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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创世宇盛家具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20223MA06BD3B7Y）：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 政 处 罚 法》第 六 十 一 条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五 条 的 规 定 ，向 你 单
位 公 告 送 达《天 津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督 促 履行义务催告书》

（津市环催字〔2023〕3 号）。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

附件《天津市生态环境局督促履行义务催告书》（津市环
催字〔2023〕3 号）见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官网（https://sthj.tj.gov.
cn/ZWGK4828/ZFXXGK8438/FDZDGK27/
XZCFQZXZCFXX7581/202305/t20230510_6236386.html）。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5月23日

送 达 公 告

中国计量大学碳中和与绿色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员虞伟谈乡镇生物多样性保护

“政策”扎根“泥土”方能落地生花
规范化和法治化是基层开展保护和治理的关键

晨曦朝露去，披星戴月归
◆马延军

虞伟：去年 8 月，宁波市海曙
区人民检察院在龙观乡设立“生
物多样性司法保护理论研究与实
践基地”，探索乡镇生物多样性司
法保护实践路径。生物多样性保
护需要法治保障，生物多样性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的经验和案
例很多都来自乡镇和社区基层。
生物多样性法治化路径可以从立
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个方面来
展开。

在立法层面，野生动物保护、
野生动物驯养繁育、遗传资源获
取和惠益、外来物种入侵以及生
态修复和治理等方面的立法，要
充分考虑乡镇层面在保护生物多
样性方面的痛点和难点问题，尤
其是加快推进遗传资源获取和惠
益分享的立法进程，保护遗传资
源所有者的利益。

在执法层面，要理顺生物多
样性相关主管部门职责，强化日
常监督检查，发挥自然资源部门、

生态环境部门在乡镇的综合执法
力量作用。同时，发挥公众力量，
组建民间巡护队，招募生态巡护
员等，形成各方配合的执法合力。

在司法层面，不仅要依法打
击恶意破坏生物多样性的违法犯
罪行为，还要支持对受损的生物
多样性进行修复。要加强生物多
样性案件行政和司法联动机制，
做好公检法机关和生态环境部
门、自然资源、海洋等行政主管部
门的协调，共享信息，严格做好案
件移送制度，做好民事责任、行政
责任、刑事责任的衔接。坚持比
例原则，强调罪、责、刑相一致，实
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在守法层面，要加强法治宣
传，努力做到精准投放。在乡村
道路主要路口，甚至一些田间地
头设立生物多样性法治宣传展
板，增加法治宣传曝光度；探索创
新性的传播推广方式，比如，龙观
乡青年策划的生物多样性法治大

富翁游戏，受到青少年欢迎；通过
修订村规民约，突出生物多样性
保护内容，注重女性群体和社区
居民的参与，提高全民生物多样
性保护意识以及全民守法氛围。

当前，乡镇层面推行生物多
样性法治化最大的挑战是执法能
力不足的问题。如缺少必要的监
控摄像头、红外相机等。自然生
态环境好、野生保护动植物多的
地方，一般比较偏僻，捕杀和偷盗
行为很难被发现，乡镇的执法力
量较难覆盖。还有一个问题是违
法不知情，比如，工程施工时，不
知道自己破坏了野生保护植物资
源，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前期物种
调查和普法宣传来弥补。

我认为，在乡镇层面推进生
物多样性主流化有助于法治化的
落实，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具
体来说，出台政策、编制规划和制
定标准并有效实施，对乡镇推动
生物多样法治化工作尤为重要。

◆本报见习记者江虹霖

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
题是“从协议到协力：复元生物多
样性”，表达了将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第二阶段会议通过的昆
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这一历
史性共识转化为行动的美好愿望。

或许有人认为，“昆蒙框架”
这一全球的行动目标与基层相距
甚远。近日，浙江省宁波市的一
个小乡镇，让人看到了“昆蒙框
架”落地生根的影子。在 5 月 18
日举办的 2023 生物多样性友好
城市主题活动上，宁波市海曙区

《生物多样性友好乡镇 基于自然
的解决方案实施指南》地方性技

术规范（以下简称《指南》）正式发
布。“昆蒙框架”将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以下简称 NbS）纳入了行
动 目 标 。《指 南》是 国 内 首 次 将
NbS 全球标准进行地方标准转化
的探索。

《指南》的制定源于龙观乡生
物多样性友好乡镇试点的实践，
这也带来一个思考：我国有上万
个乡镇，因此，“昆蒙框架”要落地
见效，不能只在政策里，也不能只
在 城 市 间 ，而 是 要 扎 根“ 泥 土 ”
中。乡镇层面如何切实推动生物
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治理如何更加规范化？带着这个
问题，记者专访了《指南》起草小
组负责人、中国计量大学碳中和
与绿色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研究员虞伟。

中国环境报：去年 12 月，《生物多样性友好乡镇 规划指南》亮
相 COP15，成为我国首个生物多样性友好乡镇地方标准。标准对
于乡镇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了什么作用？

