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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黄昌华 通
讯员袁占军长沙报道 湖南省
纪委监委近日在湖南省生态环
境厅召开“洞庭清波”智慧监督
工作推进会，省纪委副书记、省
监委副主任胡卫兵，省生态环
境厅党组书记、厅长刘群出席。

湖 南 省 纪 委 监 委 自 2019
年启动“洞庭清波”专项监督工
作以来，在工作内容、运行模
式、工作机制上不断拓展优化，
推动解决了一大批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从今年开始，省纪委
监委将“洞庭清波”专项监督拓
展为常态化监督，同时探索运
用 信 息 化 技 术 手 段 开 展“ 智
慧监督”。省生态环境厅、省
第 二 测 绘 院 根 据 省 纪 委 监 委
安 排 部 署 ，由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牵头，整合在线监控、环保电
力 系 统 和 省 第 二 测 绘 院“ 卫
星云遥”“铁塔哨兵”系统，开
发 搭 建了“洞庭清波”智慧监
督平台，实现了监督问题图斑
数据服务的接入与地图位置展
示，问题清单的统计与列表清
单展示，问题实时数据、产治污
设施运行情况以及现场实时画
面的展示等。

胡卫兵表示，建设“洞庭清
波”智慧监督平台，是加强和推
进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
建设的创新手段，是实现全省
上下齐抓共管环保大格局的有
力工具。智慧监督平台通过信
息化手段，实现了足不出户开
展常态化监督，实现了从“下面
报、耳朵听”到“上面查、天眼
看”的转变，实现了整改推进、
整改完成、成效巩固的全过程
监督，为破解虚假整改、数字整
改、表面整改等问题，推进全省
生态环境治理和纪检监察监督
工作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提供
了有力保障。

胡卫兵指出，“洞庭清波”
智慧监督平台近期建设任务已
基本完成，但要实现最终建设
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要
进一步健全完善智慧监督平台
建设，提升平台监督功能。要
齐心协力把这个平台打造好、
运用好，充分发挥科技手段在
常态化监督中的重要作用，让

“洞庭清波”常态化监督工作真
正插上“科技的翅膀”，长出“千
里眼”“顺风耳”，不断把“洞庭
清波”专项行动推向纵深。

本报讯 青海省 人 民 检 察
院 、青 海 省 水 利 厅 近 日 联 合
印 发《黄 河 青 海 流 域 水 资 源
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要求，要积极
践行“十六字”治水思路，全面
实施黄河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法
规，充分发挥水行政执法在水
资源管理中的作用和检察公益
诉讼的监督、支持和法治保障
作用，通过集中整治黄河流域
违法取水问题，有效规范流域
内水资源节约、保护、开发、利
用秩序，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支撑青海省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实施方案》提出，专项行

动 开 展 时 间 为 今 年 5 月 至 12
月，分为部署动员、排查整改、
重 点 检 查 、总 结 提 升 4 个 阶
段。重点针对黄河流域情节严
重、影响恶劣、拒不整改的违法
取水问题进行排查，加强取水
许可审批管理与水行政执法的
衔接，加强水行政执法与检察
公益诉讼协作，开展问题专项
整治，健全管理长效机制，着力
提升黄河流域水资源管理能力
水平，推动黄河流域取用水秩
序持续好转。

夏连琪 刘红

近年来，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坚持“农旅结合、以旅强农”，充
分利用生态资源优势，积极推进现代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融
合发展，以“农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助农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图为宿豫区近期开业的一家游乐园。 人民图片网供图

◆本报见习记者霍晓

这两年，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新站镇
北 安 村 的 田 间 地 头 ，多 了 一 些 高 高 的 铁
塔。“刚有村里人到自家秸秆堆附近转悠，
不出 10 分钟网格员就带着大铁锹和大喇
叭过来了。”通过宣传，村民李春山知道，铁
塔上有摄像头，网格员盯着，有任何情况，
第一时间就过来巡查，发现火情，还会带着
灭火队第一时间扑灭。

“铁塔”“摄像头”“网格员”……近年
来，吉林省大力推进秸秆禁烧“天地人”立
体化监控项目，为相关工作插上科技翅膀。

科学谋划积极推动，“天地
人”雏形初现

自 2021 年起，吉林省全域实施秸秆禁
烧，为确保“不点一把火，不冒一处烟”，省
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谋划并推动落实了
秸秆禁烧“天地人”立体化监控项目。

“我们谋划项目的初心，就是用科技解
放人力。”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韩良告
诉记者，项目谋划时，按照“人防+技防”的
工作思路，构建了遥感卫星监测、视频系统

