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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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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新闻大赛

陕西省委书记省长部署督察整改

各负其责协同推进，扎实做好督察整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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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十年
十年护海：提升群众临海亲海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记者文雯

海洋，无与伦比的生命摇篮，也是资
源的宝库，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蓝色家园。

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是关乎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
国和海洋强国、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
幸福感的重要使命和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海洋是高质量
发展战略要地。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
的 海 洋 港 口 、完 善 的 现 代 海 洋 产 业 体
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
洋强国建设作出贡献。

十年来，随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陆
海统筹不断加强、综合治理力度不断加
大，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行动和
方法也在不断深化。

从陆地到海洋：陆海统
筹，制定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路线图”

今年 6 月，一份“2021 年海洋生态环
境质量”的成绩单让人眼前一亮。

2021 年，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总
体稳中趋好。一方面，海水水质整体持
续向好，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
域面积占管辖海域面积的 97.7%，同比
上升 0.9 个百分点；近岸海域优良水质

（一、二类）面积比例为 81.3%，同比上升
3.9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海洋生态系统
健康状况总体改善，实施监测的海湾、
河口、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典型海
洋 生 态 系 统 ，已 基 本 消 除“ 不 健 康 ”
状态。

这是我国十年来持续不断推进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果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全国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治理好水污染、
保 护 好 水 环 境 ，就 需 要 全 面 统 筹 左 右
岸、上下游、陆上水上、地表地下、河流
海洋、水生态水资源、污染防治与生态
保护，达到系统治理的最佳效果。”习近
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从系统工程和
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

这个新的治理之道就是陆海统筹，
以顶层谋划、源头控制，健全海洋生态
环境监管体系。

生态环境部应声而动，会同有关部
门和沿海地方，将陆海统筹的理念与方
法，体现在治理体系上，落实到治理行
动中。

完 善 海 洋 生 态 环 境 法 律 法 规 体
系。研究修订《海洋环境保护法》，编制
印发《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

《“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重
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

健全海洋生态环境监管体系。贯
彻落实《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
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联合农业农村
部印发实施《关于加强海水养殖生态环
境监管的意见》；与自然资源部联合印
发实施《全国海洋倾倒区规划（2021－
2025 年）》。

有了顶层设计，还需要具体落实。
海洋环境问题“表现在海里，根子在陆
上”，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主任王菊
英说。

入海排污口是陆海协同治理的重
要节点。一场史无前例的渤海入海排
污口摸排工作，生动展示了陆海统筹治
理的有效性。

2019 年，沿着 3600 公里的渤海海岸
线，生态环境部用无人机遥感、人工徒
步排查、专家质控核查等“三级排查”的
方 式 ，全 面 摸 清 了 渤 海 入 海 排 污 口 底
数，共发现渤海入海排污口 18886 个，探
索构建了入海排污口“查测溯治”的工
作模式，为渤海环境质量改善奠定了坚
实基础。

2020 年，河北省唐山市和山东省烟
台市作为试点城市，全面推进入海排污
口的监测、溯源和整治工作，重点工业
直排海污染源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2021 年，作为打好渤海综合治理攻
坚战的重要一环，渤海入海排污口“监
测、溯源、整治”工作全面深入推进。

2022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深化排污口设置
和管理改革的重大举措。

积跬步之功，致千里之胜。通过入
海排污口、入海河流整治等各领域将近
4 年的努力，海洋环境的陆海协同治理
取得了明显成效：

从渤海来看，综合治理攻坚战取得

重要阶段性成效，环渤海地区 10 个劣
Ⅴ类入海河流国控断面全部消劣，2020
年渤海近岸海域优良水质（一、二类水
质）比例达到 82.3%，高出 73%的目标要
求 9.3 个百分点，《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
行动计划》有明确时间节点的 30 项目
标任务均已高质量完成。

从全国来看，与 2015 年相比，2020
年入海河流水质Ⅰ类—Ⅲ类水质断面
比例上升 26.4 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
面比例下降 21.0 个百分点；全国近岸海
域水质优良比例达 77.4%。

从海岸到海洋：整体保
护，落实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任务书”

站 在 福 建 省 宁 德 市 海 岸 边 ，不 远
处，一大片新型养殖设施漂浮在海面，
形成了一个个整齐的“田字格”。

但是，在几年前，这里却是一片混
乱：废旧养殖泡沫和木板等海漂垃圾到
处漂，养殖海域富营养化严重。

2017 年，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点名要求整改。
2018 年，宁德市启动实施海上养殖

