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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迎久 张铭贤
石家庄报道 河北省政府近日
正式批复，同意实施《河北省水
土 保 持 规 划（2016~2030 年）》

（以下简称《规划》）。
按照《规划》，到 2020 年，

河北省基本建成水 土 流 失 防
治 体 系 ，新 增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面 积 1.1 万 平 方 公 里 ，减 少 土
壤 流 失 量 1500 万 吨 ，重 点 防
治 区 的 水 土 流 失 得 到 有 效 治
理 。 到 2030 年 ，建 成 水 土 流
失 综 合 防 治 体 系 ，全 省 新 增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面 积 3.25 万 平
方公里，减少土壤流失量 4500
万吨，重点防治区的水土流失
得到全面治理，生态实现良性
循环。

《规划》提出，依照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
念，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原

则，全面实施预防保护，重点加
强重要水源地和水蚀风蚀交错
区水土流失预防，充分发挥自
然修复作用。

《规划》要求，在水土流失
严重地区及重点区域开展以小
流域为单元的山水田林路综合
治理，加强“四荒”地、坡耕地、
坡林地、沙化土地、开采迹地以
及侵蚀沟道、河（湖、库）岸坡的
综合整治，推进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示范区建设。突出太行山
—燕山重点区域、雄安新区上
游地区和贫困地区以及坡耕地
相对集中区域的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

《规 划》提 出 ，河 北 将 加
强 监 管 ，跟 踪 督 查 和 定 期 评
估 水 土 保 持 规 划 实 施 情 况 ，
探 索 建 立 生 态 效 益 补 偿 长 效
机制。

河北出台水土保持规划
未来3年要减少土壤流失量1500万吨

▲

定期调度，严格督导检查

山东环保攻坚举措落地见效
加快解决突出环境问题，55项重点任务完成过半

◆本报记者周雁凌
王文硕

“截至11月19日，
山东省‘散乱污’企业清
理 整 治 完 成 率 达
99.86%。全省燃煤小
锅炉共清查出 38954
台，已淘汰 38949 台，
占比99.99%。”这是记
者日前从山东省环保厅
了解到的。

为加快解决环境保
护领域突出问题，推动
全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今年7月以来，山东
省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
场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整
治攻坚行动，全面推进
煤炭减量替代、“散乱
污”企业整治、畜禽养殖
污染治理等重点任务，
同时不断加大督查巡查
力度，确保各项攻坚措
施落地见效。

打组合拳，加快推进整治

▲

为强力推进整治任务，山东省通过推广
清洁能源、清理取缔“散乱污”企业和燃煤小
锅炉、防治机动车尾气污染等措施，向突出环
境问题发起攻坚。目前，多项措施均取得明
显进展。

在清洁能源替代方面，山东省级财政筹
集资金 9 亿元，对 7 个传输通道城市清洁能源
替代工程进行补贴，目前已验收（通气点火、
通电）57.68 万户，占目标任务的 140.94%，超
额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此外，今年 1 月~10
月山东省共保障气源供气 100.48 亿立方米，
同比增长 39.6%；投资 177 亿元对省级输电主
网架和以 220 千伏为核心的地市级输配电网

进行完善。
针对“散乱污”企业整治和燃煤小锅炉清

理取缔，行动开展以来，山东省“散乱污”企
业清理整治完成率达 99.86%。清查燃煤小锅
炉 38954 台，已淘汰 38949 台，占比 99.99%，其
中 7 个传输通道城市共清查出 15704 台燃煤
小锅炉，已于 8 月底全部完成淘汰，比国家目
标要求提前两个月完成任务。

围绕机动车排气污染控制，今年 1 月~10
月，山东省累计淘汰老旧车 32.99 万辆。环渤
海地区除东营港、滨州港没有煤炭集疏任务
外，烟台港、潍坊港已于 8 月底前停止使用柴
油车运输集疏港煤炭。7 个传输通道城市和

