2020 年黑龙江省生
态环境状况公报”新闻发布会上，黑龙
江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牟善学介绍了
全省生态环境各要素的质量状况。

2020 年，黑龙江省生态环境质量
总体良好。大气环境质量方面，全省
大气环境质量保持优良，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为 92.9%，较 2015 年提高 6 个
百分点。实施散煤污染治理“三重一
改”攻坚行动，全省削减散煤 319.51 万
吨。全省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
例同比降低。

水环境质量方面，全省 62 个国控
考核断面优良水体比例为 74.2%，较
2015 年提高 11.3 个百分点，国考断面
劣Ⅴ类全部消除。四大水系水质持续
向好，松花江、乌苏里江和绥芬河干流
的水质状况均为良好，黑龙江干流水
质达到考核目标要求。

土地方面，全省土壤环境风险有
效管控，受污染耕地、污染地块安全利
用率分别达到 92%、100%。125 个县

（市、区）完成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
分工作。实施危险废物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固体废物零进口法定目标提前实现。

本报讯 内蒙古自治区近日召开生
态环境保护新闻发布会，发布 2020 年
自治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2020 年，内蒙古全区水环境质量
总体保持良好水平、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增高、土壤环境质量总体
保持良好、噪声环境质量状况良好、辐
射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生态质量保持
稳定。

全区 139 个国家及自治区级地表
水断面（点位）中，Ⅰ类～Ⅲ类水质断面

（点 位）占 58.3%，劣 Ⅴ 类 占 13.7%，与
2015 年相比，Ⅰ类～Ⅲ类水质比例上

升 13.8 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比例下降
10.8 个百分点，全区水环境质量明显好
转。全区 12 盟市政府所在城市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0.8%，比上年上升
1.2 个百分点。国家考核全区的 10 个
盟 市 PM2.5 年 均 浓 度 较 2015 年 下 降
25%。全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与
未达标盟市 PM2.5年均浓度下降比例两
项指标，均达到国家约束性考核指标要
求。全区监测 35 个采样区 136 个国控
土壤风险监控点，所有点位均达到土壤
污 染 风 险 筛 选 值 要 求 ，达 标 率 为
100%。 杨爱群李俊伟

黑龙江四大水系水质持续向好内蒙古全区水环境质量总体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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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碧水渐寻常
——晒晒各地 2020 生态环境保护成绩单

本报讯 天津市政府新闻办日前召
开 2020 年天津市生态环境状况新闻发
布会。去年，天津市 PM10、NO2 年均浓
度首次达到国家标准，国控断面劣Ⅴ类
水质首次清零，同比下降 5个百分点。

发布会上，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温武瑞介绍了 2020 年 全 市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情 况 并 回 答 了 媒 体 记 者 有 关 提
问。他说，6 月 5 日是环境日，这是三
年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圆 满 收 官 之 后 的
首个环境日，更是开启人与自然和谐
共 生 现 代 化 建 设 新 征 程 的 首 个 环 境
日，意义非凡。

2020 年，天津全市大气环境质量
持 续 全 面 改 善 。 SO2、CO 年 均 浓 度
稳 定 达 到 国 家 标 准 ，O3 浓 度 基 本 保

持稳定，PM2.5 年均浓度降至 48 微克/
立方米，同比下降 5.8%。攻坚战三年
以 来 ，全 市 PM2.5 浓 度 下 降 22.6% ，优
良 天 数 增 加 36 天 ，重 污 染 天 数 减 少
12 天。

水环境质量取得历史性好转。国
控断面优良水质比例为 55%，同比提高
5 个百分点。三年来，优良水质比例增
加 20 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比例下降
40 个百分点。12 条入海河流从“全部
为劣”到“全部消劣”。近岸海域优良水
质 比 例 达 到 70.4% ，提 高 53.8 个 百
分点。

土 壤 环 境 质 量 始 终 保 持 总 体 良
好。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100%。

郭文生 任效良

天津PM10、NO2年均浓度首次达到国标

本报讯 2021 年重庆市六五环境
日新闻发布会日前举行，会议发布了

《2020 年重庆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公报》显示，2020 年，长江干流

重庆段总体水质为优。15 个监测断
面水质均达到Ⅱ类。长江支流总体水
质 为 优 ，114 条 河 流 196 个 监 测 断 面
中，Ⅰ类~Ⅲ类、Ⅳ类和Ⅴ类水质的断
面比例分别为 94.4%、4.6%和 1.0%；水
质满足水域功能的断面占 98.5%。66
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
率为 100%。

2020 年，重庆市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为 333 天，同比增加 17 天，其中优的
天数为 135 天，良的天数为 198 天。无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PM2.5、PM10、