综合整治，大力探索海洋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新模式。

如今，宁德市海洋自然景观和生态
环境明显改善，对海洋生态环境最为挑
剔的“海上大熊猫”——中华白海豚，频
繁出现在宁德三都澳和沙埕港海域，“水
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海
湾景象逐步呈现。

宁德的实践经验证明，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必须坚持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必
须坚持治理与监管并重、污染防治和生
态保护修复并举。

严格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加强海洋
保护地建设，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已有
海 洋 自 然 保 护 地 145 个 ，总 面 积 约
790.98 万公顷，海洋生态安全屏障进一
步巩固。各有关部门严守海洋生态保护
红线，贯彻落实“除国家重大项目外，全
面禁止围填海”，有效保护红树林、珊瑚
礁、海草床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以及重
要滩涂、河口、盐沼、自然海岸等区域。

持续加强海洋生态修复恢复。各有
关部门和沿海地方积极实施蓝色海湾整
治行动、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红树林保
护修复专项行动等重大海洋生态修复工
程 ，“ 十 三 五 ”期 间 累 计 整 治 修 复 岸 线
1200 公里、滨海湿地 2.3万公顷。

同时，坚持严格监管、压实责任，健
全完善海洋生态环境监管执法体系。

下转二版

本报记者肖颖西安报道 陕西省日
前召开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
改工作安排部署会。陕西省委书记刘国
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刻汲
取秦岭违建事件教训，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批准的整改方案，持续用力抓好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陕西省省长赵
一德主持会议。

刘国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压紧压
实责任，落实好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和“管发展必须管环保、
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管生产 必 须 管 环
保 ”要 求 ，既 各 负 其 责 又 协 同 推 进 整
改 。 要 细 化 完 善 举 措 ，对 共 性 问 题
要 进 一 步 具 体 化 ，对 个 性 问 题 要“一
个问题、一套方案”，做到清晰明了、
按 图 施 工 。 要 动 真 碰 硬 推 进 整 改 ，
对损害生态环境的严肃处理，对表面
整 改 、虚 假 整 改 、敷 衍 整 改 的 严 肃
问责。

刘国中要求，要以督察整改为契
机，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要
当好秦岭生态卫士，全面加强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强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水源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铁腕治污降霾，抓好河
湖综合治理，强化土壤污染源头管控。
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
中和。

赵一德强调，要充分认识做好督察
整改的重要性、严肃性，紧盯目标要求，
逐项明确整改措施、时限和责任，动真
碰硬、真改实改，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
位。要加快构建全省碳达峰碳中和“1+
N”政策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
益、社会效益多赢。

本报讯 2022 年湖北省居
民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监测工
作已于近期全面完成。本次监
测 是《健 康 中 国 行 动（2019—
2030 年）》既定任务之一。

在此次监测工作中，湖北
省共有 42 个社区（村）组织参
与监测样本采集，覆盖 15 周岁
至 69 周岁居民的有效样本数
据，共收集来自全省 4 个城市
点位、3 个农村点位共计 4074
名居民的问卷调查。调查以集
中 调 查 和 入 户 调 查 的 形 式 展
开，监测内容包括生态环境与
健康的关系、环境污染危害等
方面。

“环境污染会对人体健康
造成哪些危害？”“拨打 12369

热线投诉环境污染问题时应怎
样做？”不久前，首场环境素养
监测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恩 施 市 和 十 堰 市 茅 箭 区 正 式
启动。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科技与
合作处处长张忠华介绍，“居民
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已
纳入《健康中国行动监测评估
实施方案和健康中国行动监测
评估指标体系（试行）》，通过本
次监测，既可掌握全省居民生
态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现状，
明确影响居民生态环境与健康
素养水平的主要因素，也能进
一步提升公众健康风险防范意
识和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度与参
与度。 李飞 于苗

