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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越来越多，河流重新贯通入海，生态系统质量明显提高

北京生态“奇迹”成为“北京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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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清泉

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奇迹”“最快
的冰”“张北的风点亮北京的灯”等一个个
北京生态故事飞出京城，火到国际圈。

日前，记者来到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了解到这些生态美景都与“多元共治的现
代环境治理体系”密切相关，在多元共治
推 动 下 ，“北 京 奇 迹 ”正 在 成 为“北 京 名
片”。

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坚持
系统整体推进

记者来到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时，恰逢
年度局系统处级干部依法行政培训班举
办。此次培训大会正是用党的二十大精
神与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统领顶
层谋划部署的一次具体行动。

北 京 市 生 态 文 明 委 办 公 室 秘 书 处
处 长 张 峰 介 绍 说 ，自 2018 年 底 市 生 态
文明委成立以来，先后出台了生态文明
建 设 目 标 评 价 考 核 、河 湖 长 制 、排 污 许
可、生态保护红线等法规制度。同时将
制 度 下 延 ，与“ 接 诉 即 办 ”等 基 层 治 理
平 台 协 同 发 力 ，确 保 制 度 全 覆 盖 。 从

“ 以 GDP 论 英 雄 ”到“ 促 进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从 顶 层 和 源 头 压 紧 压 实 了 自
然资源管理责任。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法规与标准处处
长白文杰说，在北京市实现生态环境整体
改善过程中，生态环境标准是重要的“幕
后功臣”。目前，北京已经建立了由“两个
层次、九个重点领域”构成的生态环境标
准新体系，涵盖现行有效的地方生态环境
标准 111项。

“环保警察”为生态环境保护法规政
策及标准的落实提供了有力保证。特别
是 2020 年成立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执法总队，全面加强了执法队伍建设。采
用“督察”“点穴执法”“科技+执法”“执
法+服务”“一证式排污许可”等方式方
法，10 年来共移送适用行政拘留案件和

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450余起。
“多元共治的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不仅体现在外在的治理方式方法与治
理对象的统筹融合上，更体现在思想、决
策、毅力、精神等内在动力与现代科技赋
能的结合上。

2014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
察时指出，要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应
对雾霾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首要任务是
控制 PM2.5。

此后，北京大规模地展开煤改电、煤
改气、调结构、清煤降氮，以“一微克”精
神、“一微克”作风、“一微克”干劲，“一微
克”“一微克”地抠，用大气污染治理成果
回应“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
也是幸福”社会关切。建起“天空地”一体
化空气质量监测网，搭建全国首个重型车
在线监控平台，创新 VOCs和道路尘负荷
走航监测，运用“天上看、地上巡、数据联、
电量核”等科技手段精准治污。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
添在局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会议上介绍，“冬奥蓝”“一微克蓝”成为
媒体和公众热议的高频话题，受到一致好
评。北京大气治理成效受到国际社会的
关注和认可，被誉为“北京奇迹”，并纳入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实 践 案 例 ”在 全 球
推广。

坚持“三水”统筹、“三地”
共管，实施生态扩容工程

近年来，北京市在打好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同时，“三水”统筹、“三地”共管、

“ 双 碳 ”达 标 一 体 化 推 进 ，均 取 得 明 显
成效。

全市水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100
个市级考核断面年均值连续两年无劣Ⅴ
类水体，国考断面优Ⅲ比例达 75.7％，全
市 216 个问题排口全部完成清理整治、提
前 3 年完成国家要求。“新凤河生态修复
实践”入选生态环境部典型工程案例。密
云水库蓄水量持续增加，市域内五大河流

26 年来重现“流动的河”并贯通入海，京
杭大运河京冀段 62 公里 2022 年实现全线
通航，带火了水岸经济。

2016 年在全国率先实施农用地、建
设用地、未利用地“三地”管理。2022 年
出台《北京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同时，
探索了一条“用生态的办法解决生态问
题”的土壤生态治理之路，原东方化工厂
变身“城市绿肺”，首钢老工业区转型奥运
场地，在全国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

自 2013 年北京在全国首批试点碳排
放权交易以来，各类碳排放权产品累计成
交约 1 亿吨，成交额超过 35 亿元。2022
年，全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
量同比下降 3％以上，继续保持全国省级
地 区 最 优 水 平 ，第 三 产 业 占 比 稳 定 在
80％以上。冬奥会期间，通过低碳场馆、
低碳能源、低碳交通等多项措施，实现碳
中和，全部竞赛场馆实现 100％绿色电力
供应。日前，全国首个氢能碳减排交易项
目 落 地 北 京 大 兴 ，预 计 年 碳 减 排 量 2.4
万吨。

