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办出版:中国环境报社有限公司 2022年3月

星期二
农历壬寅年二月二十

22
8228期 中国环境APP 微信公众号今日8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85
邮发代号：1-59

中国环境网：WWW.CENEWS.COM.CN

全 国 百 强 报 刊 中 国 报 纸 50 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主管

CCC H I N A E N V I R O N M E N T N E W SH I N A E N V I R O N M E N T N E W SH I N A E N V I R O N M E N T N E W S

本报记者程维嘉报道 为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中央
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称
督察组）对黑龙江省开展了第二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2022 年 2 月 22 日，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督察报告。经党
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 2022 年 3
月 21 日向黑龙江省委省政府进行反
馈。督察组组长黄龙云通报督察报
告，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作表态发言，
黑龙江省省长胡昌升主持会议。叶民
副组长，督察组有关人员，黑龙江省
委、省政府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各地
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督察认为，黑龙江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
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
山”理念，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工作力度较大，取得较大成效。

黑龙江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将生态强省
建设作为“六个强省”建设重要任务，
将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突破列为“十
四五”时期“十个新突破”目 标 之 一 。
省 委 深 改 委 审 议 通 过《关 于 构 建 现
代 环 境 治 理 体 系 的 实 施 意 见》等 14
项改革方案。实施小兴安岭—三江
平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
程，支持森工企业转型发展，支持节
能技改项目 98 个，实施 74 个环保重
大项目。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结合
省情实施“蓝天、碧水、净土、美丽乡
村、原生态”五大保卫战。2020 年全
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92.9%，地级及以上城市重度及以上污
染天数由 2015 年的 128 天下降到 61
天。开展地表水环境质量提档升级、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理整
治，2020 年全省 62 个国家地表水考核

断面优良水体比例为 74.2%。完成耕
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优先保护
类耕地达到 99.87%。完成“十三五”
生态环境约束性指标。

2018 年以来制修订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湿地保护条例等 32 部省级生
态环境保护法规，出台《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意见（试行）》等政
策文件。扎实推进第一轮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反馈问题整
改。认真编制“三线一单”，全面推行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打击
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黑龙江省高度重视此次督察工
作，推动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截至 2022 年 2 月底，督察
组交办的 2330 件群众举报问题已基
本 办 结 ，责 令 整 改 625 家 ，立 案 处 罚
233 家，罚款 2963.2 万元，立案侦查 70
件 ，拘 留 26 人 ，约 谈 93 人 ，问 责 575
人。

督察指出，黑龙江省近年来生态
环境保护取得较大进展，但与中央要
求和群众期盼相比还有差距，部分领
域生态环境保护存在明显短板，一些
地区问题还比较突出。

一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有差距。一些地方和部门协同推进
发展和保护的内生动力不强，有的对
长期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熟视无睹。
地处小兴安岭的龙江森工集团沾河公
司，2016 年以来在未取得相关审批情
况下毁林种参 1.6 万余亩，违规在防火
隔离带出租种参 1.1 万余亩，严重破坏
局部生态系统。森工集团及沾河公司
整改不力，有关部门和保护区管理机
构长期不作为。经排查，近年来全省
违规毁林种参点位多达 1883 个，占用
林地超过 9.6万亩。

下转二版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黑龙江省反馈督察情况

本报记者温笑寒报道 为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中央
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称
督察组）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了第
二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2 年 2 月
22 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
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督察报
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
2022 年 3 月 21 日向自治区党委政府
进行反馈。督察组组长宋秀岩通报督
察报告，自治区党委书记陈润儿作表
态发言，自治区主席咸辉主持会议。
张雪樵副组长，督察组有关人员，自治
区党委、政府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各
地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督察认为，宁夏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努力建设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全
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力度较
大，取得较大成效。

宁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将
“改善生态环境”作为必须守好的“三
条生命线”之一。开展星海湖生态环
境综合治理，切实减少水量消耗，增强
防洪调蓄、湿地净化生态功能。贺兰
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坚决整改六盘山狩猎场违建问题并实
施修复治理。持续推进腾格里沙漠污
染问题整改。全面排查黄河滩区宁夏
段乱占乱建问题。

