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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三年攻坚
整治，海南琼海万泉
河支流双沟溪旧貌换
新颜。经监测，整治
后的双沟溪达到内河
治理水质标准，两岸
芳草萋萋绿道环绕，
已成为市民休闲漫步
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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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三版）在此基础上，编制形成《意见》初
稿。经充分征求沿海各省（区、市）相关部门意
见，并通过部官方网站公开征求社会意见，生
态环境部与农业农村部对社会各界提出的意
见建议进行深入研究并予以充分采纳，共同修
改完善形成《意见》。

《意见》编制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
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并与《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意见》，以及正在编制的《“十四五”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等国家相关政策、规划做好充分衔接，
也充分考虑了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和转型升
级、社会民生需要等，为相关工作指明了方向。

问：请问《意见》的总体思路和主要内容是
什么？

答：《意见》坚持问题导向、环保为民，总体
按照“分区分类、因地制宜、逐步推进”的差异
化监管思路，同时充分考虑海水养殖从业者经
济可接受性和技术可行性，以海洋生态环境高
水平保护促进海水养殖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贯
彻落实好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各
项要求：一是突出精准治污，聚焦对近岸海域
水质、自然岸线和海洋生态破坏较为严重的池
塘养殖和工厂化养殖模式，加强对海水养殖尾
水排放、养殖固体废物处置、清塘等产排污环
节的监管；同时也对开放式海水养殖活动提出
了监管要求；二是突出科学治污，在海水养殖尾
水处理、固体废物处置等方面，积极支持引导产
业转型升级，并强化科研投入和技术研究；三是
突出依法治污，在环评管理、养殖空间布局、标准
制定、排污口整治、环境监测评价、执法检查等方
面，把工作重点放在依法依规“监管”上。

《意见》主要内容包括严格环评管理和布

局优化、实施养殖排污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
监管和执法检查、加强政策支持与组织实施等
四个方面 10 项举措，进一步明确了沿海各级
生态环境部门和农业农村（渔业）部门加强海
水养殖生态环境监管的重点任务。

一是严格环评管理和布局优化。旨在加
强海水养殖生态环境影响的源头管控，强化生
态环境部门的相关规划环评审查和项目环评管
理，组织摸排；督促农业农村（渔业）部门落实养
殖水域滩涂规划，逐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二是实施养殖排污口排查整治。沿海各
省（区、市）生态环境部门会同农业农村（渔业）
等部门，指导督促沿海地市开展养殖排污口排
查。沿海地市要按照国家入河入海排污口监
督管理要求，将海水养殖排污口作为入海排污
口分类整治的重点对象，推动实施养殖排污口
依法取缔一批、规范整治一批、清理合并一批。

三是强化监测监管和执法检查。以沿海
地方海水养殖尾水排放标准为核心，逐步推进
监测、监管和执法检查工作。按照统一部署制
定出台地方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并就标准指标
提出要求。建立健全海水养殖尾水监测体系，
以工厂化养殖为重点，逐步将池塘养殖尾水纳
入监测范围。实施分类监管，生态环境部门加
大对养殖活动海洋生态环境影响的监视监管力
度，农业农村（渔业）部门加强对养殖固体废物、
清塘淤泥收集及无害化处理的指导。重点针对
养殖固体废物丢弃、黑臭水体等加强执法检查。

四是加强政策支持与组织实施。生态环境
部门在排污口管理、养殖项目环评等方面加大帮
扶力度，农业农村（渔业）部门在养殖减排设施设
备完善和养殖固体废物收集处置等方面，加大资
金支持力度。各级地方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渔
业）部门强化部门联动协作和信息共享，加强对
海水养殖绿色发展好经验、好做法的宣传引导。

问：请问如何保障《意见》相关任务要求落
地见效？

答：一是《意见》本身具有良好的制度和实
践基础。“十三五”以来，以渤海综合治理攻坚
战为先导，部分沿海省（区、市）已经着力推进
入海排污口“查、测、溯、治”工作，基本掌握海
水养殖排污口相关信息；辽宁、海南、天津、江
苏等一些沿海省市在海水养殖尾水排放标准
方面也已开展相关工作，具备较好基础。同
时，生态环境部门持续推进地方水产养殖业水
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制订技术导则的编制，将
对 沿 海 地 方 标 准 的 制 定 提 供 有 力 指 导 和 支
持。农业农村部门多年来大力推进实施养殖
水域滩涂规划和海水养殖业绿色转型升级，为
海水养殖布局优化、环保设施建设、环境监管
等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是强化部门联动协作，推动形成各方合
力。《意见》合力推进部门、地方、养殖主体、社
会公众各方共同参与海水养殖生态环境监管，
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的良好氛围。首先，《意见》由生态环境部和
农业农村部共同印发，将生态环境部门的统一
监管职能和农业农村（渔业）部门的行业管理
职能进行有机衔接，强化部门统筹协调。其
次，《意见》充分发挥地方自主性，地方可充分
结合不同地区养殖业发展差异和监管需求，因
地制宜制定排放标准、开展监测试点等。再
次，《意见》引导养殖主体绿色转型，鼓励养殖
尾水集中处理、生态化处理，支持养殖主体开
展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近海网箱（浮球、浮筏
等）环保改造、工厂化养殖循环水配套和养殖
固体废物收集处置等。最后，《意见》鼓励社会
公众参与监督，增强海水养殖从业人员生态环
境保护意识，鼓励社会公众使用环保热线等平
台监督相关工作。