SO2、NO2、O3 和 CO 六项主要污染物
浓度首次全部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
二级标准。32 个区县六项大气污染
物浓度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比 2019
年增加 13个区县。

2020 年，全市超额完成重金属 6%
的减排目标。

2020 年 4 月，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签订了《危险废物
跨 省 市 转 移“ 白 名 单 ”合 作 机 制》。
2020 年 11 月，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四省市签订《关于建立长江经济带上
游四省市危险废物联防联控机制协
议》与《四省市危险废物跨省市转移

“白名单”合作机制》。全市土壤环境
质量总体保持稳定。程竹青 代渝露

重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333天

本报见习记者陈克瑶昆明报道
记者近日从云南省 生 态 环 境 厅 召 开
的《2020 年 云 南 省 环 境 状 况 公 报》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获 悉 ，2020 年 ，云 南
省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状 况 稳 定 ，全 省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继 续 保 持 优 良 ，地 表 水
水 质 优 良 比 例 上 升 ，九 大 高 原 湖 泊
水 质 稳 中 向 好 ，全 省 自 然 生 态 保 持
稳 定 ，森 林 资 源 数 量 质 量 持 续 提
升 ，森 林 资 源 保 护 成 效 显 著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持 稳 定 ，环 境 监 管 执 法 力
度不断加大。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监测处处长许
宏斌介绍，云南 2020 年和“十三五”生

态环境保护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全
省环境质量总体保持优良。

2020 年，云南省环境空气质量总
体 保 持 良 好 ，16 个 州（市）政 府 所 在
地 城 市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在 91.9%~100%
之 间 ，全 省 平 均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98.8%，其中香格里拉、丽江、昆明、楚
雄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100%。 主 要 河 流
监 测 断 面 水 质 优 良 率 达 到 86.4% ，比
2019 年提高 1.9 个百分点；主要出境、
跨 界 河 流 断 面 水 质 达 标 率 为 100% ；
湖 泊 、水 库 水 质 优 良 率 为 80.6% 。 九
大 高 原 湖 泊 中 星 云 湖 水 质 由 劣 Ⅴ 类
好转为Ⅴ类。

本报记者潘骞合肥报道 安徽省
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安
徽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贺泽
群受邀发布 2020 年全省生态环境状
况等有关情况。

“在全省经济发展稳定向好的同
时，生态环境保护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完
成，一系列历史性成就为安徽省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厚植了绿色底色和质量成
色。”贺泽群介绍道，2020年，全省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升幅居全国第三位、
长三角第一位；PM2.5 平均浓度降幅居
全国第七位、长三角第二位；国考断面
实现劣Ⅴ类清零，长江流域国考断面水

质优良比例创国家考核以来最好水平。
在大气环境质量方面，16个设区市

重度污染天数累计为 38 天，同比下降
45.7% 。 全 省 平 均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82.9%，同比上升 11.1个百分点。芜湖、
宣城、铜陵、池州和黄山5市环境空气质
量全面达标，其中黄山市空气质量在全
国168个重点城市排名中保持第五位。

在水环境质量方面，16 个设区市
43 个在用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
中（地表水水源地 27 个、地下水水源
地 16 个），除亳州市地下水水源地因
地质原因氟化物超标外，其余 15 个设
区市达标率均为 100%。

本报讯 山东省政府日前召开新闻
发布会，发布《2020 年山东省生态环境
状况公报》。2020 年，山东全省生态环
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
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
宋继宝在发布会上介绍：“去年，全省
PM2.5年均浓度和优良天数比例较 2015
年分别改善 37.0%和 14.2%；83 个国控
地表水考核断面中，优良水体比例达到
73.5%，无劣Ⅴ类水体。”

《公 报》显 示 ，2020 年 ，山 东 省
PM2.5、PM10、SO2、NO2、O3、CO 浓 度 分
别 为 46μg/m3、80μg/m3、12μg/m3、
32μg/m3、172μg/m3 和 1.4mg/m3，同
比分别下降 11.5%、15.8%、14.3%、8.6%、

8.5%、6.7%。水环境质量连续 18 年持
续改善，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积比例达
91.5%。

宋继宝介绍，去年以来，全省各级
各部门坚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担当作为，合力攻坚，三年污染防治攻
坚战圆满收官。

山东省深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截至 2020 年底，全省第一轮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反馈意见
指出的 98 项问题已整改完成 69 项(目
前已完成 88 项)，信访件整改销号率达
到 99.7%。出台《山东省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工作实施办法》，为依法开展省级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提供制度保障。

周雁凌 王文硕

云南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继续保持优良 安徽优良天数比率升幅全国第三

山东环境质量创监测记录最好水平

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庄西村一片树林里成群的鹭鸟日前在林间蹁跹起舞。
近几年来，沙溪镇加强环境治理，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成为鸟儿栖息的天堂。