实时监控、基层网格员分片巡查的秸秆禁
烧“天地人”立体化监控体系。

为了确保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吉林省
生态环境厅多次召开专家研讨会，讨论点
位设置、系统联动等细节。在资金支持方
面，省生态环境厅积极推动项目纳入中央
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项目库，项目资金得到
了有力保障。

在吉林省对秸秆禁烧工作的大力推动
下和秸秆禁烧“天地人”立体化监控项目的
保驾护航下，全省秸秆焚烧情况得到有效
遏制，空气质量逐年改善。

2022 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巩固
提升，空气质量继续保持在全国第一方阵，
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
到 93.4％，居全国第九位。

上有卫星下有监控，“天地
人”落地生根

据了解，“天地人”立体化监控项目租
用了多颗卫星，在确定火点后，能快速输出
位置、时间、过火面积等详细信息。此外，
项目实现了相关卫星每 10 分钟过境一次，
解决了卫星过境时间差内出现监控空白期
的问题。

为补齐卫星扫描数据传输有滞后的短
板，更精准地捕捉火情，“天地人”立体化监
控项目在遍布城乡的通信基站铁塔上安装
了高清红外摄像装置，实现焚烧火点实时
发现、实时报警、实时信息推送。同时，建

立覆盖重点地区的秸秆禁烧视频监控平
台，变事后监管为实时监管。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李
文辉介绍：“整个项目在红外摄像部分共投
资 9701 万元，安装烟火检测摄像头 804 个，
其 中 3 公 里 摄 像 头 528 个 ，6 公 里 摄 像 头
276 个，可实现对 61468 平方公里禁烧管控
区的全覆盖。”

据介绍，监控设施主要布设在吉林省
的主要粮食产区，包括长春市、吉林市、四
平市、辽源市、松原市，长春周边净月区、朝
阳区、双阳区、九台区、二道区、农安县、德
惠市、榆树市、公主岭市辖区等。

同时，吉林省还组建了网格员巡查系
统，当监控系统发现火点时，网格员会在第
一时间收到通知并赶往火点扑灭。

2021 年 10 月，省生态环境厅召开了全
省重点地区火点处置视频推演会。

“滴滴滴……”火点警报响起，系统对
火点位置进行报警，监控摄像头实时传输
现场画面。网格员在手机端收到通知，按
照定位赶往现场，经过对过火面积的初步
预判后，用铁锹扬土扑灭火点……这样形
式新颖、生动直观的火点处置视频推演，让
参会人员受益匪浅。

“火一点，警报就响了。演练模拟的场
景和我们可能会遇到的工作场景一模一
样，视频里的网格员手把手教学，这样我们
在遇到火点时就知道该如何处置了。”参会
的四平市伊通县黄岭子镇副镇长李海峰表
示，视频教学浅显易懂，操作性、实用性强。

不断完善推陈出新，“天地
人”常用常新

“ 系 统 用 着 怎 么 样 ？ 打 开 速 度 快 不
快？”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负责秸秆禁
烧工作的韩兵正通过电话，向基层网格员
进行调研。这是他在秸秆禁烧管控季节每
周都会开展的工作，通过不断调研和收集
意见，秸秆禁烧“天地人”立体化监控项目
得以不断完善。

“之前有网格员反映红外成像的画面
都是黑白的，有时候在手机上看不清，我们
陆续升级成了彩色图像，现在火点图片特
别清晰。”韩兵向记者介绍，省生态环境厅
多次升级系统硬件，将服务器下沉到摄像
头所在地区，让网格员打开手机端 APP 的
速度更快。有年纪较大的网格员反映手机
端 APP界面的按键小，省生态环境厅带领三
方多次修改，让使用界面更友好、更简洁。

“原来天天到处跑着抓，现在守着手机
等。手机一响，我们赶紧看监控，拿起灭火
锹，按着定位导航，开车几分钟就到火点，赶
紧扑灭。”长春市朝阳区乐山镇辛屯村网格员
刘玉飞对手机端 APP 带来的工作效率提升
十分满意。“靠人盯，总有盯不住的时候。”

“下一步，我们将探索把秸秆禁烧‘天
地人’立体化监控项目应用于农业生产、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更
多领域，全面发挥项目效能。”吉林省生态
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吉林为秸秆禁烧插上科技翅膀
租用多颗卫星，安装 804个摄像头，实现对 6万多平方公里禁烧管控区全覆盖

