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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正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追踪淤泥堆放处
讲述环保人自己的故事

本栏目投稿邮箱：zhbytygs@126.com

时间：2021年9月1日10:30
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金马河旁

“有两家有 机 肥 生
产 企 业 把 大 量 淤 泥 倾
倒 在 金 马 河 旁 ，产 生
蚊 虫 和 臭 味 ，太 影 响
我们的生活了。”

8 月 31 日 晚 10 时
许，在查看当日信访举
报件情况时，中央第五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负
责信访工作的马强看到
这通来电记录，马上联
想到督察组重点调查的
遂宁污泥处置问题，决
定在转办之前先去现场
一探究竟。

第二天一早，马强
便来到金马河旁，踏着

连日阴雨带来的泥泞道
路，在河堤两侧来回查
找疑似淤泥堆放点。他
走近一片高达半米的土
堆，俯身仔细观察，又蹲
下身抓起一把泥土，深
嗅其味道，如此反复，直
至找到淤泥堆放点位，
才搓了搓手上的泥迹，
返回驻地。

随即，督察组将此
信 访 件 作 为 重 点 件 转
办，督促地方切实解决
困扰群众的“烦心事”。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张文路 马
卉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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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加快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改革
729家重点单位完成确权，首批23家单位申报可交易

本报记者崔万杰银川报道
记者近日从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
环境厅了解到，随着石嘴山市实
现排污权首单交易，标志着全区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改革已取
得积极进展。

据介绍，截至目前，全区 729
家重点管理排污单位已全部完成
确权，各地进一步扩大确权范围，
核定简化和登记管理的排污单位
排污权 355 家，全区申报可交易
排污权的排污单位 23 家，5 地市
及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完成了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
氮政府储备排污权核定。

“ 全 区 已 完 成 排 污 权‘ 四 笔
账’核定评估，基本建成排污权交
易平台，‘1+6’政策制度也在陆
续出台。”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
境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排污权交
易“1+6”政策制度体系，包括制
定出台 1 个管理暂行办法，配套
出台交易规则、价格管理、储备调
控、出让收入管理、电子竞价、抵
押贷款等 6 项制度。目前，这些
制度即将进入报批、印发实施阶
段。排污权基准价格，也将于近
日发布。基本建成了覆盖区市县
三级，集信息、服务、交易、监管等
功能于一体的排污权交易平台，

并已在石嘴山市进行试点运行。
作为全区试点地区的银川市

和石嘴山市，推动率先做好排污
权确权、交易主体培育、交易平台
衔接等工作，打通排污权交易各
个环节。石嘴山市已完成自治区
排污权首单交易和首笔抵押贷
款，银川市交易筹备工作也在紧
锣密鼓地筹备，有望启动开展二
级市场交易。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将积极指导全区各地深入挖掘污
染物减排潜力，落实今年总量减
排计划，确保减排工程项目落到
实处。

COP15 现场报道

新华社昆明10月11日电（记者齐
中熙、潘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副总理韩正 11 日在云南昆明出席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开幕式并致辞。

韩正表示，中国作为世界上生物多
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一直高度重视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引领下，中国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不断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与修
复，统筹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事
业，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推

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中
国未来将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推
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我们将编制新时
期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
划 ，推 动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与 经 济 社
会 深 度 融 合 、协 同 发 展 。 持 续 推 进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重 大 工 程 ，让 重 要
生 态 系 统 、生 物 物 种 和 生 物 遗 传 资
源得到全面保护。加强对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宣传教育和知识普及，引导带动
广大公众积极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来。

韩正表示，中国愿与各方加强合作
与交流，切实履行好本次大会东道国义
务，发挥好主席国作用，推动达成全面
平衡、有力度、可执行的共识和行动框
架，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台
阶。韩正向与会各方提出三点倡议：一
是凝聚共识，提振雄心。坚持多边主
义，加强政治推动与对话交流，走雄心
与务实兼备之路，科学制定 2020 年后
行动目标。二是加大投入，调动资源。
拓宽各种资金投入渠道，为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更大支持。三

是加快变革，协同增效。将生物多样性
保护置于优先位置，采取有效措施推动
发展转型变革。加大自然和生态系统
保护与修复力度，协同应对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丧失、粮食安全等全球环境
挑战。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 大 会 的 主 题 是“ 生 态 文 明 ：共 建 地
球 生 命 共 同 体 ”。 来 自 140 多 个 缔 约
方 及 30 多 个 国 际 机 构 和 组 织 共 计
5000 余位代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
参加大会。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古老而
伟大的中华文明，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中共中央、国
务院近日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为保护好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促进沿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标定了路径，具有深
远历史意义和重大战略意义。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 9 个省区，全长
5464 公里，是我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大河。黄
河流域西接昆仑、北抵阴山、南倚秦岭、东临渤
海，横跨东中西部，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也是人口活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在国
家发展大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
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治理黄河极为
重视，将其作为国家的一件大事列入重要议事
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

