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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督察问题中央督察问题
整改追踪整改追踪

◆本报见习记者郑秀亮
通讯员梁泽南

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凤凰镇新凤
村坐落于九坑河水库畔，村周围山林
茂密、水清如碧，村中道路整洁干净、
绿草繁花掩映，一派生态宜居的写意
景象。

然而就在几年前，这里的许多村民
还只能靠山吃山，以“卖木材”谋生，再
加上无序发展的餐饮、养殖等产业导致
大 量 污 水 入 库 ，一 汪 清 水 成 为“ 山 坑
水”，严重影响村民生活环境。

转变源于 2016 年，在中央生态环
保督察助推下，肇庆市迅速开启九坑河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九坑
河水质稳步提升，周边环境大幅改善。
如今的新凤村实现了从“卖木材”到“卖
风景”的转变，“山坑水”更是变成了“健
康水”，村民收入显著提高，“绿水青山”
成为当地的“金山银山”。

斩断环境污染源头

站在九坑河水库边，层峦叠翠，一

碧 千 顷 ，放 眼 尽 是 心 旷 神 怡 的“ 生 态
绿”。

“几年前可不是这种景象。”凤凰镇
委书记李关昌告诉本报记者，早年间水
库周边存在大量畜禽养殖场，由于村民
环境意识薄弱，大量污水汇入水库。加
上九坑河水库环境优美，餐饮民宿发展
迅速，大量生活污水也流入其中，导致
水库水质急剧恶化。

实际上，九坑河水库 1999 年就被
广东省划定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2006
年被确定为肇庆市备用水源。但在保
护区内，禽畜养殖、餐饮旅店等无序发
展。2016 年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进驻广
东时，督察组就点出了这些问题。

“这些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
来的问题，整治难度非常大。但是在督
察组指出问题后，我们就马上行动，迅
速部署九坑河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肇庆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罗向东告诉记者，肇庆市开展全面排
查，建立了保护区内禽畜养殖及餐饮等
项目清单，随即召开整治大会，部署开
展关停或拆除整治工作。

“2016 年清理养猪场时，很多村民
非常不理解，他们觉得祖祖辈辈都是这
么养的，怎么一下子就说不行了？2018
年配合督察‘回头看’清理餐饮、住宿项
目时，村民意见也非常大。”凤凰镇新凤
村党总支书记谢泽伟告诉记者，在这种
情况下，村里党员干部带头“破局”，党

员干部带头先拆，村民在党员引领下，
慢慢从不理解变为主动配合。

同时，凤凰镇结合“法援惠民助力
扶贫攻坚”活动，派出 4 名实习律师、两
名村（社区）法律顾问以及司法行政干
部一起进村，开展与水源区保护有关的
法律法规宣讲活动。镇、村两级调委会
深入排查矛盾纠纷线索和存在的隐患，
与驻村律师主动平衡部分拆除建筑物
涉及的业主、租赁方、村小组等多方利
益，化解因拆除奖励款归属和分配问题
产生的争议。

在多方努力下，清拆工作顺利推
进。2016 年 9 月以来，凤凰镇共整治
566 户畜禽养殖户，拆除栏舍约 7.8 万
平方米，在全区率先完成畜禽污染治理
工作。仅 2018 年 6 月，凤凰镇就关停违
建面积 300 多万平方米、拆除超 1.7 万
平方米。

建起防污“铜墙铁壁”

九坑河水库旁，有一个长方形的污
水处理站，周边是各式花草，像一个微
型小花园。处理站延伸出的污水管进
入居民楼，收集生活污水，经过厌氧、耗
氧、净化及湿地处理后，成为清水外排。

“经过净化后，水质达到一级 A 排
放标准。”李关昌说，类似的处理站，在
九坑河附近 9个行政村已经建了 24个。

为改善人居环境，肇庆市投资 3.2

亿元，实施九坑河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综
合整治工程 PPP 项目，项目涵盖农村生
活污水综合处理工程、农村生活垃圾收
集工程、流域水质自动检测系统工程、
污水处理站点等。

“以前，垃圾 都 是 随 便 扔 ，或 者 就
地焚烧。现在经过整治后，村民意识
也提高了，大家都会把垃圾打包好放
进垃圾桶，由政府统一清运。”凤凰镇
同古村村民介绍说，整治后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

