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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生态环境部日前印发《关

于加快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构建现代化生

态环境监测体系框架，明确现代化监测体

系建设的基本思路、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

保障措施，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监测发展的指

导性文件。

《意见》明确了“两步走”的建设目标：

第一步，未来 5 年，集中力量推进现代化监

测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实施天空地海

一体化监测网络建设工程、监测科技创新

工程、强基层补短板能力提升工程、监测人

才培养工程等“四大工程”，加速生态环境

监测数智化转型，提升生态环境监测整体

能力。第二步，再用 5 年左右时间，到 2035
年，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基本建成，生

态环境监测综合实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寇江泽

科学导报讯 3 月

18 日，从省财政厅获

悉，2023 年我省强化财

政支持保障职能，共下

达 30.63 亿元支持“一

泓清水入黄河”项目建

设。今年，省财政将加

大支持力度，聚焦项目

资金需求，结合事权和

支出责任相匹配原则，

足 额 安 排 省 级 资 金

50.54 亿元，全力保障

“一泓清水入黄河”工

程项目建设。

其中，农业农村领

域安排 7.21 亿元重点

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过合理规划农田布

局，保护自然生态系统

稳定，防治水土流失和

水资源浪费；

水 利 领 域 安 排

16.49 亿元支持防洪能

力提升、河流生态廊道

建设、水土保持治理、

河湖生态修复等重点

工程，改善流域生态环

境助力水质提升；

自然资源领域安

排 7.54 亿元支持临汾

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

态修复、吕梁山西麓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修复国家示范

工程建设，全力支持国

家示范工程持续推进；

生态环境领域安

排 15.79 亿元全额保障

监测体系和检测能力

现代化等省级事权项

目建设，支持市县实施

工业园区中水回用、尾

水水质提升、农村环境

整治重点项目，全方位

助力水污染治理和水

环境保护；

住 建 领 域 安 排

2.91 亿元支持城镇污

水处理设施新建扩容及提质、城镇再生水

利用、城市排水防涝等项目，着力改善城乡

水环境质量；林草领域安排 0.6 亿元支持国

家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建设，助力国家

试点任务顺利推进。

省财政厅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省财

政厅将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做好

“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项目全过程预算绩

效管理；确保到 2025 年，汾河流域基本实

现“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

目标，确保“一泓清水入黄河”。

任志霞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
（2024 年 3 月 6 日）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是以保障生态功能和改

善环境质量为目标，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

控的环境管理制度，是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

化水平的重要举措。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严

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

线，科学指导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对于推动

高质量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具有重要意义。为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经党

中央、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部署，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协

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充分尊重自然规

律和区域差异，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充分

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以高水平保护

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努力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和

环境质量底线，落实自然生态安全责任，推进绿

色低碳发展。

———源头预防，系统保护。健全生态环境源

头预防体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强化多污染

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

———精准科学，依法管控。聚焦区域性、流

域性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精准科学施策，依法依

规建立从问题识别到解决方案的分区分类管控

策略。

———明确责任，协调联动。国家层面做好

顶层设计，地方党委和政府落实主体责任，有

关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建立分工协作工作机

制，提高政策统一性、规则一致性、执行协同

性。

到 2025 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基本建

立，全域覆盖、精准科学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

系初步形成。到 2035 年，体系健全、机制顺畅、

运行高效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全面建立，

为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提供有力支撑。

二、全面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一）制定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深入实

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全面落实《全国国土空间规

划纲要（2021-2035 年）》，制定以落实生态保护

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硬约束为重

点，以生态环境管控单元为基础，以生态环境准

入清单为手段，以信息平台为支撑的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方案。坚持国家指导、省级统筹、市级

落地的原则，分级编制发布本行政区域内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省级、市级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方案由同级政府组织编制，充分做好与国土

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的衔接，报上一级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后发布实施。

（下转 C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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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成功模式，引进运营团队，凭借区位优

势，去年以来，太原西山地区积极探索城乡融合

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新路径，初步形成了具有示

范意义的“太原样本”。

三月天气新，登高放眼望，但见一边是树木

成行的坡岭，景色美好如诗如画；一边是建筑鳞

次栉比，工地建设如火如荼。太原西山地区正在

奏响鼓舞人心的“春之曲”。

首创“二八政策”

建成 22 个城郊森林公园
总面积约 699 平方公里的太原西山地区，

曾是古人“逐水草而居”的乐土，水木丰茂，景色

宜人，元好问曾写下诗句“水上西山如挂屏，郁

郁苍苍三十里”，赞美其壮观景色。

这里是古晋阳文脉所在，依山傍水建成晋

阳古城，从春秋一直兴盛到大唐。拥有晋阳古

城、晋祠、蒙山大佛、多福寺、傅山故里等一大批

历史遗存，国家、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 41
处。由南向北，聚集了天龙山、龙山、太山、蒙山