湖北完成居民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监测
覆盖 42个社区（村）组织

南昌高新区“环保管家”用心帮企减污
已对辖区内 112家企业开展“体检式”帮扶

◆本报记者张林霞 通讯员胡建东

“我公司属于小微企业，没有配备
专职环保人员，‘环保管家’入驻后，不
仅对我们进行了全方位体检，给出了详
细的整改方案，还指导我们如何建立环
境管理台账，如何使用环境统计、全国
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与共享系统等平
台，大大减轻了企业管理压力。”位于江
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
简称南昌高新区）的江西汇明塑料彩印
包装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介绍，南昌高新区共有生产型企
业 500 多家，纳入排污许可证管理单位
80 余家。为提高对工业企业环境问题
排查整改专业化水平，补强基层环保力
量，清单化管理企业的环境问题，南昌
高新区通过购买第三方专业服务的形
式，聘请“环保管家”，依托专业化的管
理团队，提供全方位高水平服务。

截至目前，“环保管家”已对辖区内
112 家企业开展了“体检式”帮扶，发现
排污口未规范化设置、固废贮存不规范
等 300 余个问题，并针对企业存在的问

题，以交办单的形式详细列出，提出整
改意见和整改要求。

“让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我们通
过‘环保管家’给企业提供环保平台、污
染治理设施运维等全周期的技术服务，
不仅降低了企业环保责任履行不到位
的风险，而且减少了企业的环境管理成
本支出，让帮企减污工作真正落到实
处。”高新区生态环境局局长黄禄星介
绍说。

同时，南昌高新区“环保管家”通过
梳理问题清单，组织 78 家企业、110 余
名环保人员参加业务专题培训，进一步
提升企业管理人员的环境意识和业务
能力，促进环境管理由“监管型、约束
型”向“服务型、引导型”转变。

南昌高新区还建立了智慧环保监
管平台问题线索联动处理机制。一旦
发现问题，“环保管家”快速反应，进行
现场核实处理，及时快速地指导企业立
即改正；为确保企业整改及时到位，“环
保管家”指导企业编制整改计划，明确
整改措施和时限要求，并持续跟踪直至
整改完成。

截至目前，南昌高新区下辖的国控
滁槎断面、省控吉里断面均达到Ⅱ类水质
标准，优良率达 100%。区域空气质量稳
定在二级水平，优良天气比例达95%。

◆本报见习记者温笑寒

8月28日，一条总投资超过700亿元
的人工运河开凿。平陆运河，这项被称为
打通广西壮族自治区开放发展“任督二
脉”的世纪工程，于今年3月正式立项，不
到半年便吹响了开工的集结号。

而在 1 个多月前，同样开工建设的
还有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中线引江入汉
工程。缓解汉江流域水资源调配压力，
提升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供水保障能力，
工程承载着湖北人民发展的希望。

两个项目，有着不同的地域位置、
相异的行业类型，却均因重大投资项目
环评保障得以加快落地。在发展中守
住绿水青山，环评服务保障的力度更
大，正助力巩固经济回升向好趋势，协
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
水平保护。

密切联系，了解项目需求

“为帮助你单位加快编 制 保 供 煤
矿 环 评 文 件 ，已 指 定 专 人 对 接 服 务 、
提 供 技 术 指 导 。 你 单 位 遇 到 环 评 手
续 办 理 方 面 的 问 题 ，可 致 电 联 系 人 ，
我们将积极协调指导。”今年 6 月，陕
西省子长县羊马河矿业有限公司收到

一张特殊的服务单。
这张由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印发的

保供煤矿环评审批服务单上，清晰地写
明了煤矿环评审批和技术评估部门的
联系人姓名、联系方式。而在下面的服
务措施一栏中，项目环评审批不与项目
污染物排放总量挂钩等政策重点内容
都标注清楚。

“类似的服务单，陕西省内 34 个煤
炭保供项目都有收到，能够便于随时沟
通帮扶。”陕西省生态环境厅环评处处
长李强告诉记者。

事实上，环评审批服务单的首次提
出，是在今年 5 月底生态环境部印发的

《关于做好重大投资项目环评工作的通
知》中。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
放管理司生态环评处任理军介绍，通过
实施“环评审批服务单”，以“点对点”的
服务方式确保政策传达到位、责任落实
到位、审批服务到位，让企业少走弯路。

环评工作具有专业性，项目是否需
要做环评、做什么类别的环评以及做环
评时应注意的相关政策等是建设单位
最为关心，也是最需得到回答的问题。
加强与重大投资项目建设单位联系，及
时了解建设单位编制环评文件的需求，
定时调度项目环评进度，成为做好重大
投资项目环评保障工作的基础。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参照生态环境
部环评审批“三本台账”制度，建立省级