由于九坑河库区面广、线长，道路
狭窄，气候多变，给垃圾收运和散户污
水收集处理带来了困难。项目工程方
通过利用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和污水
净化罐集中收集处理污水，并通过前置
库工程拦截处理上游漂浮垃圾、污染
物，有效改善了整个九坑河库区的生态
系统。

“项目共建设了 24 个污水处理站，
220 个一体化污水处理罐，主管网总长
度 15 公里，还建了两座垃圾压缩转运
站、三座液压坝等。”肇庆市生态环境局
鼎湖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不
懈努力，九坑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全面完成了违法项目关停清拆和污染
源治理工作，“2016 年以来，九坑河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一直保持在Ⅱ类范围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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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肇庆借督察整改建设生态宜居家园

好水好风景带来的生活让人喜出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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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在雄安新区调研强调

加快把白洋淀打造成为“候鸟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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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十年
十年治土：让群众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本报记者文雯

土地稳，人心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 的 根 本 大 计 ，大 力 推 进 生 态 文 明 建
设。土壤环境安全不仅是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内容，
也是关系人民健康与民生的大计。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强化
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有效防范风险，让
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十年过去了，如今，青山连绵，麦浪
翻滚。一张“防得住”“摸得清”“管得严”
的土壤环境安全防护网已悄然形成，为
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扎下
了坚实且稳固的“根”。

“防得住”：建立国家土壤
污染防治体系

“十四五”伊始，生态环境部部长黄
润秋在总结“十三五”的成绩时指出，污
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高质量
完成。

经过十年努力，我国已 经 顺 利 完
成《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土十
条 ”的 目 标 任 务 ，农 用 地 和 建 设 用 地
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和地下
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污染加重
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污染风险基本得
到管控。

在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司
长苏克敬的桌上，放着一沓厚厚的材
料 ，这 是 修 改 50 多 稿 的“ 土 十 条 ”。
2016 年 5月，“土十条”正式印发。

2018 年 8 月，首部《土壤污染防治
法》出 台 ，填 补 了 土 壤 污 染 防 治 法 律
空白。

至此，国家土壤污染防治体系完成
了顶层设计工作。

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相继
出台，为国家土壤污染防治体系添砖
加瓦。

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土壤
环境管理体制。2016 年，全国土壤污染
防治部际协调小组成立，建立会议、督
查、简报、协调等制度，统筹推动全国土
壤污染防治工作。

生态环境部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实施统一监督管理，成立土壤生态环境
司；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等 11 部门
明确职责分工，共同推动“土十条”贯彻
落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
域土壤污染防治和安全利用负责，地方
生态环境部门优化职能机构，成立土壤
环境管理专门机构。

建立土壤污染防治目标责任制和
考核评价制度。生态环境部同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土壤污
染防治目标责任书，分解落实有关目标
任务；分年度组织开展土壤污染防治任
务完成情况评估，将年度重点工作纳入
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粮食安全省长责
任 制 考 核 、食 品 安 全 工 作 评 议 考 核 等
工作。

建立中央专项资金和省级基金的
资金保障机制。国家设立中央土壤污
染防治专项资金，2016 年—2022 年，累
计下达 373 亿元，支持土壤污染源头管
控、风险管控和修复、能力建设等项目
实施。财政部牵头印发《土壤污染防治
基金管理办法》，鼓励各省份设立土壤
污染防治基金。天津、内蒙古、吉林、上
海、江苏、山东、湖北、湖南、广西、贵州、

陕西等 11 省份已设立了土壤污染防治
基金。

完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修
订《农药管理条例》《土地管理法实施条
例》。印发实施污染地块、农用地、工矿
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以 及 农 用 薄
膜 、农 药 包 装 废 弃 物 回 收 处 理 管 理 办
法 等 5 项 部 门 规 章 。 制 修 订 农 用 地 、
建 设 用 地 土 壤 污 染 风 险 管 控 两 项 国
家 标 准 ，建 设 用 地 风 险 管 控 、耕 地 安
全利用、环境影响评价等方面的 30 余
项技术规范，以及 75 项土壤中污染物分
析测试方法。

地方土壤污染防治法规标准体系
建设也在积极推进。天津、河北、山西、
内蒙古、江苏、福建、江西、山东、河南、
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甘肃、宁
夏等 16 省份出台土壤污染防治地方法
规；上海、重庆修订环境保护条例，增加
土壤污染防治相关规定。各地出台 60
余项涉及土壤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
控、耕地安全利用等方面的地方标准和
规范性文件，有效补充了国家标准中部
分污染物指标空白。