国 际 生 物 多 样 性 日国 际 生 物 多 样 性 日国 际 生 物 多 样 性 日 特别报道

重庆市北碚区生态环境局和重庆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日前联合开展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活动，多名小朋友在家长和老师的带领下，通过生物多样性科
普小课堂、寻找大自然中的动植物等活动，了解生物多样性，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余常海 刘旖旎摄

本报讯 5 月 22 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之际，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园林绿化
局及市农业农村局召开北京市生态保护新
闻发布会。会上，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布
了 2022 年北京市生态环境质量指数（EI）
为 71.1，同比增长 0.4%，实现了连续多年稳
定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优良的好成绩。

2022年，北京市集中建设区、生态保护红
线、绿化隔离地区生态环境状况均为良好。

北京市的“大尺度”森林景观已成规
模，生境连通性增强，“近自然化”特色突出，
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明显提高，良好的生
态环境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奠定了基础。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北京市森林覆盖率已达到 44.8%，城市绿
化覆盖率达到 49.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达到 16.63平方米。

为摸清全市生物多样性本底情况，北
京市按照生态环境部相关技术标准制定了
计划，已于2020年开始持续开展生物多样性
本底调查工作，此次调查将持续到2025年。

2022 年，北京市生物多样性阶段性调
查实地记录 69 种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
群系，包括森林、灌丛、草地、沼泽与水生植
被 等 类 型 ，2020 至 2022 年 累 计 记 录 108
种。2022 年，阶段性调查实地记录各类物
种 3560 种，2020 至 2022 年累计记录 6408
种。 赵雨彤

本报通讯员吕卓然 记者张林霞
资溪报道“江西，春赏百花齐放、冬观
万鸟迁徙、夏感竹木之饶、秋叹菱角之
利……”伴随着《万物有灵“赣”出彩》等
宣传片的播放，5月22日，江西省生态环
境厅联合江西省林业局、江西省农业农
村厅等部门在资溪县共同举办江西省
2023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公布了《江西省自然保
护 区 生 物 多 样 性 监 测 进 展 报 告

（2021—2022）》《江西省水生生物资源
及生境状况公报》等。据介绍，江西省
16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面启动
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发表动植物新
物种 16 个，发现中国或江西新记录物
种 109 个。2022 年开展水生生物资源

以及栖息生境状况监测，共设监测点
位 111 个，监测到长江江豚 638 头次，
鄱 阳 湖 极 枯 水 位 期 间 救 护 江 豚 111
头，监测到珍贵濒危鱼类 9种。

此次活动结束后，江西还将有序
开展省级自然保护区成效评估，及时
完成第七批省级生态县（市、区）命名
等工作，并将召开江西省生物多样性
保护联席会议。

“在联席会议上，我们还将成立江
西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专家委员会，设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等，委员将涵盖
行业专家、院校专家及知名学者，为生
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决策咨询。”江西省
生态环境厅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陈光
胜介绍。

北京生物多样性调查三年累计记录物种6408种

江西16个保护区启动生物多样性监测

湖南省纪委监委推进“洞庭清波”智慧监督工作
实现从“下面报、耳朵听”到“上面查、天眼看”

青海两部门联合开展专项行动

集中整治黄河流域违法取水问题

本报记者张铭贤石家庄报道 5 月
22 日，河北省在石家庄市正定明曦湖
公园举办“2023 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河北省主场宣传活动”。现场放飞石
家庄市野生动物救助站救助的鸟类
120 余只，开展滹沱河湿地增殖放流
活动。

近年来，河北省统筹实施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深
入开展“绿盾”系列行动，着力强化自
然保护地和生态红线监管，有序实施
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评估，生态系统
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社
会参与度和公众意识显著增强，生物
多样性保护取得系列新成效。越来越
多的珍稀动植物在河北“打卡亮相”，
全球极危物种青头潜鸭在白洋淀安家
落户，“鸟中老虎”白尾海雕在岗南水

库成群嬉戏，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北
豹在驼梁频频现身，大量珍贵古老植
物种属在塞罕坝生长分布，滹沱河湿
地经过修复保护，鸟类增加 30 多种、
达到 219 种，全省 60%的物种和 80%珍
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得到有效保
护，生物多样性家底愈发厚实。

下一步，河北省将大力实施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程，打造更多更美“候鸟
天堂”，广泛凝聚生物多样性保护强大
合力，强化政府、企 业 和 社 会 共 抓 共
管 ，建 立 互 动 机 制 ，共 同 履 行 责 任 ，
协 调 联 动 做 好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工
作 ，大 力 宣 传 生 物 多 样性保护的重
大意义，积极普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知
识，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壮大生态环境
志愿者队伍，讲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河北故事”。

