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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设施岂能成摆设？

本栏目投稿邮箱：zhbytygs@126.com

讲述环保人自己的故事

时间：2023 年 8月
地点：华北某地家具制造产业园

今年 8 月，生态环境部
华北督察局对华北某地家
具产业园开展暗查，督察人
员循着空气中明显的有机
气体逸散异味来到某家具
制 造 企 业 VOCs 净 化 设 施
前，熟练地依次打开活性炭
吸附装置和光氧照射器单
元 隔 板 ，发 现 里 面 空 空 如
也，环保装置成了摆样子的

“空壳子”。
督察人员进一步利用

手 持 VOCs 快 速 检 测 仪 检
测发现，“ 环 保 ”设 施 出 风
口 VOCs 浓 度 达 到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规 定 限 值 两 倍
以 上 。 督 察 人 员 娴 熟 地
记 录 数 据 、固 定 证 据 ，汗
水好几次浸湿了衣衫。督
察人员完成这个点位的检
查后，又立即赶往下一个工
作点位。

生态环境部华北督察
局蒋萍供稿

导 读

大气污染治理不能总给工作失误背锅

新华社迪拜12月2日电（记者陈
梦阳 苏小坡）12 月 2 日，习近平主席特
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在迪拜举行的“77
国集团和中国”气候变化领导人峰会并
发表致辞。

丁薛祥表示，在《巴黎协定》首次
全 球 盘 点 的 历 史 时 刻 ，77 国 集 团 主
席国古巴倡导举办此次峰会，意义重
大 。 中 国 作 为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发 展 中
国家，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路同
行 。 习 近 平 主 席 强 调 ，“77 国 集 团 和
中 国 ”是 发 展 中 国 家 重 要 合 作 平 台 。
这些年，中国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
中 和 ，在 承 担 自 身 国 际 义 务 的 同 时 ，
努 力 为 发 展 中 国 家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提
供 帮 助 。 中 国 扎 实 推 进 应 对 气 候 变
化南南合作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受到发展中国家普遍欢迎。
丁薛祥强调，完善全球气候治理

依 然 任 重 道 远 ，77 国 集 团 和 中 国 理
应进一步发出共同声音，维护共同权
益。要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强化绿
色 转 型 发 展 战 略 对 接 ，加 强 互 帮 互
助 ，探 索 发 展 和 保 护 相 协 同 的 新 路
径；共同捍卫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联
合 国 气 候 变 化 框 架 公 约》及 其《巴 黎
协 定》确 定 的 目 标 和 原 则 ；共 同 促 进
公 平 正 义 ，推 动 落 实 气 候 资 金 、形 成
全 球 适 应 目 标 框 架 等 取 得 实 质 性 进
展，充分发挥新建立的损失与损害基
金 作 用 。 中 国 愿 与 广 大 发 展 中 国 家
风 雨 同 舟 、密 切 合 作 ，携 手 迈 向 绿 色
低碳的美好未来。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巴
西总统卢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

在峰会上发表致辞。
当天，丁薛祥同纳米比亚总统根哥

布进行了简短交谈，并会见了联合国气
候变化迪拜大会主席、阿联酋气候变化
事务特使苏尔坦，美国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

会见苏尔坦时，丁薛祥祝贺阿联酋
此次办会取得丰硕成果。他表示，中国
与阿联酋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同时分
别为生物多样性公约、气候变化公约的
主席国，双方要加强沟通协调，共同推
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
治理体系。苏尔坦表示，感谢中方对联
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的大力支持，赞
赏中国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所作重要贡
献，期待中国在应对气变国际合作中继
续发挥引领作用。

会见盖茨时，丁薛祥表示，中美都

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参与方，双方共
同 推 动 了《巴 黎 协 定》的 达 成 、生
效，近日达成《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
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受到国际社会
广泛赞誉。中方愿同盖茨基金会加强
合作，为全球绿色转型、全球发展事业
作出更多贡献。盖茨表示，愿同中方在
应对气候变化、农业、健康卫生等领域
开展更加紧密合作，提升研发创新能
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丁薛祥来到中国代表团在会场设
立的“中国角”，参观中国应对气候变化
政策与行动展览，与工作人员互动交
流，勉励大家充分运用新媒体等方式宣
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创新举措和显
著成效，积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国际合
作。“中国角”于 11 月 30 日开馆，将持续
11天，举办 100多场活动。

