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十大环境新闻

地方读本 07
2017.01.20 星期五责编:徐小雪 电话: (010)67139791 传真: (010)67139791 E-mail:hjbdfxw@126.com

本报记者肖颖 通讯员王泽
琳西安报道由陕西省环保厅主
办，陕西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
心、西北大学生命与科学学院与
陕西省环保志愿者联合会联合承
办的“环保沙龙进高校”系列活动
首场活动日前在西北大学举行。

“环保沙龙进高校”系列活动
旨在依托高校的科研成果和大学
生环保志愿者团队，融合“讲堂＋
诊堂”的形式，开展环保公益活
动，通过定期持续的交流活动，凝
聚社会各界力量，为公众参与环
保公益事业提供平台。

此次活动以“共话陕西生物
多样性保护”为主题，围绕陕西省
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及西北大学
秦岭生态保护项目等内容开讲，
并与高校环保社团成员、环保志
愿者及社会公众面对面交流，答
疑解惑，共同推进陕西环保事业
发展。

多个因素影响秦岭生物
多样性延续和发展

秦岭不仅是我国南北气候的
分界线和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
分水岭，也是著名的动植物基因
宝库。陕西共拥有 25 处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其中有 22 处都分布
在秦岭。

陕西省植物学会理事长、省
生态学会副理事长、生态学专家、
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导
师岳明教授为大家讲解了秦岭生
物多样性的现状与保护情况。他
表示，近些年来，秦岭生态系统整
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局
部仍有退化。同时，濒危物种数
量有所增加，遗传资源丧失的趋
势依然严峻，珍稀濒危物种分布
面积萎缩、逐渐片段化、破碎化，
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

岳明认为，目前影响秦岭生
物多样性延续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秦岭生态结构系统简单，生态易
退化。再加上路网密集，秦岭地
区“两环六辐射三纵七横”的路网
总规模达 8080 公里，另有 18 条联
络线，长约 1675 公里。生物栖息
地破碎化，人为隔离了动植物的
分布、侵入、隔离、迁移，对其种群
规模、数量都造成了灾难性破坏。

其次，由于历史上对森林的
采伐和陡坡的开荒，秦岭山地水
土流失面积不断增加。目前，秦
岭浅山区域每年的土壤侵蚀模数
已超过 1000T/Km2，属中度水土
流失区。水资源涵养功能下降，

水土流失严重也是关键因素之
一。

再加之矿产开发引起植被破
坏，致使生态环境退化、地面塌
陷、地下水位下降、水土流失、自
然灾害增加、重金属面源污染等。

此外，国内在秦岭的生物入
侵及道路生态学等基础研究领域
基本是空白，在廊道建设、护坡建
设、矿区生态修复及濒危动植物
拯救等方面有许多关键技术亟待
突破。

建立管理机构，将生物
多样性保护纳入规划

“地球上所有物种之间都是
相互依存的关系，自然环境被破
坏了，生物多样性不能得到有效
保护，人类的生活也将面临很多
问题。”岳明说，生物多样性保护
是系统的环境问题，需要多部门、
多力量的介入与协同合作。

对此，他提出了几点建议，一
是建立生态环境委员会，建立健
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机构，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各部门的
规划，完善跨部门协调机制。二
是完善政策法规，如生物多样性
保护条例、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
法、重大工程环评中生物多样性
评价立法等。三是继续开展和完
善生物物种资源和生态系统本底
调查。四是建立全省生物多样性
监测、预警体系和信息网络。五
是扩大自然保护区面积，增强连
通性。

野生动物保护专家、陕西省
秦岭珍稀濒危动物保育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省动物学会副理事长
郭松涛说，新《环境保护法》提出
了要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
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对
开发和利用生物技术应当采取措
施，防止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
所以我们要坚持对动植物的保护
和利用并行，目前我国在对动植
物的利用方面不够明确、缺乏比
较成熟的保护措施，国外有很多
经验值得借鉴和学习。

2005 年起，郭松涛和他的团
队就启动了秦岭山脉森林生态恢
复环保项目——为金丝猴植树活
动，恢复被人为隔断的迁徙路径
旧貌，修复生态繁殖环境。同年，
成立了秦岭山脉森林生态恢复环
保 项 目 青 年 志 愿 者 队 ，招 募 了
2000 余名志愿者和 47 名当地村
民，在秦岭 139 公里的废弃公路
上种植 9.56 万棵树苗，完成实验
区 71.65%的植被恢复工程。

环保沙龙进高校首场活动圆满举行

专家开讲生物多样性保护

2016 年 1 月，省政府出台《陕西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
案》（陕西“水十条”），提出要根据三大区域地理特征，系统
推进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和水资源管理，2016 年年内
要全部取缔污染严重的 10 类小企业和 3 类生产项目，确保
到 2020 年地表水水质优良比例长江流域达到 100％、黄河
流域达到 56％以上。要以提高水环境质量为核心，形成

“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水污染防治
新机制，让三秦大地水更清，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持久
动力。

2016 年，对于陕西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来说，是

熠熠生辉的一年。

从《陕西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出台，到全

省生态红线划定；从陕西省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

治条例》正式实施，到陕西省“十三五”环境保护规

划获批；从陕西环境保护督察巡查试点启动，到中

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陕西……盘点不平凡

的 2016 年，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陕西的征途

中，有太多的大事和感动值得铭记。我们从中梳

理出十大环境新闻，以此记录陕西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铿锵步伐。

2016 年 9 月 27 日，陕西省环保系统首次颁发长
期从事环保工作纪念章大会在西安市召开。会议向
652 名同志颁发环保纪念章，环保工作纪念章的颁
发是对长期奋战在环保一线同志辛勤付出的肯定，
更是对整个环保工作的推进。首批获颁纪念章的同
志是陕西省环保事业的创业者、参与者、推动者和见
证者，为全省环保事业发展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他们
的事迹和成绩，必将成为陕西环保历史上不可磨灭
的印记。