泰安、莱芜两市自 10 月起已全部供应符合国
六标准的车用汽柴油，全省高速公路、国道、
省道沿线 5275 家加油站已全部销售符合产品
质量的车用尿素。

在企业清洁化改造方面，山东省原料药
制造、制革、印染等三大行业的 191 家企业中，
已改造完成 147 家，完成率达 76.96%。全省禁
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共计
4.6908 万个，已完成关闭搬迁 4.6233 万个，完
成率达 98.56%。

为加强环保、公安联合执法，山东省已建
成省、市两级公安环保联席会议制度，今年以
来共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770 次，召开联席会议
224 次。省、市、县三级均已建立公安、环保案
件移交制度，今年以来共移交案件 1475 件，行
政拘留 1201 人，追究刑事责任 430人。

在环境问题综合整治攻坚行动中，山东
省坚持定期调度，严格督导检查，对整治情况
及时开展评估。

山东省全面实施“三调度一通报”制度，
对环保系统攻坚任务实施每日一调度；对 17
市和 22 个责任部门（单位）实施每周一调度；
对重点问题实施专题调度；每周汇总形成《攻
坚行动专报》，报省委、省政府，并发送 17 个市
党委政府和 24 个相关部门（单位），目前已报
送 15期。

为确保攻坚措施落实到位，山东省不断

加大督查巡查力度，成立了由 6 名厅领导分市
包干督导、34 名处级干部带队、170 名业务人
员组成的 17 个工作组，采取三周督查一周巡
查、督巡相结合的方式，对全省 17 个设区市进
行 5轮次督导检查。

针对重点难点攻坚任务，山东省组织多
部门联动，省环保厅、发改委等 16 部门成立 9
个专项督查组，对 17 个市开展联合督导检查，
对督查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分别以省环保督
察办、省综治督导办、省环保厅的名义进行了
28次督办。

山东省坚持定期向涉及具体任务的 18 个
部门（单位）反馈攻坚任务进展情况，并对下
一步的工作提出要求和建议，同时继续对突
出环境问题攻坚情况开展第三方评估，在已
完成第一次评估的基础上，目前正在对全省
突出环境问题解决程度和群众满意度开展第
二次评估。

记 者 了 解 到 ，山 东 省 在 全 省 突 出 环 境
问题综合整治攻坚方案中列出的四大领域
28 大项、55 个小项攻坚任务中，根据国家秋
冬 季 攻 坚 方 案 要 求 ，调 整 了 重 型 柴 油 车
DPF 安 装 、检 测 两 项 目 内 容 。 截 至 11 月 14
日 ，53 项 任 务 已 基 本 完 成 27 项 ，剩 余 26 项
正在推进。

广西完成制糖业排污许可证核发
90家制糖企业全部申领到新版排污许可证

本报记者昌苗苗 通讯员
李香兰南宁报道 随着最后一
张制糖企业排污 许 可 证 的 生
成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90 家 符
合 核 发 条 件 的 糖 厂 在 2017/
2018 榨 季 开 始 生 产 之 前 全 部
申 领 到 新 版 排 污 许 可 证 ，比
国 家 要 求 的 完 成 时 限 提 前 了
30 天。这标志着广西制糖企
业已进入“持证排污、依证监
管”的新阶段。

今 年 10 月 ，环 境 保 护 部
颁 布 了 制 糖 业 排 污 许 可 证 申
领 与 核 发 技 术 规 范 ，广 西 自
治 区 环 保 厅 马 上 召 开 全 区 排
污许可制推进会，按照“全面
培 训 ，现 场 填 报 ，分 区 指 导 ，
试点先行”的工作思路，筛选
出基础较好的 16 家制糖企业
作 为 首 批 填 报 试 点 ，率 先 指