“1+5”重 点 项 目 环 评 服 务 台 账 ，包 括
2022 年省厅推进的 132 个重点项目环
评服务总台账，以及并联审批专班推进
项目、生态环境部“三本台账”项目、省
专项债券项目、公路港航等 6 个专项指
挥部推进新开工项目、国务院督查整改
问题项目等 5 个专项环评服务台账。
安排专人跟进，定期调度更新台账内项
目环评进展，实施挂账销号管理。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通过与省发展
改革委、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等单
位协调对接，将 25 个天然气开发项目
纳入省厅环评重点服务项目清单，并安
排专人负责、按周调度。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以地市为单位
现场对接市、县两级政府、产业园区和
重点企业，组织搭建重大项目推进专
班，通过现场办公、网络咨询、厅长直通
车等方式，及时解决重大项目推进过程
中遇到的生态环境领域问题。

提高效率，优化简化程序

项目选址是否符合环境管控要求，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在 过 去 可 不 是 件 容 易
事。委托专业技术单位，开展大量前期

工作进行评价，建设单位 费 时 耗 力 。
如 今 ，在 重 庆 市 ，建 设 单 位 选 线 选 址
只需一款名为“建设项目选线选址环
境准入自助查询系统”的手机 APP 就
能搞定。

记者打开这款 APP，点击其中的准
入研判选项，用手动绘制的方式在重庆
北站周边绘制出一片区域。APP 自动
研判出区域内的选址类型，提示这片区
域严禁工业项目，禁止在长江干流岸线
3 公里范围内和重要支流岸线 1 公里范
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尾矿库。

小小 APP，实则内含奥妙。重庆市
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建
设项目选线选址环境准入自助查询系
统”APP 以‘三线一单’成果为依据，同
时引入卫星实时定位功能，面向社会公
众开放。

“APP 为用户提供准入政策查询、
拟建项目分析等掌上智慧应用功能，用
户可采取手动绘制、点选等方式，随时
随地查看选址地的具体情况及环境准
入相关要求。同时，系统可对拟建项目
编制报告书，填写报告表、登记表或无
需办理环评手续的选择进行判断。”这
位负责人说。

下转二版

了解需求细致周到 提供便利体贴入微 严守底线一丝不苟

环评服务重大投资项目跑出“加速度”

仲秋时节，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大 有 镇 的 下 溪 水 库 水 体 清 澈 ，山 、水 、
林、路相映成趣，满目苍翠，景色如画。下溪水库是一座以县城供水为主、兼具灌溉功能的综合
型水库。近年来，岑巩县不断加强对下溪水库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最大限度保持水库生态特征
和自然风光。 人民图片网供图

深化“放管服”改革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谢佳沥北京报道 全国绿
化委员会近期编制印发了《全国国土绿
化规划纲要（2022—2030 年）》（以下简
称《纲要》），全面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我国国土绿化工作，为科学推进
国土绿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制定了时间
表、路线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土绿化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截至 2021 年底，全
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4.02%，森林蓄积
量达到 194.93 亿立方米，森林面积和森
林蓄积量连续保持“双增长”；完成种草
改良 6.11 亿亩，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50.32%，草原持续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
制；完成防沙治沙 3 亿亩，土地沙化程
度和风沙危害持续减轻，生态系统质量
和稳定性不断提高，全社会生态意识明
显增强。

根据《纲要》，“十四五”期间，全国
规划完成造林种草等国土绿化 5 亿亩，

治理沙化土地面积 1 亿亩。城市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3%，村庄绿化覆盖
率达到 32%。生态系统固碳能力进一
步增强，生态安全屏障作用显著发挥，
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到 2030 年，
自然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不断提高，
沙化土地和水土流失治理稳步推进，生
态系统碳汇增量明显提升，生态产品供
给能力显著增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更
加牢固，生态状况持续好转，美丽中国
建设取得新进展。

为 确 保 相 关 目 标 任 务 完 成 ，《纲
要》强调，要重点做好合理安排绿化空
间、持续开展造林绿化、全面加强城乡
绿化、强化草原生态修复、推进防沙治沙
和石漠化治理、巩固提升绿化质量、提升
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强化支撑能力建设
8 个方面工作，充分调动各方力量，通
过加强组织领导、严格督导考核、完善
政策机制等，协同推进国土绿化。

《全国国土绿化规划纲要（2022—2030年）》发布
“十四五”期间，全国规划完成造林种草等国土绿化 5亿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