此外，积极推进实施生态扩容工程。
近 年 来 ，北 京 累 计 实 施 矿 山 修 复 面 积
335.62 公顷；全市森林覆盖率从解放初的
1.3％提升到 44.6％；建立 6 个国家湿地自
然保护区、3 个国家级湿地公园；全市 7 个
区获国家生态文明创建荣誉，5 个全域生
态涵养区均获得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双称号”。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保护处
处长曹志萍介绍，近五年，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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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北京市自然岸线保有率达
69.5％。永定河、潮白河、温榆河等重要
河流自然岸线保有率连续两年稳定保持
在 75％以上。阶段性调查实地记录各类
物种 3560 种。五大水系主要干支流、重
点 湖 泊 和 大 中 型 水 库 监 测 到 浮 游 植 物
130 种、浮游动物 213 种、大型底栖无脊椎

动物 250 种、鱼类 39 种。河湖生态逐步复
苏，黑鳍鳈、水毛茛等清洁指示水生动植
物从山区扩展到平原河流。

京津冀共建共治共享，积
极推动公众参与

近年来，京津冀三地先后签订实施京
津冀环境保护率先突破合作框架协议、生
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合作框架协议，以大
气污染防治为重点领域，推动区域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签订实施两轮密云水
库上游潮白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协议，上
游“三区两市”建成保水共同体；建立白洋
淀流域跨省（市）界合作机制，支持雄安新
区生态环境建设。携手兑现“碳中和”的
冬奥承诺，“张北的风点亮北京的灯”，绿
色“双奥之城”成为北京一张新名片。共
同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北京的鸟类十
年间增加了 80 多种，北京雨燕从过去不
到 3000 只已恢复到近万只。天津市观测
记录的鸟类达到 452 种，每年有超百万只
候鸟迁徙过境。河北白洋淀野生鸟类增
加到 248 种，极危物种青头潜鸭已在白洋
淀“安家落户”。

随着生态环境保护科普知识的广泛
深入宣传，“共建共治共享美丽北京”理念
不断深入人心。

近年来，共有 1000 万人（次）通过线
上线下参与生态环境文化周、“Ⅴ蓝北京”

“3510 绿色出行，低碳生活”等百余场活
动。政府主导、企业自律、公众参与的全
民行动格局进一步形成。

为在国内国际双平台讲好绿色北京
故事，打造了北京国际大都市清洁空气与
气候行动论坛品牌，联合国环境署分别于
2009、2016、2019 年三次发布专项评估报
告，评估总结并在全球推介大气治理成效

“北京奇迹”。
在通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道 路 上 ，“北 京 奇 迹 ”正 在 成 为“北 京 名
片”，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将被更多国内外
人士熟知。

◆蒋朝晖

今年以来，云南省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采取多种举措切实压实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工作责任，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集中力量打好 10
个标志性战役，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方面，坚持“以日保
月，以月保年”工作思路，组织开展 2023 年春
夏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加强细颗
粒物（PM2.5）和臭氧（O3）协同控制，强化多污
染物协同减排，提升污染天气应对全过程科
技支撑水平，对不同州（市）实施差异化管
控。着力开展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加快淘汰
国三排放柴油货车，加强机动车检验和黑烟
车遥感监测，今年 1 月—6 月，全省共注销淘
汰 28451 辆 国 三 排 放 柴 油 货 车 ，同 比 增 加
48.4%。持续开展建筑施工工地和城市道路
扬尘污染治理“百日行动”，检查建筑工地
2089 个、建筑工地扬尘污染 3298 起，扬尘污
染问题举报数量明显下降。今年 5 月，保山
市被国务院办公厅表彰为全国“环境治理工
程项目推进快，重点区域大气、重点流域水环
境质量改善明显”的 9 个地区之一，被生态环
境部作为 2022 年度生态环境领域真抓实干
成效明显地方典型经验做法予以通报表扬。

全力打好碧水保卫战方面，组织召开全
省水环境质量提升工作现场推进会，充分运
用汇报约谈、水质通报、工作督办、公开曝光

“四项制度”，全力推动劣Ⅴ类水体“清零”集
中攻坚。坚持“退、减、调、治、管”多措并举，
深入打好“湖泊革命”攻坚战，组建抚仙湖等
高原湖泊部省联合工作组。严格落实长江

“十年禁渔”和水资源管理与优化配置，开展
工业园区污染治理、“三磷”行业整治、入河排
污口排查整治等专项行动。加强珠江流域水
生态系统修复，强化珠江流域总磷超标治理，
协同推进磷石膏综合利用。系统推进赤水河
流域保护治理和高质量发展，赤水河水质连
续稳定保持在Ⅱ类以上。大力开展城市黑臭
水体整治行动。严格落实城镇生活污水垃圾
治理三年行动方案，开工新建及改扩建城市
污水处理厂 16 座，完成排水管网新建改造
1232.2 公里，12 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投产
运行。