导 开 展 填 报 工 作 ，并 将 试 点
企 业 经 验 推 行 到 全 区 。 对 技
术 力 量 不 足 的 企 业 ，调 动 全
区 技 术 力 量 集 中 指 导 填 报 。
目 前 广 西 已 提 前 圆 满 完 成 了
环 境 保 护 部 下 达 的 制 糖 行 业
排 污 许 可 管 理 试 点 任 务 ，为
全 区 糖 业 企 业 今 年 顺 利 开 搾
打下了坚实基础。

制糖是广西的支柱产业，
全区甘蔗种植面积和食糖产量
均占全国总产量的 65%以上，
处于国内制糖行业和食糖市场
的主导地位。近年来，广西糖
业不断加快科技创新，深入推
进节能减排，加快调整和优化
产业结构，逐步形成了以蔗渣、
糖蜜和滤泥综合利用为主的循
环经济产业链，成为国内糖业
循环经济的典范。

讲述环保人自己的故事

“凌乱”的办公桌
2017 年 11月 29日 8∶10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文档处

很多鸡汤文都会提到“整洁的桌面提高工作效率”“清爽
的桌面提升个人魅力”诸如此类忠告，也有很多人信奉这样的
说教。所以，照片里的桌面大概会被很多人诟病。

这是一张办公厅文档处的办公桌，也是一张“凌乱”的办
公桌。办公桌上是等待审核或办理的公文，有报党中央、国务
院的上行文，有用记号笔标记的“特急”文，有审核过一遍的文
稿，有标记了疑问有待确定的文稿，有的是部领导刚刚签批
完，需要马上登记分发送到相关司局办理的公文。这些文稿
涉及各业务司局，有的只一页，有的上百页，有的文稿仅支撑
材料就有厚厚的一摞。审稿人的职责就是把好政策关、法律
关、程序关、格式关、文字关。

在这张办公桌的方寸之地上，虽然没有环保一线执法纵
横驰骋，但有的是 20 多个业务司局的业务量，有的是年复一
年的累计重复。小到标点符号、措辞表达，大到框架调整、政
策把握，每一份文件的最终稿都凝聚着审稿人一遍又一遍的
斟酌推敲。

为进一步提高公文质量，2016 年、2017 年连续两年，办公
厅都在部机关中组织开展“公文质量提高年”活动，坚持通报
问题公文、组织开展优秀公文评选、举办公文处理座谈会和问题
公文展览、编印《公文办理常见问题汇编（2016年）》以及研究提出

《上行文件分类办理参考》、探索公文效用后评估等好做法，将这
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抓严、抓常、抓长，落实、落小、落细。

做好一件事不难,难的是经年累月坚持做好同一件事。
“凌乱”的办公桌，是审稿人发扬工匠精神、下绣花功夫的平
台，是落实“严、真、细、实、快”工作要求的缩影。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肖潇供稿

城市占用着全球 2%的土地，却承载着
全球 50%的总人口；创造了 70%的 GDP，但
也排放了 70%的温室气体。

快速城镇化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专
家们表示，这些环境问题不是孤立的，也不
会局限于城市的地理边界。

如何探索有助于城市环境改善的创新
性、系统性解决方案？如何将生态方法及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纳入绿色城市的发展规
划与建设当中？

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2017 年会绿色城镇化与环境质量改善分
论坛上，来自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科研机
构、知名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高级别代表，共同
讨论和分享绿色城市规划与建设经验。

用生态系统思维方式建设城市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速度加快。国家
统计局数据表明，2016 年，中国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为 57.35%，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
阶段。

“工业文明推动的城镇化，实际上是一

个灰色的城镇化，我们要转向绿色的城镇
化，让城镇化从广度转向深度。”国合会委
员、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
长仇保兴认为，城镇化需要转型，由工业化
转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我们需要有一个思维方式的转变。”
国合会副主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施
泰纳认为，当前很多城市“身兼数职”，承担
着贸易中心、消费中心等各种职责。他建
议，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对环境保护和经济
发展统筹考虑。

国合会委员、瑞典原副首相兼气候与
环境大臣罗姆松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我
们要有一个生态系统的思维方式，一个城
市就是一个生态系统，我们也应该有这样
的思维。”