2016 年，《陕西省“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正式获得省政府批准。《规划》以全面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为核心，以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为重点，实施
最 严 格 的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制 度 ，不 断 提 高 环 境 管 理 系 统
化、科学化、法治化、精细化和信息化水平，确保 2020 年
全 省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总 体 改 善 ，为 建 设 更 高 水 平“三个陕
西”作出重大贡献。

《陕西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是陕西省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地方法规，经 2015 年
11 月 19 日陕西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23 次会议审议通
过，于 2016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2016 年 3 月 16 日，省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召开《条例》宣传贯彻
电视电话会，会上对《条例》宣传贯彻工作安排部署，对社会
力量参与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广泛动员。

在 2016 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陕西省作为 8 个
省份之一，就“全面落实‘ 十 二 五 ’环 境 保 护 规 划 ”作 了 典
型 发 言 。 陕 西 省“ 十 二 五 ”环 保 规 划 、重 点 流 域 规 划 、

“ 大 气 十 条 ”等 目 标 任 务 顺 利 实 现 ，主 要 污 染 物 减 排 目
标全部超额完成；关中城市群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渭河
流域消灭黑臭，入黄出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Ⅳ类，高于
国考指标并提前一年完成；汉丹江水质持续保持优良，
确 保“ 一 泓 清 水 永 续 北 上 ”；陕 北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保 持稳
定，绿色版图向北推进 400 公里；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约 560
万人受益。

2016 年 1 月，根据《陕西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陕西
省首次发布关中地区重污染天气区域Ⅱ级预警。根据全省
空气污染变化趋势，对陕西省环境空气质量将可能出现严
重污染的地区进行预警，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健康和正常
生产、生活，及时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最大限度降低重污
染天气造成的危害。

2016 年 12 月，省政府出台《陕西省土壤污染防
治工作方案》（陕西“土十条”），提出到 2020 年，受污
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2%以上，污染地块安全利
用率达到 90%以上，土壤环境质量点位达标率不低
于 82% ，耕 地 土 壤 环 境 质 量 点 位 达 标 率 不 低 于
81%。到 2030 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5%
以上；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95%以上；土壤环境
质量点位达标率不低于 88%；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点
位达标率不低于 90%。提出要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
为核心，全面做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2016 年 11 月 28 日，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 察 陕 西 省 工 作 动 员 会 在 西 安 召 开 。 为 贯 彻 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决策
部 署 ，经 党 中 央 和 国 务 院 批 准 ，中 央 第 六 环 境 保
护督察组进驻陕西省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会
议的召开标志着为期 1 个月的中央环保督察陕西工
作正式启动。

2016 年 10 月 11 日，陕西省环境保护督察巡查
领导小组召开督察巡查试点工作启动会，安排部署
省委、省政府关于在榆林市开展环保督察巡查试点
工作。这标志着陕西省环保督察巡查试点工作的正
式启动，也标志着全省环保督察巡查工作的全面展
开。此次环保督察巡查的主要内容为中央和陕西省
环境保护决策及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贯彻落实、突出
环境问题处理和榆林市委、市政府环境保护责任的
落实情况。

2016 年 10 月 10 日，省政府常务会议划定了陕
西省生态保护红线，明确 14 类重点区域纳入全省生
态保护红线划分范围，实行分级管控。这 14 类重点
区域包括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重要湿地、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生态公益林、洪水调蓄区、重要水
库、国家良好湖泊、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脆弱
区等。

近日，陕西省渭南市出动 8辆电动车助力市区环境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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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16 年 1 月，《陕西
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出
台，提出形成“政府统领、企
业 施 治 、市 场 驱 动 、公 众 参
与”的水污染防治新机制，让
三秦大地水更清。

图 ② 2016 年 4 月 1 日 ，
《陕西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条例》正式实施，全省广
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图③2016 年 11 月，中央
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陕
西，图为督察人员在企业进
行检查。

本报讯 陕西省西安市环保
企业工作年会日前召开，多家环
保企业及高校代表共推治污降霾
新技术，倡导节能减排、绿色生活
从自身做起。

据悉，本届年会由西安市企
业环保联合会等组织共同主办，
陕西省环保厅及陕西省教育厅等
多个政府相关部门、西安交大等
13 所高校、西安市环保企业代表
及部分公益组织共同参加了本次
年会。会上主要探讨了当下雾霾
形势及治污降霾新技术，其中，新
风科技较为引人注目。最终，“节
能降耗、科技创新、主动担当”成
为各环保企业在全面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事业中将秉承的共同发展
理念。

会议期间，西安国联质检等
企业代表现场分享了各自在环境
保护、治理雾霾方面取得的宝贵
经验和成果。西安市企业环保联
合会会长马宏周现场发出倡议，
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漠视由于自
身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所造成的
影响，保护环境，需要共同行动，
需要每家企业都能从自身做起，
充分发挥主动积极和创新性，汇
集民心、民智、民力，实现生产无
害化、生活绿色化。

会 上 还 表 彰 了 2016 年 为 治
污降霾作出有力贡献的多所高校
及环保企业，会议现场同时设有
治污降霾新产品新技术展示推介
区，吸引了众多代表现场参观、交
流和体验。 李涛 仵博

西安市环保企业工作年会召开

共推治污降霾新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