认真落实重大国家战略部署，制
定实施意见和促进条例，推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
设。确立黄河生态经济带、北部绿色
发展区、中部防沙治沙区、南部水源涵
养区“一带三区”总体布局，制定 11 个
专项规划。在全国率先开展黄河水权
转换工作，编制“四水四定”方案，实施
入黄排水沟及重点流域环境污染综合
治理，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五年保持
Ⅱ类水质。逐步优化能源结构，实施

贺兰山、六盘山、罗山生态保护修复规
划项目 147个。

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18
年以来完成大气污染治理项目 1159
个，地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连续三年稳定在 300 天 以 上 。 统 筹
推 进 饮 用 水 源 、黑 臭 水 体 、工 业 废
水 、城 乡 污 水 、农 业 退 水“ 五 水 共
治”。扎实推进国土绿化，2018 年以
来 完 成 营 造 林 561 万 亩 ，修 复 退 化
草原 172 万亩，恢复湿地 65 万亩，治
理 荒 漠 化 土 地 360 万 亩 ，2020 年 全
区 森 林 覆 盖 率 、草 原 植 被 盖 度 达 到
15.8%和 56.5%。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度重视此次督
察工作，边督边改、立行立改。截至
2022 年 2 月底，督察组交办的 1240 件
群众举报问题已基本办结，责令整改
492 家，立案处罚 115 家，罚款 1358.5
万元，立案侦查 7 件，拘留 1 人，约谈
144人，问责 6人。

督察指出，宁夏是西北地区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但与中央要求和群众期
盼相比，生态环境保护仍然存在较大差
距，一些领域和地区问题比较突出。

一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有差距。一些地方对宁夏生态环境
的脆弱性缺乏足够认识，忽视资源承
载能力。2020 年自治区排查出 26 个

“挖湖造景”突出问题项目，但地方推
进整改不坚决。银川丝路经济园水系
连通工程至督察时才下决心实施回
填。中宁县亲河湖雁鸣湖水系连通工
程、青银高速公路及银川河东机场周
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中卫工业
园区照壁山水库等未按期整改到位。
自查清单外，仍存在违规建设人造景
观问题，贺兰县宁夏绿悦乐享置业公
司非法占用耕地 18.93 亩，开挖水面建
设运动景观公园。

下转三版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宁夏回族自治区反馈督察情况

3 月 20 日，江西省婺源县紫阳镇坑口村油菜花盛开，列车穿行其间，犹如开
往春天的列车。 人民图片网供图

本报记者刘良伟报道 为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中央第
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称督察
组）对陕西省开展了第二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2022 年 2 月 22 日，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督察报告。经党中央、国务
院批准，督察组于 2022 年 3 月 21 日向
陕西省委、省政府进行反馈。督察组组
长刘伟平通报督察报告，陕西省委书记
刘国中作表态发言，陕西省省长赵一德
主持会议。邱启文副组长，督察组有关
人员，陕西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有关
部门和各地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等参
加会议。

督察认为，陕西省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推进“一山一
水一平原”生态环境保护，全力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工作力度较大，取得较
大成效。

陕西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陕西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做到“两个维护”
落实到加强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具体行动中。深刻汲取秦岭
违建事件教训，下决心拆除“秦东水乡”
景观设施，切实整改秦岭猎杀濒危野生
动物等问题。制修订生态环境保护地
方性法规、标准和配套规范文件 70 余
件，编制完成陕西省国土空间规划，构
建“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开展跨省界河湖污染联防联控。

出台《关于全面加强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的决定》，修订《陕西省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条例》和总体规划，开展秦
岭生态环保专项督查审计和执法检查，
退出核心区和重点保护区矿业权。大
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秦岭国家公园
创建方案获国家批复。制定《陕西省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
实 施 黄 河 流 域 生 态 空 间 治 理 十 大 行

动。强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保
护，汉江、丹江出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
在Ⅱ类。