“大概 95%的城市化增长发生在发展
中国家。”国合会委员、荷兰基础设施与水
管理部秘书长李德薇表示，实现绿色的城
镇化，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配合，
正是因为有政策的配合，才能使得污染物
排放在各地有所减少。

城市治理应寻求系统性解决方案

过去不可持续的、没有弹性的城镇化
模式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
损失以及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的退化。

在执行层面，许多问题急需系统性解
决方案。如何更好地与自然和谐相处，将
生态系统方法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融入城
市发展规划，是构建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
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齐晔认
为，新的城市应该是紧凑型的、绿色的、智
能的、低碳的、包容的。推动绿色城镇化需
要更多的沟通和提高透明度。

世界未来委员会循环城市全球牵头人
舒瑞格提出循环再生城市的概念：“城市的
新陈代谢不应是线性的而应是动态的，城
市所吸收的资源，城市居民吸收的资源应
该能够循环再生；在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
虑到城市资源的循环再生。

“城市湿地保护和恢复应该放在城市
规划当中，把城市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或者

研究城市的生态系统的功能，把湿地恢复
作为城市生态修复的基础。”舒瑞格建议。

城市湿地对城市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
义。《湿地公约》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专家、
国家湿地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北
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院长雷光春认
为，一个好的生态系统的服务载体之一就
是湿地。但是目前，城市中湿地越来越少。

据介绍，我国湿地资源的现状不容乐
观，毁湿开垦、蚕食湿地和非正常途径占用
湿地的现象屡禁不止，每年湿地消失的速
度仍然接近 1%。

“由于缺少城市湿地调节，许多城市出
现内涝问题。而自然湿地是无法取代的。”
雷光春建议，立法保护湿地，同时也把湿地
的保护、恢复和城市规划结合在一起。

在城市规划过程中，政府应该是一个什
么角色？国合会委员、印度能源与资源研究
所所长、总理气候变化委员会委员马瑟尔认
为，政府应该是一个协调者。政府不仅要提
供基础设施，还要保证这些设施能够高效节
能。政府除了对城市内部进行规划，还需要
对城市周边包括土地等各领域进行协调。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也要考虑人们的
健康问题。”罗姆松表示，绿色城镇化规划
要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契合，避免城市
成为污染源。

迈向绿色发展新时代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专家学者共谋环境与发展大计

编者按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
合会”）2017 年会近日在北京举行，本届年会主题为

“生态文明在行动：迈向绿色发展新时代”。会议设
立了绿色城镇化与环境质量改善、全球海洋治理与
生态文明、长江大保护与流域治理创新等 7 个主题
论坛。本报今日刊发相关论坛综述，以飨读者。

“在 2030 年之前，全球海洋经济规模
将增长 3 倍，人们应考虑以可持续的方式
促进增长。”在日前举办的中国环境与发
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全球海洋治理与生态
文明”分论坛上，国合会副主席、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索尔海姆在发言时介
绍说。

此次论坛邀请多国政府机构、民间组
织和科研机构的嘉宾围绕全球海洋治理与
生态文明的相关议题进行对话。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人类对海洋资源
的过度利用、污染和破坏正在威胁着海洋
的生态承载力，急需开展基于海洋生态系
统的综合海洋治理，建立一套更加全面、协
调、跨部门合作的综合自然资源管理政策
体系，积极培育绿色、循环、低碳的海洋新
兴产业，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海洋
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应积极推进海洋保护可持
续发展

保护海洋环境与各国未来发展息息相
关，如何减轻船只对海洋的污染，减轻捕鱼
业对海洋的危害，如何提高海洋储备，成为
各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联合国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主席汤
姆 森 建 议 ，各 国 政 府 应 该 取 消 所 有 的 捕
鱼 补 贴 ，进 而 遏 制 过 度 捕 捞 现 状 ，积 极
推进人类和海洋之间的和谐共生和可持
续发展。