等名山，可谓是山山有文物、山山有历史、山山

有美景。

这里还富含煤炭、铁矿等资源，是山西省近代

工业的发源地，是能源重化工企业的聚集区，由于

产业偏重、过度采掘、开山取石等超强度开发，生

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形成了约 112 平方公里的

采煤沉陷区、约 10 平方公里的山体破坏面，水体

污染、废物倾倒、地面开裂、植被稀少、地质灾害

等生态问题突出，自我修复能力接近衰竭。

怎么办？实践出题目，改革做文章。

面对西山地区生态治理任务艰巨、缺乏足

够财力解决难题的困境，太原市将西山山水资

源资本化、资产化、要素化，按照“政府主导、市

场运作、公司承载、园区打造”的总体思路，在全

国首创“二八生态治理政策”，即企业完成 80%的

生态修复面积，可以获得 20%的开发用地面积。

政策一出，立即吸引了 17 家国有企业、民营

企业参与西山地区的生态修复工作。在没有财政

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企业累计投资 150 多亿元，

根据不同的地理结构与人文资源，建成了 22 个

不同主题的高标准城郊森林公园，形成“以绿养

山、以绿保水、以绿护城”的生态新格局。

西山地区生态治理模式，成为太原市与深

圳市、桂林市首批获批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

新示范区的重要支撑。“太原市西山地区矿山治

理模式”作为典型案例，编入《中国落实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进程报告（2021）》，并向全国、

全球发布。省政府批准西山地区成为全省首批

省级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

如今，西山地区已经成为“锦绣太原城”天

然生态屏障，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实验区，推进汾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的集中承载地，太原市民休闲度假、

体育健身的首选地。

引入专业团队

借鉴上海“吴房村”经验
太原市在西山地区生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进一步探索如何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去年 3 月，太原市党政代表团赴上海招商引

资，成功引入半导体硅片制造的龙头企业———上

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时，为给沪硅

产业项目提供优质的综合配套服务，太原市发

改委、尖草坪区委负责同志前往上海吴房村实

地考察，成功引进上海市“吴房村乡村全面振兴

共同富裕模式”建设运营团队———上海思尔腾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西山地区全面复制借鉴

“吴房村乡村全面振兴共同富裕模式”。

上海“吴房村”位于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

作为上海市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典范，其成功

经验对于太原西山地区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上海思尔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入驻太原西

山地区后，迅速展开调研，全面复制借鉴上海市

“吴房村乡村全面振兴共同富裕模式”，将沪硅

产业、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等多元产业融合发

展，构建起大平台整合、大资本运作、大产业发

展、大品牌引领、大金融支撑的整体发展格局。

项目总体规划为“一带一廊三片区多核

心”，“一带”指沪硅产业产城乡融合发展带（山

上山下融合发展）。“一廊”指汾河绿脉文旅产业

走廊（汾河二库、老龙头公园、汾河四期）。“三片

区”指沪硅产业动能策源区（中北高新区上兰片

区）、现代农业创新示范区（柴村街道、向阳片

区）、西山乡村振兴示范区（马头水村、六合村、

多福村）。“多核心”指围绕各片区业态布局，形

成科创硅谷、产业智造、北现代农业产业园、南农

旅融合农业园、马头水山乡青创、横岭山林宿集、

石槽休闲活力、汾河二库水上游乐、汾河老龙头

公园、汾河雁丘文化公园等重点产业核心项目。

目前，项目进展顺利，预计今年秋季马头水

村、汾河二库、北石槽村、南石槽村、横岭村等部

分重点区域将进入试运营。2025 年 5 月全面投

入运营。由此，太原西山地区将打造成“太原西

山地区生态治理升级版”，打造成“上海市吴房

村乡村全面振兴共同富裕模式升级版”，将绿水

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带动村民实现共同

富裕。

探索城乡融合

与乡村全面振兴新路径
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的原则，依托西

山地区的独特资源，借鉴上海“吴房村模式”，积

极探索城乡融合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新路径，初

步形成了具有示范意义的“太原样本”。

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太原成立了由市级

领导挂帅的工作专班，建立了高位推进、协同作

战、动态调整等常态化工作机制。通过明确职

责、压实责任、优化流程等措施，形成了高效的

工作闭环。引入专业团队，强化了项目的运营与

管理，运用先进理念和技术，为项目建设运营提

供了坚实保障。

在资金筹措方面，创新设立乡村振兴基金、

引入社会投资等方式，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

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时，建立专项债一体化托

管运营机制，有效解决了债务偿还难题。通过建

立规范的土地流转机制和放大农村集体统筹功

能等措施，有效激活乡村存量土地资源。优化项

目布局和土地利用方式，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

为项目的落地实施提供了有力的土地保障。

为确保项目持续运营和发挥效益，制定了

科学的运营方案和创新的收益模式。通过引入

专业管理团队和数字化管理平台，提高运营效

率和管理水平。同时，探索租金、股金、薪金“三

金”收益模式，确保村民能够持续受益并实现共

同富裕的目标。 范珉菲 姚兰 张元欣

引入上海思尔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复制借鉴吴房村乡村全面振兴共同富裕模式———

太原打造西山地区生态治理升级版
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
生态环境监测体系

春到并州，生机勃勃。太原汾河景区，
红嘴鸥在空中盘旋翱翔，前来游玩、拍照的
市民兴致盎然，铺展开一幅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美丽画卷。 姻 李兆民摄

赏春

科学导报讯 从水利部南水北调工程

管理司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截至 3 月 18 日 14 时，南水北调东、中

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 700 亿立方米（含生

态补水超 108 亿立方米），其中中线调水

625.93 亿立方米，东线调水 67.77 亿立方

米，东线北延应急供水工程调水 6.30 亿立

方米，受益人口超 1.76 亿。 王浩

南水北调工程累计调
水突破 700 亿立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