◆高岗栓 李赢

隆冬时节的山西省太原市
娄烦县，蓝天白云，汾水浩荡，一
幅 浓 墨 重 彩 的 山 水 画 卷 徐 徐
展开。

去年以来，娄烦县委、县政
府依托好山好水好风光，以创建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和打
造“山水娄烦”为目标，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引领、融合发展“三位
一体”总体思路，环境污染得到
有效治理，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为省城太原构筑起一道绿色
生态屏障。

清洁取暖，暖身又暖心

清洁取暖，一头连着蓝天白
云，一头连着百姓冷暖。

娄烦县继拆除县城 2300 多
台燃煤锅炉，完成 3 台 80 蒸吨燃
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承接起娄
烦县城 6 万余人的集中供暖任
务后，实施农村清洁取暖改造日
益迫切。

走进娄烦县马家庄乡西会
村村民董二心家，屋内的蓄热式
电暖器映入眼帘。“开关一按，十
几分钟家里就暖起来了，再也不
用每天围着火炉掏灰渣，不仅省
钱，而且环保。”董二心说，以前
每 到 采 暖 季 需 要 花 费 1200
元-1300 元用于燃煤过冬，每天
还要封炉倒灰，特别麻烦。“现在
用电取暖国家还有补贴，一个采
暖季下来，也就不到 600元钱。”

据了解，娄烦县“煤改电”的
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空气源热
泵，政府补贴比例为 94%；一种
是蓄热式电暖器，政府补贴比例
为 89%。

“像董二心家安装一组蓄热
式电暖器，只需花费 360 元。”太
原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
法队娄烦执法大队中队长李艳
军表示，“‘煤改电’后，每度电也
只需掏 9分钱。”

“ 我 们 村 一 共 有 286 户 人
家，现在完成‘煤改电’的有 248

户。”西会村村支部副
书记王有清介绍，改
造前，大家燃煤过冬，
不仅家里一层灰，每
天还要倾倒灰渣，村

里每年卫生清运的费用就高达
7 万元。“改造后，房前屋后干净
整洁了，村容村貌发生了重大变
化，‘家家生火，户户冒烟’的现
象不见了。”

据 介 绍 ，2021 年 娄 烦 县 共
完成“煤改电”2076 户，采暖季
年可减少燃煤 5.7万吨。

许多村民欣慰地表示：“ 生
活在农村，这辈子真没想到能
告 别 生 火 取 暖 的 历史，现在清
洁取暖带来了更多的蓝天，这是
政府给老百姓办的实实在在的
好事。”

生态优先，绿色致富

“以前出去打工没人要，没
想到现在靠种树挣上了钱。”娄
烦县娄烦镇任家沟村村民张秀
云 4 年前加入了扶贫攻坚造林
专业合作社，如今他一年有 7 个
多月的时间在山上种树、护树，
能挣 3万多元。

在忠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中，娄烦县突出

“增绿、增景、增收”结合，扎实开
展“创森”行动，实施“娄岚、娄
古”两大生态廊道建设工程，完
成造林 15 万亩、通道绿化 34 公
里、美化村庄 57 个，努力在“修
山增绿”中巩固脱贫成果，打造
绿色景观。

同时，娄烦县突出“治山、治
水、治气”相结合，紧抓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机遇，大
力实施汾河上游林草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完成荒山造林 15 万
亩，建设生态廊道 34公里。

“我们在汾河水库周边实施
高标准造林 1.6 万亩，水库周边
森林覆盖率达到 70%，进一步改
善了生态环境。”娄烦县林业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全县绿化
率达 57.2%，森林覆盖率达 23%。

人 不 负 青 山 ，青 山 定 不 负
人。据相关数据显示，2021 年
娄烦县优良天数达 326 天，优良
率 达 89.3% ，在 太 原 市 排 名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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