国 合 会 委 员 、澳 大 利 亚 环 境 与 能 源
部常务副部长普拉特介绍了澳大利亚政
府 的 海 洋 管 理 经 验 。 他 表 示 ，澳 大 利 亚
管 理 海 洋 的 工 具 是 设 置 海 洋 保 护 区 ，澳
大利亚海洋保护区是全球第二大的海洋
保 护 区 ，大 概 占 澳 大 利 亚 1/3 的 海 域 面
积 。“在 保 护 区 内 ，会 依 据 海 洋 生 物 种 类
的 不 同 ，划 分 成 不 同 的 区 ，并 制 定 不 同
的管理方案。”

在保护海洋环境方面，中国也一直作
出自己的尝试和努力。中国国家海洋局生
态环境保护司副司长霍传林表示，关于海
洋管理，中国国家海洋局提出“三个聚焦”，
第一聚焦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第二聚焦推
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第三聚焦深度参与
国际海洋治理。

“ 我 们 还 没 有 充 分 意 识 到 对 于 海 洋
的使用，其中 一 个 问 题 就 是 如 何 生 产 、
如 何 消 费 。”国 合 会 委 员 ，意 大 利 环
境 、领 土 与 海 洋 部 可 持 续发展、欧盟与

国 际 事 务 司 司 长 拉 卡 梅 拉 表 示 ，世 界 各
国 政 府 很 关 注 增 长 ，但 却 忽 视 了 关 注 长
期质量。

在全球治理海洋环境方面，国合会副
主席、挪威气候与环境大臣赫尔格森建议
借鉴巴黎协定的经验，对不同的挑战制订
不同的目标，对不同的目标采取相应的行
动 ，同 时 达 成 对 海 洋 资 源 保 护 的 共 同 承
诺。“虽然框架并不一定和巴黎协定一模一
样，但是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汤姆森对中国的海洋政策表示了肯
定。他认为，中国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中的重要国家，中国对于海洋保护也做
出 了 非 常 大 的 承 诺 ，并 希 望 能 继 续 贯 彻
执行。

民间可成为连接企业、公众和
政府的桥梁

在保护海洋生态方面，民间力量一直
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参与话题讨论的各方
不约而同地表示，人和技术是保护海洋环
境的关键因素。

国合会委员、美国环保协会总裁戴芮
格指出，全球海洋业长期面临过度捕捞的
危害，保护海洋最关键的是人和技术，而且

人是主要因素。
“不管是出于食品安全，还是从生活的

角度，保护海洋环境，都需要调整人的行
为。”戴芮格说，他们邀请加拿大、墨西哥等
地区的渔民，观看他们的行为对海洋带来
的影响，以期改变他们的行为，并取得了一
定效果。

对此，北京巧女基金会总裁董策认为，
渔民不捕捞就不能生存，单靠教育很难禁
绝过度捕捞行为。“主要还是要让过度捕捞
的渔民有新的生计，并且比他目前收入不
会少。”

除了人这一要素，戴芮格认为还可以
通过技术制止过度捕捞。比如，利用遍布
全球海洋的渔船监测海洋生态的实时环境
变化，确定本区域的计划捕捞量，进而达到
防止过度捕捞的目的。

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
任韩寒表示，政府未来可以借助移动互联
和物联网技术开展监督和管理，这也是全
球海洋将来的治理模式。“技术让我们可以
与海洋进行更好的互动。”

韩寒表示，作为关注渔业可持续发展
的民间组织，希望能够通过连接企业、养殖
户、公众和政府，配合中国的渔业管理改
革。同时希望通过数据驱动中国水产品上
下游行业的蓝色升级，让中国优秀的养殖
技术经验走出国门。

本报记者郭薇 刘晓星 文雯 童克难
邢飞龙 吕望舒鲁昕

以人为本：城镇化急需绿色转型

保护海洋：人与技术是关键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