协同推进汾渭平原大气治理联防
联控，2021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
均浓度较 2017 年下降 28.6%，优良天数
较 2017 年增加 20 天。系统推进重点流
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85 万立方米/日，2021 年 111 个国考断
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91%。完成全省
农用地、重点行业企业用地等土壤污染
调查。

陕西省高度重视此次督察工作，边
督边改、立行立改。截至 2022 年 2 月
底，督察组交办的 2163件群众举报问题
已基本办结，责令整改 564家，立案处罚
208家，罚款1357.4万元，立案侦查14件，
拘留34人，约谈371人，问责299人。

督察指出，陕西是西北地区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取得
较大进展，但与习近平总书记对陕西生
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期盼相比仍有差距，
一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需要解决。

一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还有差距。一些地方和部门对陕西
能耗强度和水资源约束趋紧、自然生态
脆弱的严峻形势缺乏清醒认识。陕北
地区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和沙漠化
现象严重，却违背自然规律安排大量耕
地占补平衡项目。2012 年以来，榆林
市靖边等县区开垦沙地、林草地约 30
万亩，部分项目甚至位于毛乌素沙漠腹
地。靖边县开垦耕地导致农灌用水剧
增 ，2020 年 超 采 地 下 水 3578 万 立 方
米。2018 年以来，榆林市毁林开垦 13.3
万亩，加剧林地退化和土地沙化。安康
市白河县硫铁矿区污染综合治理要求
2021 年 5 月底前实施废石贮存场建设，
至督察时尚未启动。

下转三版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陕西省反馈督察情况

在减碳固碳中实现绿色转型，在治污攻坚中改善环境质量

湛江靠“双碳密码”筑起清洁美丽之城

◆本报记者刘晶 实习生黄颖

重大工业项目相继投产，生态环境
质量稳步提升；用电量增速位列广东省
第一，风电光伏并网规模同样居全省第
一；城市经济发展高歌勇进的同时，还
打造了一座红树林之城……

广东省湛江市，这颗北回归线上的
绿色明珠，一座拥有无限“风光”的环保
之城，正用“实力输出”打造“双碳”传
奇，靠“双碳密码”筑起清洁美丽之城。

发展低碳经济，促进绿色转型

2 月 15 日，三台桩机齐轰鸣，同时
打下新年第一桩，吹响了宝钢湛江钢
铁 零 碳 示 范 工 厂 百 万 吨 级 氢 基 竖 炉
项目开工建设的号角。据悉，这一项
目 是 国 内 首 套 百 万 吨 级 氢 基 竖 炉 项
目，也是首套集成氢气和焦炉煤气进
行工业化生产的直接还原生产线，通
过风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制取

“绿氢”，在生产过程中基本不产生温
室气体，从源头上杜绝碳排放。项目
建成投产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 50 万吨以上。

生态优先、绿色低碳，这是湛江为
自己选择的发展之路。

作 为 现 代 化 沿 海 经 济 带 重 要 的
战略阵地，湛江坐拥中科炼化一体化
项目、湛江钢铁、东岛新能源、实华化
工等工业项目，以及石油煤炭燃料加
工 业 、黑 色 金 属 冶 炼 、医 药 制 造 业 等
产 业 。 湛 江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告 诉 记 者 ：“ 在 促 进 产 业 高 速 发 展

的过程中，湛江始终坚持正确认识和
把 握‘ 双 碳 ’，通 过 积 极 推 动 能 源 革
命、产业优化升级和加快绿色低碳科
技革命来‘减碳’，并通过系统治理山
水 林 田 湖 草 沙 来‘ 固 碳 ’，实 现 在 减
碳、固碳中稳经济，保发展。”

据悉，为积极推进“双碳”工作，湛
江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切实扛起
主体责任，促进绿色转型，制定了工业
化、生态化、数字化深度融合的发展策
略，充分考虑区域资源分布和产业分工
客 观 实 际 ，为 实 现 目 标 提 供 了 实 践
路径。