河北放飞救助鸟类开展增殖放流

山东省暨潍坊市“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纪念活动举办

内蒙古发布自治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情况
本报讯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日

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自治区生物多样
性保护情况，进一步提高公众对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认知度和参与度，凝聚更广泛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力”。

自 2021 年以来，为摸清全区生物多样
性本底，内蒙古开展了多项调查和研究，获
得了全区生态系统和植物物种多样性最新
研 究 成 果 ，为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提 供 了 支
撑。2022 年，在全国率先划分出省域尺度
的生态系统保护优先序，按照生态系统的
稀有性、独特性和典型性，划分 7 个最优先
保护生态系统序、11 个次优先保护生态系
统序，为更有针对性地保护生态系统提供
了科学决策依据。通过对全区野生维管植
物、栽培植物、苔藓植物调查，明确全区野
生维管植物（包括种子植物、蕨类植物）有
144 科、737 属、2619 种，其中苔藓植物调
查到 83 科 222 属 586 种，较 1997 年出版的

《内蒙古苔藓植物志》，新增 20 科 38 属 75
种，调查发现新种 7 个，中国新记录种 21
个。根据 2021 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名录，内蒙古分布有重点保护植物 47
种，其中，国家Ⅰ级保护植物貉藻和发菜 2
种，国家Ⅱ级保护植物 45种。

为进一步加强农牧领域生物多样性保
护，内蒙古开展了外来物种入侵防控、渔业
资源保护等工作。建立外来入侵物种防控
协调机制，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进一步加
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实施方案》，建立
完善了协调共商机制，形成了部门联动、齐
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据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赵世德介绍，下一步，内蒙古将
着力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和水平，推
动全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
持续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杨爱群 李俊伟

本报见习记者韦璐临朐报道 5 月 22
日，由山东省潍坊市生态环境局、临朐县人
民政府主办，中国环境报社、潍坊市生态环
境局临朐分局承办的山东省暨潍坊“5·22
国 际 生 物 多 样 性 日 ”纪 念 活 动 在 临 朐 县
举 办 ，并 与 青 岛 主 会 场 连 线 ，启 动 了“沂
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生物多样性
调查”。

活动现场，临朐县委书记刘艳芳、潍坊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孙吉海、中国环境报社
总编辑陈廷榔分别致辞，来自中国海洋大
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专家向与会者
进行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宣讲。

近年来，临朐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把保护生物多样性作为生态保
护的重要内容，持续加强沂山、鲁山—仰天

山两个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监
管，深入推进“绿盾”专项行动，全链条打击
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行为，为推动高质量
发展筑牢了生态安全屏障。

下一步，临朐县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
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不断
完善保护监测体系，全力推进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取得新突破、实现新跃升。

活动现场，由中国环境报社和临朐县
人民政府联合设立的“山东沂山生物多样
性保护科普教育基地”正式揭牌。同日揭
牌的还有“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临朐工作
站”“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临
朐工作站”。现场还举行了潍坊市中小学

“5·22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绘画获奖
作品颁奖仪式等。

本报通讯员王姗 记者蒋
朝晖昆明报道 云南省昆明市
委、市政府日前召开 2023 年全
市河（湖）长会议。会议强调，
要加强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
头治理，推动河湖保护治理取
得新成效，让绿水青山成为昆
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刘洪建出席会议并讲话。昆明
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佳晨主持
会议。

会议强调，加强河湖保护
治理，既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
场持久战。要抓好雨污分流改
造，加快面山截洪滞蓄工程建
设，做好汛前清河、清管、清池
工作，有效降低雨季溢流污染
风险。要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
展设施农业，持续削减农业面
源污染负荷。要抓好农村生活
污水和垃圾治理，加快补齐短
板弱项，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要抓好河道整治，强化黑
臭水体治理，严格落实生态补

偿机制，打造更多美丽河湖、绿
美 河 湖 。 要 抓 好 生 态 保 护 修
复，统筹推进城市面山绿化、湿
地建设、“十年禁渔”等重点工
作，推动水环境、水资源、水生
态、水安全整体改善。要抓好
联排联调，加强水质净化厂建
设和提标改造，提高滇池流域
水系联排联调效率，充分发挥
综合效益。

会议强调，要正确处理好
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优化城市空间
布局，加快公园城市建设，推动
绿色转型发展，加快形成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
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走出一条生态和经济协调
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
路子。

会 议 要 求 ，全 市 各 级 河
（湖）长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以
开展“大调研、解难题、抓落实”
工作为抓手，带头开展巡河调
研，带头发现和解决问题，推动
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见到实效。

昆明召开全市河（湖）长会议

推动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水安全整体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