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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效率效果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隋萌 李恒松

科学导报讯 记者范琛 8 月 6 日，省

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近期省委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以下简

称《实施意见》）进行政策深度解读，该《实

施意见》 明确规定了我省 3 方面重点任

务：强化源头预防、完善全域覆盖分区管

控体系；支持绿色转型、助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精准科学施策，提升生态环境

治理现代化水平等。

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列为生态文明体制基础性制度。其核

心要义涉及两方面，一方面是在生态、大

气、水等各个生态环境要素管理分区的基

础上，以生态保护红线为基础，把该保护

的区域划出来，确定生态环境优先保护单

元；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压力大、资源能

源消耗强度高、污染物排放集中、环境风

险高的区域为主体，把发展同保护矛盾突

出的区域识别出来，确定生态环境重点管

控单元；生态环境优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

控单元以外的其他区域实施一般管控。另

一方面是系统集成现有生态环境管理规

定，从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

境风险防控、资源利用效率等四个维度编

制差异化管控清单，形成“一张图”“一清

单”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

分区管控旨在通过“划界线、定边

框、设清单”，建立“绿色标尺”，进行差异

化精准管控，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效

率效果，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

的提升。

《实施意见》总体要求为：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严守生态保护

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强

化生态环境源头预防，差异化精准科学

施策，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实验区

建设，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丽山西。到 2025 年，全域覆盖、精准科学

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初步形成，生

态环境源头预防体系进一步健全。到

2035 年，高效完备、精准科学、运行顺畅

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全面建立，为

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山西目标基本

实现提供有力支撑。

延河泉域：

《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举行

8 月 6 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

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张继平、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马双喜、省自然资源

厅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潘俊刚参加发布

会，并深入解读了《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的实施意见》。

分区管控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

绿色与低碳都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鲜明特征，目前，我省生态环境已经取得

了阶段性的成果。

近年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以生态环

境管控单元为基础，以生态环境准入清

单为手段，有效遏制了“两高一低”项目，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同时，省生

态环境厅还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战略，制定出了《山西省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总体管控要求》，优

化黄河沿岸资源能源开发布局，切实加

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整体性保护和系统

性治理。

不仅如此，省生态环境厅还将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纳入“两高”项目环评审批，从

产业政策、项目选址、区域污染物削减等

方面严格把关，倒逼企业优化布局、提标

改造、转型升级，衔接生态环境准入清

单，支持煤炭、电力、钢铁等传统产业集

群升级改造，引导传统产业向环境容量

大、市场保障条件好的地区科学布局、有

序转移。

此外，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加强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在生态、大气、水等要

素污染治理中的应用，精准科学施策，实

施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实施分单元差异

化保护修复策略，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

稳定性、持续性，维护生态安全格局。并借

助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空间及政策集成

优势，服务项目科学选址选线，规避投资

风险，激发经营主体发展活力。

据了解，我省共划定 1599 个环境管

控单元，其中优先保护单元 840 个，面积

为 5.3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为

33.81%；重点管控单元 646 个，面积达到

了 3.5 万平方公里，占比 22.33%；一般管

控单元 113 个，面积 6.87 万平方公里，占

比 43.86%。

绿色转型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绿色转型是全面解决资源环境生态

问题的基础之策，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坚

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大力推

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能源革命综合改革

试点、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等工作，绿色转

型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

产业转型发展不仅扎实推进，还坚

决遏制了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

目发展，严控钢铁、焦化、水泥、有色等

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准入，推动传统行业

通过上大压小、产能置换等方式进行优

化升级。

省发展改革委印发实施加快低空经

济发展和通航示范省建设 21 条，加快提

高通航研发制造水平，引进一批光伏产业

链的国内龙头企业等。同时，大力推进能

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扎实推动煤矿智能

化建设，大力支持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

产，让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全面加强。

此外，省发展改革委坚决落实水资源

消耗总量和强度控制管理，有序推进非常

规水源开发利用，抓住推动绿色转型的关

键环节，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推动美丽山西建

设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国土规划与生态环境紧密相连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与国土空间规划

关系密切，国土空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载体，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均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重

要手段。

2023 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山西省国

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

《规划》），《规划》是我省空间发展的指南、

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

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国土空间规划主要是优化农业、生

态、城镇等功能空间，整体谋划国土空

间开发保护新格局；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划定生态环境管控单元，落实生态环境

保护红线底线要求，制定生态环境准入

清单。

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主

要强化空间分区管理，实施系统治理、综

合治理以及源头治理等。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聚焦空间上生态环境质量、污染物

排放等环境行为的分区管理，二者协同

发力，有利形成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的空间格局等。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还主要围绕区域

流域环境质量改善和生态功能提升目标，

针对影响生态和排放污染的行为，进行预

防性和控制性管控，把该保护的区域科学

地划出来，守牢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把发

展同保护矛盾突出的区域识别出来，守住

生态环境质量底线，从而实现对各类开发

保护建设行为的规范和引导。

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推动生态高质量发展
———解读《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