全市用电量、工业用电量增速均为
全省第一，展现了湛江经济发展正在全
面加速，令人振奋；而在猛增的用电量
中，每 3 度电就有 1 度电来自清洁能源，
这归功于湛江清洁能源产业的大力发
展，也意味着湛江在发展与减排、局部
与整体的关系中把握好了“平衡”。

发展清洁能源，推动环境
质量改善

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而言，好看
的数据、漂亮的报表，最终都要体现在
人民群众看得见的绿水青山、可以闻见
的花草香上。

湛江的光照充足、日照时间较长，
为光伏发电创造了有利条件；海岸线较
长，地势平坦，风能优势明显。这为湛
江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提供了先天
优势。据了解，湛江目前已建设四个风
电厂址，总装机容量约 120 万千瓦；备建
集中式光伏项目 63 个，总装机规模约
479.5万千瓦。

通过清洁能源发电为企业发展赋
能，促进企业在生产过程减碳，推动经
济发展实现绿色转型，已成为湛江的

“双碳密码”。
虽有先天优势，但更需要人努力。

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绿色发展、高
质量发展，湛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生态环境保护，多次作出批示并实地调
研督导，围绕现存的生态环境领域薄弱
环节和问题，要求做到在污染防治攻坚
中稳中有进，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
水平。

记者了解到，针对宝钢湛江钢铁、
中科炼化一体化项目、巴斯夫湛江一体
化项目等大型工业企业提升清洁生产
和污染治理水平，湛江市生态环境局实
施了最严格的环保要求，成立了重点项
目审批服务专班，优化流程审批，全程
跟进、精准服务。

针对中小企业，湛江市生态环境局
则推行了“店小二”式服务，不仅通过移
动端在线上为企业答疑解惑，还在线下
分批次主动上门指导，及时解决企业在
环保方面遇到的技术问题。

作为新时代的答卷人，湛江在推动
经济发展绿色转型过程中取得的环境
成绩十分亮眼。

2021 年，湛江市空气质量保持全省
前 列 ，空 气 质 量 指 数 AQI 达 标 率 为
98.4%，改善程度全省排名第一；六项主
要污染物年均浓度保持全面达标，臭氧
浓度为 131 微克/立方米，为近 5 年最好
水平。7 个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全部达
标，被列为省重点攻坚的九洲江排里断
面水质连续 3 年达标，新增的袂花江黄
竹尾水闸断面水质比考核目标提升了 1
个水质类别，九洲江营仔、鉴江黄坡两
个断面如期达标。

打造红树林之城，助力发
展碳汇经济

保持水土、抗御台风、保护堤岸……
在湛江漫长的海岸线上，红树林不仅是
一道秀丽的风景线，更对生态环境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是我国红树林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
区，总面积两万多公顷，其中现有红树
林 9960 公 顷 ，占 全 国 红 树 林 面 积 的
33%，占广东省红树林面积的 78%。

去年，“湛江红树林造林项目”成功
通过核证碳标准开发和管理组织 Verra
的评审，成功注册为我国首个符合核证
碳标准（VCS）和气候社区生物多样性
标准（CCB）的红树林碳汇项目。这是
我国开发的首个蓝碳交易项目，将对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作出积极贡献。

蓝碳可埋藏千年之久，具有固碳量
巨大、固碳效率高、碳储存周期长等特
点，加之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固定二
氧 化 碳 所 产 生 的“ 绿 碳 ”，这 对“ 蓝 绿
CP”也成为了湛江红树林珍贵的宝藏。

鉴 于 红 树 林 在 蓝 碳 生 态 系 统 中
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为加快红树林
生 态 恢 复 工 作 ，湛 江 市 在 2018 年 —
2020 年间，共投入 2631.54 万元用于整
改工作。2021 年，湛江红树林面积增
加 3000 多亩，已经成为全球候鸟迁徙
的 重 要 停 歇 地 、中 转 地 。 据 了 解 ，鸟
类 由 2002 年 的 196 种 提 升 到 2021 年
的 306 种 ，已 记 录 到 的 珍 稀 鸟 类 有 勺
嘴 鹬 、东 方 白 鹳 、黑 脸 琵 鹭 、黑 嘴 鸥
等 。 许 多 林 区 出 现 了 经 济 价 值 优 势
物种，如锯缘青蟹、鳗鱼、沙虫等。