人民图片网供图

◆本报记者王琳琳

草木蔓发，春山在望。六月的青海迎来了
一年中最美的季节，也迎来了全国各地受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感召而来的朋友们。

伴随着令人心潮澎湃的深情诗朗诵《大河
—献给黄河》，2021 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
动“繁荣生态文学 共建美丽中国”论坛在备受
期待中拉开了帷幕。生态环境部、中国作家协
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有关领导以及 10 余位长期
从事、支持生态文学创作的作家、文化学者、出
版机构代表们齐聚一堂，他们礼赞自然、敬畏生
命，感念山川河流；他们交流经验，探讨思路，展
现自觉生态意识；他们建言献策，积极行动，勇
担生态文学时代使命。

文学的灵思在这里迸发，思想的火花在这
里碰撞。热烈的氛围中，与会者凝聚共识，汇聚
力量，以文学之名郑重签署《青海宣言》，为共建
和书写新时代生态文学许下了庄严承诺。

礼赞自然、敬畏生命，感念山川河流

身为一名出生并成长在大凉山的彝族作
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
每每听到或者说到自然、环境、生态这样的词语
时，总是会不由自主并且充满诗情地想起家乡
的土地、山水和天空，想起在其中生存繁衍的人
和一切有生之物。

有时，他也会对自己这颗敏感的心产生疑
惑：在那旷原和山野里，究竟有什么东西在诱惑
着它？是对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眷恋或记忆，还
是来自生存的内在需要或灵魂的某种渴求？

答案或许可以用青海省作协主席梅卓的一
句话来回答：“没有一个真正的作家能拒绝山川
河流、青山绿水的呼唤。”

大自然是一切生物的母体，也是文学创作
的源泉。古老的谚语、故事、诗歌中，充满了人
们对日月星辰光华的赞美、对风暴雷电威力的
敬畏，对野生动物勇猛顽强的仰慕，对江河溪流
滋润的感念。

论坛上，作家们纷纷表达着对大自然的礼
赞与敬畏，抒发着对大地母亲的尊崇与感激，传
递着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向往与期盼。

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副
主席、西藏文联主席扎西达娃作为生长在青藏
高原上的人，谈到了他对青藏高原土地生态的
感知感怀，“高原民族和平、和谐、和睦、感恩大
自然，与大自然友好相处，是一种自觉的行为。”
这不仅源于极其严酷的大自然对人们造成的原
始宗教般畏惧、被动和不自觉的规范，而且源于
在高原民族的眼中，人类、动物和植物不是各自
隔离的生命形态，而是共为一体，拥有同样珍贵
的生命自由和生存的权利。

湖北省作协原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陈应松，长期生活在神农架的深山密林中。在
现场的观察体验，让他写出了《豹子最后的舞
蹈》《松鸦为什么鸣叫》《森林沉默》等一批经典
生态文学作品。他说，是自然美妙的鸟叫、蛙
鸣、虫吟、兽吼滋养着他的身心，也给他的文学
创作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灵感与启迪。

“山川河流永远是作家精神世界的寄托和
梦想。”陈应松说。

交流经验，探讨思路，展现自觉生态意识

当站在历史的长河，回望中华五千年悠久的传统历史文化，会发现历
代文人热情讴歌自然的灵秀、壮阔和伟大，倾心描写山水的景象、神韵和
意境，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

“几乎可以说，一部中国诗歌史，就是一部山水诗史。”江西省作协名
誉主席、中国民协副主席刘华如此总结说。《诗经》《楚辞》中有大量对自然
景观细致生动的描写，谢灵运、王维等古代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抒情挥毫
的山水田园诗。

如果说，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古代，不少诗词是寄情山水、触
景生情或托物言志之作的话，那么，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与人类活动范围
不断扩大的今天，生态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论坛上，作家们不由自主地反思当今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对自然生态
环境的破坏，剖析当下生态文学的内涵，谋求人类和地球未来可持续发展
的出路。

大连市作协主席素素警告说：“有一种恶叫糟践自然，有一种罪叫毁
灭生态。”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葛水平则强调：“出于良知与使命，我们有义
务保护我们的母亲河。”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中国散文学会会长叶梅的
话语则铿锵有力：“为生态危机而写作，没有一个中国作家会拒绝。”

生态文学不是寄情于山水的文字娱乐，而是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
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生态文学强调对自然的尊重，强调人的责任和
担当。

这是来自内心深处的自觉生态意识，这是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生态视角。这份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左右着许多人前行的脚步和方向。

梅卓表示，青海省作协正着手编辑出版青海作家生态文学作品集，写
真人真事、抒真情实感，用文学的形式生动展现青海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
护的实践行动，助力青海生态文明建设。