虞伟：我认为，标准化路径是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治理进入规范
化轨道必不可少的一步。将基层
的良好实践提炼成标准规范加以
推广，同时用标准规范来指导基
层实践，这也是推动“昆蒙框架”
落地的重要推手。

以《指南》为例，我们之所以
要 制 定 这 样 一 个 标 准 ，是 因 为
NbS 对于基层来说太抽象了，八
大准则、28 项指标，规定更多是
方向性内容，应用到当下基层实
践场景中有点困难，而基层目前
需要的是一份说明书或施工图。

《指南》不仅“翻译”了 NbS 全球
标准，还对如何应用提出了具体
步骤，做了具体阐释，相当于方法
论。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不仅是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工具，还是
一个涵盖环境、社会、经济等领
域，需要跨界、跨部门协力的全方
位解决方案。比如，规划作为饮
用水水源的水库治理项目，过去
可能会分成水环境治理和水库大
坝加固两个独立项目实施，如果
参照 NbS 来策划的话，那就是一
个综合项目，可以将库区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汇水区林地、农地化
肥农药治理、水库堤坝加固等一
并考虑。同时，还可以发展一些
生态研学项目，增加库区村民收

入，将环境治理、防灾减灾、社区
发展等一并考虑。

事实上，《指南》是在提示政
府在项目规划、建设等方面应该
注意哪些问题以及如何评估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成效。《指南》
提出，在项目设计、方案编制等过
程中，需要对标几项指标：社会挑
战、增强生物多样性、具有经济可
行性等。每一项一级指标中又分
为几项二级指标，例如，在“带来
生物多样性净增长和生态系统完
整性”这项一级指标中，又设定了
评估生态系统的现状以及生态系
统退化的主要驱动力、阶段性评
估定量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监
测并阶段性评估 NbS 可能对自
然造成的不利影响等二级指标。

同时，《指南》对这些指标进
行了量化，通过评分可以直观看
出是否符合 NbS 标准。这种清
晰的指标和量化，将抽象的理论
简化为结构化的评分，便于抓落
实，可以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更好
地融入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
过程。

我们后续还会制定一系列标
准，不断完善生物多样性友好乡
镇地方标准体系，再通过将标准
的内容纳入乡镇的年度工作计
划，强化标准的应用场景，确保标
准在基层能得到较好的实施。

中国环境报：城市和乡镇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侧重点有何不同？乡镇推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的难点在哪里？如何解决？

虞伟：我们现在讨论的城市
主要指城区，城区和乡村在物种
分 布 、空 间 尺 度 等 方 面 差 异 很
大。城区人口密集，开展生物多
样性保护更加侧重营造亲自然的
生活环境；而乡镇空间更大、人口
分布较散、物种和景观更加丰富，
乡镇更多强调开发和建设过程中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通过修复、补
偿的减缓措施来应对可能造成的
生物多样性影响。乡镇层面还要
探索如何通过生物多样性可持续
利用来增加社会福祉，让村民从
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获益。整体而
言，乡镇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潜力更大，可探索空间更多，最
终的成效也会更明显。

评价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效，
不仅看水质、空气质量等传统环
境要素指标，还要看生物多样性
丰富程度。乡镇要践行生物多样
性保护，基层干部和村民的保护
理念、行动力非常重要，难点是如
何缩短从理念到行动的距离。不

少村民虽然认同生物多样性保护
理念，但也会觉得，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自己关系不大，或者受多年习
惯和认知影响，很难在行动中体现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强烈意识。

我带着学生曾经在龙观乡做
过一个调研，想了解一下除草剂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调研发
现，农户更加注重除草剂对农作
物的影响，对其他物种及环境影
响的考虑较少。农户认为规范使
用植物生长调节剂主要靠他们的
自觉性，而让农户自觉的有效途
径是能让他们获得切实的利益。

如何才能增强村民的获得感
和参与感？我认为，首先，要让村
民得实惠。这几年，龙观乡通过
开展生物多样性友好乡镇试点，
名气和人气双增长，农产品卖得
更快了，农家乐、民宿生意更好
了，这些都是村民得到的明显实
惠。要坚持需求导向，精准识别
村民想要什么。比如，龙观乡引
进中华蜜蜂养殖项目，通过“公

司+基地+农户”模式，帮助村民做
技术培训，推广比“直筒养蜂法”
更科学的“活框养殖法”，使户均
养蜂增收 30％。

其 次 ，精 神 奖 励 也 是 必 要
的。乡村也是熟人社会，可以树
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先进典型，比如，最美巡护员、最
美养蜂专业户等，通过荣誉感，激
发村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积极
性，让他们感受到政府对他们工
作的肯定，这会让他们在村里特
别有面子。

再 次 ，要 拓 宽 村 民 参 与 渠
道。生物多样性保护对村民来
说，或许是比较抽象的，要告知村
民哪些行为有助于生物多样性保
护 ，保 护 生 物 多 样 性 还 可 以 获
益。比如，要让村民明白，因为生
物多样性比较好，才引来流量；在
生物多样性体验和研学活动中，
可以聘用村民作为讲解员，通过
参与讲解活动，实现他们原先没
有机会实现的价值。