根据《湛江市建设“红树林之城”行
动方案》，到 2025 年，湛江将营造和修复
红树林面积 4183 公顷，大力发展红树林
碳汇经济，推动红树林保护与水产养殖
耦合发展。湛江将系统全面整合文化、
生态、产业等方面优势资源，推动红树
林生态旅游滨海度假、观光农业、休闲
渔业等深度融合，使红树林生态旅游成
为湛江滨海旅游的新引擎。

湛江红树林保护的实践和探索，值
得进一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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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杜宣逸北京报道 3 月 21 日，
第十三届“摩纳哥蓝色倡议”活动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在摩纳哥举行。生态环境
部部长黄润秋通过预录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并作主旨发言。摩纳哥元首阿尔贝二世亲
王出席活动并致辞。

黄润秋强调，海洋是人类生存和发展
的重要基础，是各国彼此联通的纽带。习
近平主席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理念，从全新视角阐释了人类与海洋和

谐共生的关系，为各方共同努力实现
海洋可持续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各
国应通过海洋更紧密团结起来，共建
海洋命运共同体，守护好人类赖以生
存的蓝色家园。

黄润秋指出，中国政府近年来推
出一系列重要举措，持续加强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大力发展蓝色经济，推进
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强化海洋生态保
护与修复，深化海洋领域国际合作。
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海洋生
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不断提升。

黄润秋强调，中方愿继续与摩方
和各国代表保持密切沟通，积极参加

“摩纳哥蓝色倡议”相关活动，共同探
讨海洋保护治理相关议题。中方倡议
国际社会携手推动海洋生态环境高水
平保护、蓝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全球海
洋高雄心治理，共同打造和平海洋、合
作海洋、美丽海洋。

黄润秋指出，《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
第二阶段会议将于今年在中国昆明召
开。大会将制定“2020 年后全球生物
多样性框架”，对推动海洋生物多样性保
护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 COP15东道
国、主席国，中国正全力推进会议各项组
织事项。在各方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
力下，中方有信心推动会议取得圆满成
功，并诚挚邀请各方代表来华参会。

“摩纳哥蓝色倡议”活动由摩方发
起，每年邀请有关国家政府和国际组
织代表、专家学者、企业家、社会团体
等共商海洋保护治理相关议题。

比利时副首相兼司法部、北海部
部长文森特·范·奎肯本，西班牙副首
相兼生态转型与人口挑战大臣特里萨·
里韦拉，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
里等出席本次活动并作主旨发言。

有关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专家
学者、企业家、社会团体等代表线上线
下参加会议。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视频出席
第十三届“摩纳哥蓝色倡议”活动

本报讯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自治区主席王莉霞日前调研呼和
浩特市生态保护和光伏产业发展工作
时强调，要下气力治理环境污染，继续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举一反三抓好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反馈问
题整改、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治理。发
展新能源要树立全局观念、系统思维，
统筹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
统筹能源供应和消纳，确保一体推进、
相互促进，带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调研中，王莉霞前往班定营污水
处理厂排口处，实地查看了解了大黑
河主河道淤泥清理工作成效。王莉霞
强调，大黑河作为黄河流经呼和浩特
的重要支流，对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和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要推
进流域综合治理，改善流域生态环境，
推进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建立健全
综合监管体系，全地域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全方位推进发展绿色转型。

王莉霞深入中环光伏产业园生产
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
设情况。王莉霞强调，要围绕补链强
链，明确主攻方向，找准目标企业，积
极引进产业链缺失项目、延伸项目、升
级项目。要积极开展以商招商、以企
引企，打造出更多专业化、规模化的产
业集群。各级政府要努力打造营商环
境升级版，增强服务意识，因时因势推
出更多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推动企
业高质量发展。 杨爱群 李俊伟

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王莉霞在呼和浩特调研时强调

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推进发展绿色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