本报讯 日前，由云南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组织召开的滇池保护治理省级联
系部门工作会议提出，省级相关部门和
昆明市要紧盯目标任务，聚焦问题短板，
协力精准攻坚，务求在加快重点项目推
进、深入推进雨污分流、提升入湖河道水
质、严控农业面源污染、统筹做好联排联
调、强化污泥处置管理等六个方面实现
突破，推进滇池保护治理取得新成效。

据介绍，今年以来，省级相关部门和
昆明市共同努力，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

安排，围绕扎实整改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反馈问题，聚焦推动滇池水质
持续改善，积极帮助昆明市争取国家
专项资金 22.155 亿元、政府专项债 16.7
亿元，安排省级污水处理提质增效资
金 4500 万元，加快推进昆明市主城区
雨污分流改造、环湖截污治污、环滇池
绿道建设相关工作。截至目前，昆明
市主城区 284 个城中村雨污分流改造
任务完成 262 个；实施 997 个老旧小区
改造，已基本完成；4455 个雨污混接、
错接点接口改造完成 4333 个；35 条主
要入湖河道水质达标率为 90.9%，实现
污水处理能力、集中收集率、入湖河道

水质进一步提升；滇池流域内 176 个行
政村、809 个自然村基本实现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

会议要求，省级相关部门要紧盯目
标任务，与昆明市协同联动，重点从以
下六个方面扎实推进滇池保护治理取
得实效：加快重点项目推进，科学调配
污水处理；深入推进雨污分流，提升雨
洪管理能力；提升入湖河道水质，实现
黑臭水体年底“清零”；统筹环湖乡村建
设，严控农业面源污染；坚持“污涝同
治”，统筹做好联排联调；强化污泥处置
管理，严禁造成二次环境污染。

蒋朝晖

云南从六个方面精准攻坚治滇池
35条主要入湖河道水质达标率为 90.9%

丁薛祥出席“77国集团和中国”气候变化领导人峰会并致辞

本报记者张倩迪拜报道 11 月 30
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
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中国角”开
幕式暨“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实践”边
会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生态环境部部
长黄润秋出席开幕式及边会并致辞。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外交部
原副部长、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刘振民，
COP28 主 席 苏 尔 坦 等 国 内 外 嘉 宾 出
席。开幕式由中国代表团团长、生态环
境部副部长赵英民主持。

黄润秋指出，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
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指引下，中国全方位、全地域、全过
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
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
性 、全 局 性 变 化 ，美 丽 中 国 建 设 迈 出
重大步伐。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坚持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作出碳达峰碳
中和的庄严承诺，并将其纳入生态文
明 建 设 整 体 布 局 和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全
局，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取得突出成效。

黄润秋表示，未来中国将以美丽中
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
略，落实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
系，为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环境
治 理 作 出 新 的 贡 献 。 期 待 COP28 坚
定 维 护 多 边 主 义 ，积 极 开 展“ 聚 焦 落
实 ”的 全 球 盘 点 ，充 分 响 应 发 展 中 国
家诉求，推动发达国家展现必要灵活
性达成多边解决方案，向国际社会发
出 以 务 实 行 动 合 作 应 对 气 候 变 化的
积极信号，推动《巴黎协定》全面有效
落实。

解振华表示，《巴黎协定》确定了全
球绿色低碳、气候韧性、可持续发展的

大趋势。协定达成 8 年来虽历经多重
挑战，但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努力与国际
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充分说明了全球转
型创新势头不可逆转。此次大会将完
成对《巴黎协定》的首次全球盘点，评估
协定实施进展以及实现协定目标的整
体差距，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加速转型与
强化合作的机遇。中方将加强与各方
对话磋商，全力支持主席国和联合国开
好迪拜大会。

边会活动上，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张旭光表示，金融机构对推动绿色转型
具有重要作用。未来中国农业银行将
立足自身优势和经营特色，继续加大对
绿色能源和传统农业转型的金融支持，
助力推动农业全面绿色低碳发展。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世界资源研究
所高级顾问索尔海姆高度评价了近年
来中国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的成绩。

他表示，生态文明理念指引着中国向着
绿色未来转型发展，中国在太阳能、风
电、氢能、电动汽车等领域正在引领推
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进程。

美国环保协会总裁柯瑞华表示，作
为与中国生态环境部合作 20 多年的非
政府组织，美国环保协会见证了中国从
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
行动和决心，赞赏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在降低减排成本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大会期间，黄润秋与 COP28 主席
苏尔坦举行会见。黄润秋表示，中方期
待 COP28 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目标、原则及相
关安排，聚焦行动与合作，敦促发达国
家提供资金、技术及能力建设等方面支
持。苏尔坦感谢中方的全力支持，表示
愿 与 中 方 加 强 交 流 联 系 ，携 手 推 动
COP28取得成功。