中国环境报：让生物多样性保护落地乡镇时更加规范化，法治化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您认为，乡
镇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化路径有哪些？对推进乡镇生物多样性法治化有哪些建议？

2022 年 7 月 25 日，我被选
派参加山东省潍坊市生态环境
局组织的第五轮次夏季 VOCs
污染防治攻坚监督帮扶工作，
与潍坊市生态环境局的 8 位同
事一起，对生态环境部推送任
务企业开展夏季帮扶。

本次帮扶涉及的企业涵盖
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石化化工
等涉 VOCs 重点行业。为确保
帮扶工作取得实效，帮扶组成员
制定了帮扶工作“一张清单”，确
保帮扶对象“一个不漏”。

在帮扶过程中，帮扶组紧
紧 牵 住 VOCs 排 放 情 况 这 一

“牛鼻子”，对企业进行全方位
检查。2022 年 7 月 27 日，在某
化工企业进行监督帮扶时，帮
扶组成员利用便携式 PID、FID
检测仪对企业 VOCs 废气收集
情况、废气排放浓度、储罐及连
接阀泄漏点、在线自动监测设
备等进行全面“体检”，不放过
任何一个环节、不漏掉任何一
个细节。

针对企业涉 VOCs 工序未
按要求收集处理、在线监测设
备不正常运行等问题，帮扶组
现场“手把手”教学，向企业负
责人宣讲相关政策要求，并提
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意见，为企
业落实整改指明了方向、明确
了 路 径 。 企 业 负 责 人 由 衷 地
说：“帮扶小组上门帮我们找短
板、补漏洞、解困惑，既让我们
感受到了执法的温度，也极大
提升了企业的绿色发展水平，

我们十分感谢。”
这次为期 7 天的监督帮扶

行动，共帮扶企业 14 家，提出
帮扶意见 118 条，圆满完成了
本次监督帮扶任务。对于发现
的问题，我们要求企业立即整
改，并帮助企业找原因、指问
题、定措施。企业负责人感慨
道：“现在来了一支帮扶队，我
们彻底放了心，对环保问题有
疑惑、有困难就直接问，也不用
藏着瞒着了。”

我们立足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职责，不断优化执法方式，提
升服务质效，用心用情帮助企
业提升治污水平，对企业排污
点位进行全面“问诊”，查找企
业在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方面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
整改措施，帮助企业将环境隐
患消除在前端。

由于这次夏季监督帮扶行
动时间紧、任务重，在监督帮扶
过程中，帮扶组成员都是迎着
朝阳出发，披着星辰归来。面
对高温酷暑的严峻挑战，帮扶
组成员一次次克服高温、湿热、
高强度等困难，登高爬梯、冲锋
在前，时刻秉承“要监督，更要
帮扶”“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
展”的工作理念，为了绘就青山
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
丽画卷，用辛勤的汗水诠释着
责任与担当，以实际行动彰显
了生态环保铁军风采。

作者单位：潍坊市生态环
境局青州分局

处罚赔偿同步办理双案并查并结

东莞依法对一企业减轻处罚16万元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东莞市
生态环境局完成了全市行政处罚
案件办理过程中同步开展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双案并查”“双案并
结”的首宗案件。这宗案件也是
东莞市首宗因违法企业积极履行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而获得减
轻处罚的案例。

4 月 19 日，东莞市生态环境
局清溪分局（以下简称清溪分局）
执法人员利用无人机巡航检查
时，发现一家金属制品企业擅自
拆除两套喷淋设备，压铸熔融工
序产生的废气经管道收集后未经
处理直接排至外环境，造成生态

环境损害。清溪分局随即对其进
行调查取证并立案上报。

鉴于这家企业废气直排的行
为造成了大气环境污染损害，经
鉴定评估，清溪分局在行政处罚
过程中决定同时启动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索赔程序，实行行政处罚
案件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同

步进行。企业负责人积极配合开
展磋商，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
前，确认全部违法事实，及时完成
整改并签署了赔偿协议，主动承
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履行
了协议中的全部义务。

根据《行政处罚法》《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有关规定，

“赔偿义务人积极履行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责任的，相关行政机关
和司法机关，依法将其作为从轻、
减轻或者免予处理的情节”，综合
考虑到企业积极整改的态度及完
成整改的效果，东莞市生态环境
局决定按拟处罚款金额的 50%进
行减轻处罚，即最终罚款金额由

原先的 32万元减至 16万元。
据了解，以往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案件一般在行政处罚案件作
出决定之后开始办理。而在此案
办理过程中，东莞市生态环境部
门采用了“同时调查、同时启动、
同时追责”的模式，既有利于保证
生态环境损害证据的完整性，也
可避免多次补充调查增加企业负
担、浪费行政资源，提升了办案质
量和效果，打破了“企业污染、群
众受害、政府买单”的困局，是探
索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
一次成功实践。

何闪闪 王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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