初 步 建 立 土 壤 污 染 防 治 技 术 体

系。综合土壤污染类型、程度和区域代
表性，在全国实施 200 余个土壤污染治
理与修复技术应用试点项目，探索形成
一批易推广、成本低、效果好的适用技
术，出版《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技
术手册》。

2016 年以来，国家先后发布涉及土
壤修复的技术目录 12 个，推广土壤污
染 防 治 技 术 、装 备 和 示 范 工 程 90 项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设立“农业面源和重
金属污染农田综合防治与修复技术研
发”和“场地土壤污染成因与治理技术”
重点专项，支持开展土壤污染治理基础
研究、关键技术研发和集中示范。

“摸得清”：全国土壤污
染总体情况基本摸清

7 月底，一场大雨将安徽省合肥市
瑶海区原马钢（合肥）厂区的地面变得
泥泞不堪。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
研究所（以下简称南京所）高级工程师
孔令雅和胡哲伟等人，正站在泥地里操
作无人机对现场进行勘察。

在无人机和合肥东部新中心建设

用地环境管理信息化系统等高科技“武
器”的协助下，作为合肥东部新中心建设
管理办公室请来的“环保管家”，南京所
的研究人员对瑶海区旧工业搬迁改造工
作涉及的 61 家企业、14 个地块的具体情
况了如指掌。

“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潜在性、累
积性和长期性，不易被直接感知，且土壤
不易恢复到原有状态。”南京所研究员林
玉锁介绍说。这些特性让土壤污染防治
工作难度倍增。

要做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首先要
摸清土壤污染状况。

2016 年 12 月，原环境保护部、财政
部、原国土资源部、原农业部、原卫生计
生委联合印发《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总体方案》，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
查，基本查明了农用地土壤污染的面积、
分布及其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基本掌
握了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用地中的污染地
块分布及其环境风险情况。

2017 年，原环境保护部印发《“十三
五”土壤环境监测总体方案》，推动建立
分类分级的土壤环境监测网络，整合部
门 监 测 网 ，统 一 设 置 土 壤 环 境 监 测 站

（点）。
十年时间，一个横亘南 北 、跨 越 东

西 的 全 国 土 壤 环 境 监 测 网 络 已 然 建
成 。 截 至 2020 年 底 ，布 设 土 壤 环 境 监
测 国 控 点 位 近 8 万 个 ，基 本 实 现 了 所
有 土 壤 类 型 、县 域 和 主 要 农 产 品 产 地
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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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铭贤雄安报道 河北省
委书记倪岳峰近日在雄安新区调研时强
调，要深化生态环境治理，强化重点项目
建设，努力交出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的成绩单。

淀清苇绿，鸥鸟翱翔，白洋淀铺展出
动静相宜的美丽画卷。倪岳峰乘船前往
十里荷香鸟类栖息地，一路听取白洋淀
生物多样性保护情况汇报。雄安新区有
关负责同志说，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
鸟类活动频繁的 9 处区域被划定为鸟类

栖息地，目前白洋淀野生鸟类已达 237
种，其中以青头潜鸭为代表的 10 种国
家一级保护鸟类选择在白洋淀安家。
倪岳峰指出，要继续加强对鸟类栖息
地的规范管理，运用智慧监测系统，充
实巡查保护队伍，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加
快把白洋淀打造成为“候鸟天堂”。

白洋淀生态环境保护是雄安新区
建设发展的永恒课题。倪岳峰先后到
留通码头、大阳码头、南河枢纽和新区
截洪渠二期工程建设现场，实地察看

清淤疏浚、退耕还淀、水利设施建设等
情况。倪岳峰强调，使白洋淀水质稳定
保持在 Ⅲ类及以上，是雄安新区规划
建设的重要目标。要围绕塑造中华风
范、淀泊风光、创新风尚的城市风貌，科
学组织清淤疏浚，有序实施退耕还淀，
有效消除内源污染。要处理好城与淀
的关系，优化规划设计，打造城淀相依、
共生共融新景象。要统筹补水、治污、
防洪、排涝，加强城市水体水系一体化
调度，确保新区绝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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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陈克瑶昆明报道 记
者近日获悉，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省
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采取积极有
效措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走在全国
前列。