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着眼
生态文明建设全局，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深入黄河沿线视察调研，多次发表
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掌舵领航、举旗定向。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一代接一代的艰
辛探索和不懈努力，黄河流域水沙治理取得显
著成效、生态环境持续明显向好、发展水平不
断提升，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当前，
黄河流域仍存在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保
障形势严峻、发展质量有待提高等一些突出困
难和问题。正如《纲要》所指出的：黄河流域最
大的问题是生态脆弱；最大的矛盾是水资源短
缺；最大的威胁是洪水；最大的短板是高质量
发展不充分；最大的弱项是民生发展不足。

突出的生态问题制约着黄河流域的高

质 量 发 展 ，影 响 着 人 民 群 众 生 活 质 量 的 提
高。只有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着力改
善区域生态环境，着力优化水资源配置，解决

“最大问题”“最大矛盾”，黄河流域的高质量
发展才有基础、才有动力、才有后劲。

沿黄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到保护好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促进沿黄地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大意义，认真落实《纲要》。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准确把握黄河流域“重在保护、要在治理”
的战略要求，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作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
计，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
治理、源头治理，着力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着力优化水资源配置，着力促进全流域高
质量发展，着力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着力保护
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固树立
“两山”理念，尊重自然规律，持续优化国土空

间开发格局，调整区域产业布局，大力发展新
兴产业，坚定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改变黄河流域生态脆弱现状。要坚持量
水而行、节水优先。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
水定人、以水定产，统筹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用
水结构，深化用水制度改革，推动用水方式由
粗放低效向节约集约转变。要坚持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不断提高政策和工程措施的
针对性、有效性，分区分类推进保护和治理，
因地施策促进特色产业发展，培育经济增长
极。要坚持统筹谋划、协同推进。立足于全
流域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建立健全统分结
合、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统筹谋划上中下
游、干流支流、左右两岸的保护和治理工作。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非一日之功。只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
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我们
一定能让黄河成为一条永远造福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的幸福河。

认真落实纲要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钟寰平

丽美 国中
瞭望MEILIZHONGGUO

LIAOWANG

本报记者杜宣逸昆明报道 10 月 11
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
五次会议（COP15）主席、生态环境部
部 长 黄 润 秋 主 持 召 开 COP15 全 体 会
议，同时主持召开《卡塔赫纳生物安全
议 定 书 》缔 约 方 第 十 次 会 议（CP/
MOP10）全体会议和《关于获取遗传资
源和公正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
的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第四次会议

（NP/MOP4）全体会议，以及 COP15、
CP/MOP10、NP/MOP4 联 合 全 体

会议。
会议按照《缔约方大会议事规则》，

审议并通过了 COP15、CP/MOP10 和
NP/MOP4 全体会议议程以及第一阶
段 会 议 要 解 决 的 议 程 事 项 、组 织 事
项等。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执行秘书穆雷玛出席会议。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主席团成
员、缔约方代表及秘书处有关人员线上
线下参加会议。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主席、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主持召开COP15全体会议

共赴春城之约，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在昆明开幕

10 月 11 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在云南昆明
召开，来自 140 多个缔约方及 30 多个国际机构和组织共计 5000 余位代表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方式参加大会。

本报见习记者于天昊摄

本报记者潘骞合肥报道 安徽省省
长王清宪近日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
议，研究“双碳”背景下推进能源综合改
革 创 新 、促 进 能 源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工
作 。 他 强 调 ，要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碳 达 峰 碳 中 和 工 作 的
重 要 讲 话 指 示 批 示 精 神 ，全 面 把 握
和 处 理 好 发 展 与 减 排 、整 体 与 局 部 、
短 期 与 中 长 期 的 关 系 ，紧 扣“ 双 碳 ”
目 标，深化能源综合改革创新，推动能
源绿色低碳发展，加快构建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三地一区”建设提
供坚实支撑。

王清宪指出，在“双碳”背景下，推
动能源综合改革创新意义重大。要强
化系统设计，在精准测算碳排放底数的
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推动能源
结构与产业结构、生产与生活、科技创
新与产业发展之间实现耦合互动，为安
徽省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
有力支撑。要加快能源体系绿色低碳