监测数据表明，今年 1 月—6 月，云南省
纳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断面Ⅰ—Ⅲ类水体比
例为 92.6%、同比提高 4.5 个百分点，劣Ⅴ类
水体比例为 1.0%，同比下降 1.0 个百分点；全
省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 100%达标。泸沽湖水质Ⅰ
类，洱海、抚仙湖、阳宗海水质Ⅱ类，水质优；滇池草海、滇池外海、程海

（不含氟化物）水质Ⅳ类，水质轻度污染；与上年同期相比，阳宗海水质
由Ⅲ类好转为Ⅱ类，滇池外海水质由Ⅴ类好转为Ⅳ类。

在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方面，深入开展农用地涉镉等重金属污染
防治，多措并举落实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风险管控措施，稳步推进

“无废城市”建设和新污染物治理。积极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开展
三年攻坚行动，总结提炼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牟定模式”，推广农村污水
资源化利用，探索建立运行管理长效机制，今年 1 月—6 月，累计完成
5570 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治理率达 42%，比 2020 年的 27.03%提升
14.97%。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推广绿色技术，带动化肥农药减
量增效，加强畜禽养殖管理和粪污处置，持续推进水产健康养殖和农业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本报讯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
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
态功能区，也是三北地区重要的
生态防线。近年来，内蒙古持续
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全力筑牢我
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据介绍，内蒙古编制完成了
《内蒙古自治区国土空间生态修
复 规 划（2021—2035 年）》《关 于
进一步做好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
护修复工作的实施意见》《内蒙古
自治区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23—2025 年）》，
从长期总规总纲到近期重点专
项，从生态修复任务布局重点到
优化投入机制模式，以规划制度
统领所有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在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
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方
面，内蒙古认真组织实施乌梁素
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试点工程和科尔沁草原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
程，积极申报并组织实施黄河重
点生态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

修复示范工程和北方防沙带—黄
河重点生态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
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全面助力打
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和科尔
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

立足矿业大区工作实际，全
面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生产
矿山方面 ，2022 年全区新增矿山
生态修复土地面积 296.27 平方公
里，年度新增治理面积大于年度
新增采矿损毁土地面积，实现矿
山生态修复动态平衡。历史遗留
废弃矿山治理方面，2021 年以来
安排 23 个自治区资金项目，治理
历 史 图 斑 面 积 21.37 平 方 公 里 。
目前，全区已完成历史遗留矿山
图斑变更核查，并建立图斑销号
台账，全区历史遗留矿山未治理
图斑数据库中，已完成治理修复
图斑 208 个、治理图斑面积 19.45
平方公里。同时，部署安排了历
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18 个 ，已 下 达 年 度 资 金 1.02 亿
元，并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
参与生态保护修复。 李俊伟

全力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内蒙古多措并举持续推进生态保护修复

本报记者高岗栓太原报
道 山西省太原市委副书记、市
长张新伟近日赴侯村生活垃圾
填埋场和杨兴河调研督导生态
环境治理工作。

侯村生活垃圾填埋场是太
原市生活垃圾处置的应急兜底
保障设施。张新伟来到该填埋
场新建飞灰填埋区及封场工程
现场，认真了解设施设备运行，
详细询问生活垃圾填埋、焚烧
发电、末端处理等情况，强调要
优化管理，提升效率，更好保障
生活垃圾处置工作正常运转。
同时，要严格落实国家要求，规
范操作程序，加强巡查监管，坚
决杜绝污染事件发生。

杨兴河是汾河太原段的一

条重要支流。张新伟沿河察看
水量水质、湿地建设、环境整治
等情况，强调要加快推进综合
治理工程建设，持续改善水环
境质量，确保从根本上稳定实
现“一泓清水入黄河”。

张 新 伟 在 调 研 督 导 中 强
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
省政府部署要求，紧盯 2025 年
汾河流域国考断面稳定达到Ⅲ
类及以上水质的目标，严格落
实河湖长制，坚持治污、调水、
清淤、增湿、绿岸一体实施，以
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成效回应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本报记者李明哲哈尔滨报
道 近日，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
党组书记、厅长刘伟率队赴华
电能源哈尔滨第三发电厂、龙
江环保集团，现场检查汛期环
保 设 施 安 全 管 理 工 作 。 他 强
调，要以更高政治站位、更强责
任担当、更严格管理机制、更实
工作举措抓好环保设施安全管
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突发
环境事件。