十年来，云南省始终将生物多样性
保护纳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断
推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成立云南省
生物多样性保护委员会及专家委员会，
在全国较早制定实施《云南省生物多样
性 保 护 战 略 与 行 动 计 划（2012—2030
年）》，先后颁布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程、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极小种
群物种拯救保护、生态文明排头兵建
设、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等系列规划计划。成立云南生物多样
性研究院、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
会。在全国率先颁布地方性生物多样
性保护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
护条例》，率先提出极小种群物种概念
并开展极小种群物种拯救性保护工作，

率先开展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并实现省
域全覆盖。

健全保护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成
效显著。截至目前，云南省已建设各级
各类自然保护地 362 个，积极创建亚洲
象、香格里拉、高黎贡山等国家公园，建
设全国唯一的野生生物种子库——中
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就地保护
为主、迁地保护和离体保存为辅的保护
体系日趋完善，全省 90%的典型生态系
统和 80%的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
得到有效保护。实施珍稀濒危、极小种
群和特有物种的拯救、保护、恢复工程，
亚洲象、滇金丝猴、绿孔雀等一大批濒
临灭绝的物种重新获得新生。全省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11.84 万平方公
里，其中，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占红线
面积的 55.2%。构建了云南“三屏两带
多点”的生物生态安全格局，系统保护
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生物多
样性宝库更加稳固。

云南已建设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362个
80%的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

沈阳提速环评审批保障重点项目落地
“即来即办”通办建设项目由 22类增加到 67类

◆姚亮

“按照沈阳市最新的重点项目保障
措施，公司 10 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一
体化项目的环评审批时限从 15 个工作
日变成‘即来即办’，当天就取得了环评
批复。”近日，辽宁中宏能源新材料有限
公司的相关负责人高兴地说，“高效的
环评审批，为项目落地建设争取了宝贵
时间。”

为进一步强化重点项目服务保障，
沈阳市生态环境系统环评审批部门对
重点项目实施包保服务，针对项目的难
点、堵点逐一研判，提出化解方案，明确
完成时间。同时，加强与发改、工信等
部门的横向协调，随时掌握项目信息，
多举措推动项目落地。

对列入重点项目清单的编制环境
影响报告书类建设项目，在符合相关区
域规划及准入要求，且污染可治、风险
可控的前提下，沈阳市启动环评“即来

即办”审批程序。企业自愿申请，只需
在申请中注明原因，并提交行政许可申
请书、建设项目环评“即来即办”审批告
知承诺书、环评报告书报批版等要件，
即可先行审批，切实加强实质性审查
把关。

“在‘即来即办’的基础上，我们实
行‘即来即办’全市通办。近日，我们将

‘即来即办’全市通办建设项目审批目
录进行优化调整，执行项目由原有的
22 类增加到 67 类，并根据园区定位及
产业特点，优化各工业园区内的项目类
别。”据沈阳市生态环境局审批处负责
人介绍，项目既可以在属地窗口直接审
批，也可以在全市 16 个政务大厅的任
一窗口审批，审批时限为 1个工作日。

在去年园区试点的基础上，沈阳市
今年推行对同一行政区域或同一建设
单位组织实施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同类型基础设施项目，包括等级公路、
城市道路、生活垃圾转运站、污水处理
厂等，建设单位可打捆环评，编制一个
环评文件一并报批，由环评审批部门统
一出具打捆环评批复，极大地提高了审
批效率，降低了企业成本。

本报记者牛秋鹏北京报
道《中央财政关于推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财
税 支 持 方 案》（以 下 简 称《方
案》）近日印发，强调充分发挥
财税政策支持引导作用，坚定
走绿色发展道路，让黄河成为
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方案》提出，在资金多元
化利用机制方面，中央财政设
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奖补资金，用于支持沿黄
河省（自治区）统筹做好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推进水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等工作。在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方面，各级财政加大
支持力度，着力打好黄河生态

保护治理攻坚战；以三江源、祁
连山、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
区为重点，支持实施一批重大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支持流域
水污染治理、流域水生态保护修
复、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及风险管控
等工作。在国土空间保护利用
机制方面，支持继续实施农业投
入品减量增效、农业标准化生
产和秸秆、农膜、农药包装废弃
物、畜禽粪污等资源化利用；在
保护好生态的基础上，推动黄
河流域智能光伏产业创新升级
和特色应用，支持在黄河上游
沙漠、戈壁、荒漠地区继续推进
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

中央财政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支持实施一批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近年来，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积极实施古镇复绿、乌江保护等生态提升项目，将绿色
清洁能源全面融入古镇旅游产业、交通等场景中，构建“绿色低碳古镇”。 人民图片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