转型，推动非化石能源从补充性能源向
替代性能源转变，加强化石能源清洁高
效开发利用，积极构建数字化、智能化
电力系统，进一步提 升 能 源 配 置 效 率
和 利 用 效 率 。 要 积 极 推 进 能 源 综 合
改 革 创 新 示 范 项 目 建 设 ，按 照 工 程
化 、项 目 化 要 求 ，明 确 时 间 表 、路 线
图 、责 任 制 ，加 快 形 成 一 批 可 复 制 、
可推广的经验，切实发挥好改革创新
的“试验田”作用。要充分发挥安徽创
新优势，更加善于运用市场的逻辑、资
本的力量，整合科研院所、龙头企业等
多方资源，探索能源综 合 改 革 创 新 的
新 模 式 ，推 动 节 能 低 碳 技 术 的 集 成
创 新 和 应 用 创 新 ，让 先 进 的 节 能 低
碳 技 术“ 为 我 所 用 ”，着 力 打 造 能 源
领 域 科 技 创 新 策 源 地 。 要 持 续 加 强
政 策 创 新 ，提 升 综 合 服 务 保 障 能 力 ，
在 建 筑 、工 业 、交 通 等 重 点 领 域 或 试
点 区 域开拓更多应用场景，实现能源
绿色低碳发展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相得益彰。

安徽省省长王清宪在省政府专题会上强调

紧扣“双碳”目标 推动改革创新

据新华社天津 10 月 11 日电
（记者黄江林）据天津市生态环境
局、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等部
门联合通报显示，每年冬季有超过
1 万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遗鸥
在天津沿海滩涂栖息越冬。

据了解，天津市通过科学植树
造林、修复碎片化的生态，生物多样
性明显改善，越来越多的候鸟经临
天津迁徙和停歇。截至目前，天津
共观测记录鸟类 452 种，较 2014 年
增加了 36种。

每年超万只遗鸥
在天津沿海滩涂栖息越冬

本报见习记者于天昊10月11日昆
明报道 纪录片《“象”往云南》，展现了人
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场景；云南少数民族
的歌舞表演，描述了云南人民在良好的生
态环境中快乐生活的场景。富有民族特色
的故事和表演，拉开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的大幕。

10 月 11 日下午，昆明滇池国际会展
中心，大会开幕式正式举行。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云南省
委书记阮成发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
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出
席大会并致辞。

英格·安德森表示，面对生物多样性
丧失、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三重挑战，世
界需要雄心和行动，以确保人类向共同
期待的未来迈进。与自然和平相处，是
人类 21 世纪的决定性任务。大自然是
经济文化社会的基础，生态系统创造了
无 数 产 品 和 服 务 ，也 创 造 了 人 类 的 福

祉。目前世界的努力还不足以扭转生
物多样性丧失的局面，人类仍需要更
明确的目标和更有力的措施。同时，
要增加可靠的、对自然有利的投资。
要动用包括资金、技术在内的所有资
源来支持发展中国家。要把自然生态
放在核心位置，纠正在治理等方面的
缺陷。雄心勃勃的“2020 年后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需要所有人致力实施，
以确保人类的未来愿景。

阮成发表示，云南是我国生态系
统类型最丰富的省份，也是践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缩影。本次大会以

“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
主题，共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大计，

开启全球生态文明共建共享新篇章具
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近年来，云南牢记
习近平主席“努力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排头兵”的殷殷嘱托，切实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坚决守护好七
彩云南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和良田沃
土。他表示，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
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
想。我们将以 COP15 大会在云南昆明
召开为契机，在中央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进一步加强与各国政府组织、国际
非政府组织的沟通合作、交流互鉴，为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伊丽莎白·穆雷玛表示，在生态和
文化多样的中国举行这次重要的会议，

表明自然和文化之间的联系具有重大
价值。中国在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
和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解决贫困方
面的行动成就显著。生物多样性危机
以及新冠疫情提醒我们，人类健康和生
态系统之间联系紧密。保护地球生命
是全球性问题，影响着全人类和所有物
种。要实现 2050 年人与自然和平相处
的愿景，必须在此后 10 年内采取行动，
最迟要在 2030 年走上生物多样性恢复
的道路，所以未来十年至关重要。而现
在需要把承诺转换为行动和成果。欢
迎所有人共同参与，形成一个大胆、包
容 的“2020 年 后 全 球 生 物 多 样 性 框
架”，携手行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