本报记者张倩迪拜报道 12 月 2
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
简称《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

（COP28）全球盘点减缓高级别会议在
阿联酋迪拜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
润秋出席会议并发言。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频发的气候灾
害进一步强化了全球气候行动共识。
在减排行动方面，《巴黎协定》极大推动
了全球低碳转型，各方承诺可实现全球
温升控制在协定目标区间，但真正缺口
在于落实承诺。《巴黎协定》首次全球盘
点必须正视 2020 年前雄心和实施两方
面巨大缺口，客观盘点各领域实施进
展，并且面向未来提交负责任答卷。

黄润秋指出，当前全球面临地缘政
治危机、能源和粮食危机、疫后复苏不
均衡等问题，特别是逆全球化持续加
剧，一些发达国家借气候之名实施单边
措施、绿色壁垒，将极大增加全球气候
行动成本。目前，发达国家在落实承诺
特别是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
术、能力建设支持方面仍有差距，发展
中国家气候行动所需实施手段支持严
重不足。全球盘点应明确差距，找到弥
补差距的路径。

黄润秋表示，全球盘点必须维护并
落实《巴黎协定》，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
责任原则和国家贡献自主性，肯定各方
做出的努力和落实协定的积极成效，发

出团结合作、聚焦落实的明确信号。同
时必须保障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在可持
续发展和减贫框架下推进绿色公正转
型，并整体性推进气候响应。行动雄心
应基于各国不同起点国情，加强国际合
作，支持发展中国家履约。

大会期间，黄润秋会见《公约》秘书
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黄润秋高度
肯定秘书处为大会筹备所做的工作，欢
迎并赞赏大会开幕当天即通过损失与
损害基金相关决定，期待大会延续这一
良好政治势头，中方愿支持秘书处工
作，并与各方一道推动 COP28 取得积
极成果。他强调，会议应重点解决发展
中国家在适应气候变化和获取资金、技
术、能力建设方面的关切，推动国际社
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在减缓雄心和支持
行动方面达成有意义的平衡。中方作
为《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坚定维护
者和践行者，高度重视维护有关法律体
系的完整性，期待会议践行真正的多边
主义，开展聚焦落实的全球盘点，充分
回应发展中国家关切，务实推进公正绿
色转型，团结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斯蒂尔表示，《公约》秘书处及他本
人重视中方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
地位以及发挥的积极作用，赞赏中方长
期以来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作出的重
要贡献，期待与中方携手努力、共同推
动 COP28取得成功。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出席COP28全球盘点
减缓高级别会议并会见联合国气候公约执秘

本报讯第三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深入一线、深入现场，查实了一
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核实了一批不作为、
慢作为，不担当、不碰硬，甚至敷衍应对、弄

虚作假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为发
挥警示作用，切实推动问题整改，现对第一
批5个典型案例进行集中公开通报。

典型案例详见今日二版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集中通报典型案例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出席COP28“中国角”开幕式
暨“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实践”边会并致辞

◆本报记者牛秋鹏

若不是到现场，难以想象自然保护区内
还会有成片的红树林死亡。

本报记者日前跟随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以下简称督察组）督察海南省，发
现临高县彩桥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 2019 年
以来红树林陆续枯死，数量高达 900余株。

令记者诧异的是，四年过去，地方不仅未
及时发现，甚至连相应的巡查都没有。

督察组人员告诉记者，造成这种问题，归
根结底还是红树林资源保护的规划缺失、管
理不当。

底数不清，规划十余年“难觅
踪影”

红树林对保护海洋生态有着极其重要的
作用。在海南，红树林资源禀赋优越，约有
6100 公顷。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2011 年修订的《海
南省红树林保护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就
提出编制全省红树林资源保护发展规划。

然而，12 年过去，至督察进驻时，这份规
划竟然“难觅踪影”。这也直接导致了海南省
分布在自然保护区之外的红树林底数不清，
保护范围不明，保护措施难以落实。

海口市东寨港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国际重要湿地，也是迄今为止我国红树林

中连片面积最大、树种最多、林分质量最好、
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自然保护区。

2012 年，国家有关部门便明确了保护区
的四至界限，但保护区管理部门长期不按照
批复边界进行管理。

督察组调查发现，保护区的缓冲区、实验
区仍违法存在约 560 亩养殖塘、7个渔船临时
停靠点，上百艘渔船随意进出，拖网、地笼随处
可见。这明显与《规定》的管理要求相违背。