刘伟先后来到华电能源哈
尔滨第三发电厂 600MW 机组
控制室和脱硫处理现场，听取
企业环保工作开展、主要污染
物 排 放 及 治 理 等 情 况 。 他 强
调，企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安
全发展理念，聚焦粉尘处理、脱
硫脱硝处理、污水处理等重点
环保设备设施安全管理，确保
安全运行、稳定运行。在龙江
环保集团大数据生产调度指挥
中心，刘伟现场调度太平、文昌
等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听取
智慧水务建设情况介绍。他强
调，要压实企业责任，推动企业
主要负责人严格履行第一责任

人责任，把环保设施安全落实
到生产经营全过程各方面。

刘伟指出，各地各部门要
树立“大安全”理念，自觉把安
全发展贯穿到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的各领域和全过程。企业要
建立环保设施台账和维护管理
制度，对环保设施操作、危险作
业等相关岗位人员开展专项安
全培训教育。各地要督促企业
依法依规开展环保设施安全风
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对企业重点环保设备设施未验
收投入生产和使用等违法违规
行为严肃处理。

刘伟强调，要高度重视极
端天气条件可能次生的环境污
染风险事故。要加强与气象、
水利、应急管理等部门联动，及
时沟通气象、地质灾害、山洪洪
涝灾害等各类预警信息，督促
企业做好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及
突发环境事件处置准备工作，
要加强汛期应急值守工作，确
保 24 小 时 信 息 渠 道 畅 通 ，预
报、预测、预演、预案“四预”工
作准备充分。

太原市市长张新伟调研督导时强调

稳定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

黑龙江省厅厅长刘伟现场检查时强调

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

安徽省绩溪县大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深入开展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目前，全县 75 个中心村污水处理设施实现全覆盖，人口
覆盖率达 75%，处理后的水质达到一级 A 标准。图为绩溪县荆州乡上
胡家村污水处理终端。 周明助摄

上接一版

在宁波，就有这样一辆搭
建民意诉求的环保信访“直通
车”，为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赋能
增效。

据介绍，奉化宁波竹韵家
居用品有限公司噪声、废气扰
民信访问题，多次投诉未得到
有效化解，群众不满意。经环
保信访“直通车”挂牌督办后，
该信访件被推送到奉化区委、
区政府，引起相关领导的高度
重视。区分管领导在了解基本
信息后，专门召集区生态环境
分局、区资规分局、区经信局、
江口街道、宁南管委会等部门
研 究 ，确 定 该 企 业 限 期 搬 迁 。
同时，宁波市生态环境局奉化
分局为化解该信访积案，还召
开了环境问题“老娘舅”沟通座
谈会，邀请宁波竹韵家居用品
有限公司负责人、附近小区居
民代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等参加。最后，企业根据居民
代表的意见，邀请宁波市环科
院专家制定了整改方案。改造
后，未再接到过居民的投诉，纠
纷得到有效化解，企业也有了
进一步发展空间，实现了生态
环 境 保 护 和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双
赢。

“宁波市生态环境局联合
市信访局创设了环保信访‘直
通车’机制，采取‘一份日报、一
个群，每日领办、每日督’模式，
对信访办理结果回访不满意或
仍未解决的，通过周报推送至

‘市生态环境信访直通车工作
群’，由县（市、区）政府分管领
导和部门主要领导视情提级督
办；仍未解决的，则在月（季）报
中予以通报，提交市级层面重
点解决。”宁波市生态环境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该机制通过区
域精准推送，得到所在区域政
府领导高度重视，主动认领督
办，形成多层级、多部门高效协

同解决问题的闭环机制。
在省级层面，浙江印发《浙

江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信访
工作管理办法（试行）》，进一步
理顺省级环境执法队伍体制调
整后的信访工作机制，推动全
厅业务部门共同参与生态环境
信访投诉举报咨询办理工作，
并将落实生态环境部门领导责
任和建立环境信访内导机制作
为市生态环境局目标责任书考
核重点。

此外，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与浙江省信访局正积极沟通会
商建立突出生态环境信访问题
交办督办联动机制，以解决群
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信访问
题为目标，按照“信息互通、数
据共享、双向推送、分级督办、
协调联动”工作原则，深入完善
突出生态环境信访问题发现、
研 判 、督 办 、解 决 闭 环 管 理 机
制，推动全省生态环境信访工
作走深走实。

浙江创新信访机制护航绿水青山

近年来，江豚频现鄱阳湖湖口鞋山水域。今年入伏以来，江西省湖口县调整巡护时间，结合远程监控系
统，每天分三队巡护长江、鄱阳湖湖口水域，全力守护江豚安全。图为湖口县江豚协助巡护队在鄱阳湖鞋山
屏峰水域巡护。 沈银星 沈海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