建言献策，积极行动，勇担生态文学时代使命

在众多作家的勤奋耕耘之中，我国生态文学不断丰厚与发展。武汉
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汪树东 20 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当代生态文
学的研究。在他看来，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不
容置疑、不容忽视的成绩。

“我们有不少作家堪称典型的生态作家，如徐刚、哲夫等长期投身于
生态文学创作，孜孜以求，成就巨大，一些叱咤当今文坛的作家也都具有
鲜明的生态意识，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生态文学作品。”汪树东说。

然而，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发展至今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科学
精神不够严谨，生态整体观不够成熟，许多作品艺术魅力不足等。

那么，如何进一步弘扬生态文化，推动生态文学创作繁荣发展，为生
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凝心聚力？

叶梅建议，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从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中
汲取智慧和理性思辨，是我们返璞归真，重新审视自我，观察生态，认识自
然的有效途径。”叶梅说。

刘华建议，要深刻揭示自然生态与人类命运、与人的心灵世界休戚与
共的关系，要准确反映当下的生态危机、探究其社会根源并生动描写和反
映生态文明建设现实。

生态环境部愿与广大作家和文艺工作者携手，大力宣传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讲好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故事，用鲜活的文学作品浸润心灵，用
生动的笔触记录和书写生态文明建设伟大实践。

“让我们从三江之源出发，为助推和繁荣新时代的生态文学而共同努
力，为建设美丽中国奉献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作家以文学艺术工
作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庄严发布的《青海宣言》。

万古江河奔腾，巍巍祁连见证。这份宣言，是共识的凝聚，也是行动
的号角，正汇聚着建设美丽中国的磅礴力量，谱写着新时代生态文学繁荣
发展的壮丽华章。

近日，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老虎山湿地公园，蓝天碧水，美不
胜收。近年来，泰和县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水生态治理修
复，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人民图片网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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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平山县综合实力不断增
强，发展质量明显提升。

“ 在 压 减 钢 铁 产 能 413 万
吨、淘汰石灰产能 500 万吨的情
况下，平山县整体经济保持了
平稳较快发展，‘十三五’末，全
县生产总值达到 248 亿元，年均
增长 5.9%。”平山县县长张前锋
介绍说，持续推进转型升级，平
山县规上工业企业达到 40 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达 351 家、高新
技术企业达 10 家，连续两年获
评“ 全 省 民 营 经 济 发 展 先 进
县”，西柏坡经济开发区跨入千
亿级行列。

“红绿”融合铸就金
山银山

走进中共中央旧址，一座
座土坯房、一个个老物件，仿佛
让人穿越时空重新回到当年的
峥嵘岁月。

“ 牢 记 总 书 记 嘱 托 ，这 些

年，在县里的帮助下，我们村从
灰头土脸的穷破小村实现了美
丽 蝶 变 。”西 柏 坡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闫 振 祥 告 诉 记 者 ，“ 依 托 红
色旅游的带动，村整体的收入
比以前高不少，如今，全村九成
以上的家庭从事旅游服务相关
工作，全村人均年收入超过了 1
万元。”

近年来，平山县委、县政府
以西柏坡纪念馆和中共中央旧
址为核心，按照“景村一体”的
发展理念，整合西柏坡村等周
边村落，实施了建筑风貌控制
和红色氛围营造，一个改变区
域旅游格局的大西柏坡旅游圈
已然形成，即通过西柏坡 5A 级
景区的龙头示范，带动周边乡
村旅游以及附近村民就业、创
业等发展。

红色圣地和绿水青山是平
山县的两大优势资源。除了用
活红色资源，“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始终贯穿于平山
县发展的过程中。

同时，平山县坚持生态立
县，按照“农业园区化、园区景

区化、农旅一体化”发展规划，
初步实现了广大农村变景点的
目标。重点打造了 50 个特色旅
游示范村，以及多个乡村旅游
项目，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了
大量游客，营造了浓厚的旅游
氛围，提高了乡村旅游的影响
力和知名度。

此外，平山县构建了 230 公
里旅游大环线，打造了 28 公里
滹沱河生态走廊，西阜高速、天
桂山旅游专线等建成通车，红
崖谷、黄金寨等一批景区景点建
成开放，中山古城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立项建设，西柏坡红色游、李
家庄乡村游 入 选 全 国 典 型 案
例。平山县成功“创建国家全
域 旅 游 示 范 区 ”。“ 十 三 五 ”时
期，平山县共接待游客 6833 万
人次，比“十二五”增长 44.5%。

“赶考”永远在路上。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平山县将大
力弘扬“赶考”精神，把红色基
因传承好，把绿色生态守护好，
让平山县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
范 ，让 更 多 老 百 姓 享 受 到“ 红
绿”融合带来的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