保护区管理部门解释，2014 年按照国家
所明确的边界，开展勘界立标工作，明确了保
护区矢量范围。当督察组要求提供相关的资
料时，对方称“未能找到矢量图”。

记者了解到，保护区管理部门声称2014年
明确的矢量范围实际上并未经过国家批准，目
前保护区法定边界仍为2012年的批复面积。

除了规划缺失，海南省也长期未建立红
树林资源档案。根据《规定》，已明确主体为

“省和红树林资源所在地市、县、自治县人民
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当督察组向海南省林业局调取红树林资
源档案时，对方表示“红树林属于湿地资源一
个类型，湿地资源调查工作归省自然资源和规
划厅负责，建议由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提供”。

由于底数不清和缺乏定期调查和监测，
督察组在前期暗访时发现，多地出现红树林
砍伐这一被明令禁止的现象。

记者对比 2019 年和 2022 年的卫星影像
后发现，2022 年以来，儋州市光村镇位于生
态保护红线内 21.9亩红树林被陆续砍伐。

此外，2023 年 5 月以来，临高县博厚镇马
袅湾生态保护红线内也有约 6 亩红树林被砍
伐破坏。

当督察组赶到现场时，当地才知道红树
林已遭受破坏。记者了解到，上述两起砍伐，
目的均为建设养殖塘。

就在督察组进驻期间，记者注意到，11
月 24 日，海南省通过第四次修订的《规定》，
再次明确要求了“省和红树林资源所在地市、
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编制红树
林资源保护专项规划”。

管理不当，问题治理缺乏科学性

海南省一些地方红树林保护不力，侵占
破坏问题仍然多发，折射出海南省和部分市
县及有关部门对红树林保护重视不够，保护
不力，监督管理不到位。

在走访过程中，一些领导干部坦言，海南省
从上到下对红树林资源保护非常重视，这些年
也下了极大的功夫，但离高要求肯定还有差距。

2017 年，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指出，位于文昌市的清澜红树林省级自然保
护区内存在大面积水产养殖问题。对此，海
南省督察整改方案提出，2020 年底前完成养
殖塘清退和还林还湿工作。

督察组调查发现，2018 年以来，文昌市
虽陆续清拆了保护区内 1 万多亩养殖塘，但
仍有一些养殖塘清退方案直到 2020 年才制
定，且清退工作推进缓慢，核心区、缓冲区内
多处生产用房仍在使用。

更令督察组触目惊心的是，现场的保护
区缓冲区内长约 1.5 公里的海岸带上，大量养
殖塘取排水设施遍布海滩、破坏岸线，海滩被
严重扰动侵蚀，沟壑密布。

此外，养殖塘取排水管道还大量穿越保

护区核心区，违法侵占核心区。缓冲区设有
养殖塘排污口，养殖尾水更是直接排入红树林。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文昌市红树林八门
湾 片 区 海 水 水 质 从 2020 年 的 二 类 恶 化 至
2021 年的劣四类，并一直没有改善，严重威
胁区域红树林生境。

文昌市是海南省直辖县级市，水产养殖
业发达，过去常年粗放式的水产养殖模式导
致局部海域水质下降，部分区域沙滩出现淤
泥化污染、海水富营养化等问题。

督察组人员告诉记者，无论是养殖塘取
排水管道遍布沙滩，还是大量穿越保护区核
心区，背后都反映了当地在前期设计不科学、
缺乏总体规划。甚至有时会为了应付检查，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没有科学的规划，缺乏监管，归根到底
还是管理水平的欠缺。”海南省一位干部对记
者说，目前全省的生态环境治理理念还不够
系统，特别是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并未完全转
化为实际的行动。

“还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这位干部表
示，海南很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需要多部门、
各市县协同，但是现在既没有形成协同，有效
合力的形成也还不够。

记者发现，“经济总量小，历史欠账多，回旋
余地弱”是很多干部群众对海南省的总体评价。

针对督察组此次指出的问题，与海水养
殖污染问题未彻底解决脱不了干系。

围绕禁养区养殖清退问题，受访专家表
示，这本质上是以高水平生态环境高水平保
护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地方政府还
是要多出台一些配套措施，并把具体举措落
到实处。

中央督察典型案例追踪

十余年规划缺失，海南多地红树林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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