姻 科学导报记者 范琛

巍巍太行，古韵晋城。站在桥上观看沁河，

这座山西晋城市境内第一大河、黄河的一级支

流在阳光的映射下波光粼粼。沁河，晋城的“母

亲河”，唱着欢歌一路走来，在东冶镇马山村东

面的香炉峰下接纳了一股奇特的泉水———延河

泉，泉水清澈见底，两岸植被茂密，宛如一颗璀

璨的明珠，镶嵌在太行山南端，以自己独特的优

势造福阳城百姓。

上古名泉万年流淌

延河泉古称“百眼泉”，是山西省沁河流域

内流量最大的岩溶泉，由延河泉组、夏河泉组、

霍泽河口泉组组成。泉域处于太行山南段，属

构造剥蚀山区，基岩裸露，沟壑纵横，河谷坡降

大，全区四周高、中间低，向沁河河谷倾斜。根

据记载，延河泉形成距今约有 200 万年历史。

据清朝《阳城县志》中记载：此泉“温泉百眼争

出，亿万明珠喷散。睡眠严冬草藻，茭芹竟川含

绿”。

站在泉口的栅栏旁边，看着泉水自山脚下

一石洞喷涌而出，清澈见底，和周围的山水融

为一体，清洌的泉水一年四季流淌不断，咕嘟

咕嘟冒着水泡，单凭肉眼很难看出它平静的外

表下，水流量却达到每天约 31 万吨。阳城县北

留镇兴润供水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

没有受到采矿等外界因素影响，延河泉水流一

直很稳定，大旱数月不见其减，阴雨连绵不觉

其添。”

清澈的泉水从岩石缝隙中一刻不停地涌

流而出，汇成 5m3/s 的水流加入沁河，流入黄

河，奔向大海，源远流长。泉水出口处以外形成

数百平方米的小小人工湖泊，通体透亮，晶莹

泛光，深度 3 至 5 米不等，水底一块碎石或是

一抔沙砾，四时历历在目，清晰可见。即使阴霾

天气也能一览无余。站在人工湖泊边上看过

去，蓝天白云，奇草异木，嶙峋

怪石，万千景物，倒映其中，微

微晃动，柔情万种。湖内奇形怪

状的水草在碧水拥扶下摇晃不

止，似要倒下，却又坚固异常，

年复一年。这里到沁河几百米

的距离，泉水缓缓流淌，无声无

息，出奇地静，置身湖边，觉得五脏六腑都神清

气爽。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延河泉水冬暖夏凉。原

来，泉水是地下水汇集起来，靠压力自行流出

的，水在地下流动，不受地面气温的影响，它

总是像春秋天一样的温暖，而空气的温度，在

冬天和夏天却有很大的变化。因此在地下水

位压力的作用下，山泉便以自身基本恒定的

温度源源不断地流到地面上，不受季节、气温

的影响。

不夷不惠泽被古今

延河泉作为山西第一大泉，泉水流量稳

定，水质良好，不仅承担着晋城和阳城供暖所

需要的资源，还为全国作第一个“西电东送”

示范工程的阳城电厂提供着充足的水源。阳

城电厂设计者们独具慧眼，经水利部专家多

年考察，将其定为阳城电厂的水资源供应地，

在泉水旁建起了规模宏大的提水工程，两排

粗大的管道并列穿越沁河底部，翻山越岭将

水引至北留，强大的电流通过空中走廊南下

江浙地区。

走进位于阳城县北留镇的阳城电厂，繁忙

的生产景象展现着山西省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

力。该电厂总装机容量 427 万千瓦，其中火电

330 万千瓦、新能源 97 万千瓦，是我省最大的

发电企业。为缓解经济高速发展的江苏省用电

紧张局面、带动山西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

作用，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从“用”到“赏”，延河泉不仅为晋城百姓提

供了生活保障，也为晋城带来独特的魅力，让来

此游玩的人们流连忘返。杜河水电站大坝是沁

河第一坝。闻名遐迩的九女仙湖旅游区位于阳

城县东部太行山沁河峡谷中，东距晋城市 30 公

里，西距阳城县 20 公里，是由杜河电站蓄水而

形成的高峡平湖，湖面长 10 余公里，湖宽 100~
500 余米不等，总面积 13 平方公里，是晋城市

重要的自然风光旅游景区之一。杜河电站建成

以后，沁河回水直达延河泉以上河槽，形成巨大

的九女仙湖景区。 （下转 C2 版）

万年名泉润古今 治水兴水谱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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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数据，今年 1~6
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36”城市 PM2.5 平均浓

度、O3 平均浓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平均

优良天数比例为 57.7%，同比下降 1.3 个百分

点。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方面是气象条件不

利，尤其入夏以来的高温高湿天气增多，扩散

条件变差，导致 PM2.5 浓度反弹；另一方面，也与

一些地方的精准防控工作执行不力有关，导致

VOCs和 NOx 污染物排放有所抬头，轻度以上

污染天数增多。

推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是“十四五”大气

污染防治攻坚必须完成的目标任务。面对当前

存在的问题，各地应冷静思考本地在污染物管

控上存在的问题，寻找化解问题的治本之策。从

多地调研发现的问题看，要确保空气质量持续

改善，迫切需要破解现实存在的“五不能”问题。

不能等排名变差了再加大攻坚工作力度。

大气污染防治是一项持续性的工作，年度攻坚

方案确定了、措施商定了，就要一鼓作气地抓

下去，绝不能忽冷忽热、抓一阵放一阵，更不能

等污染加重了、排名变差了、问责临头了，才去

真抓实干。

不能等上级通报了再抓问题整改。近年

来，各地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上的部门责任更

加明确。但现实中，市县两级因“副职协调副职”

“部门协调部门”等原因，导致一些地方在工作

衔接上存在“张不开嘴”“不愿揭短”“不真讲评”

等问题，致使牵头部门的工作难以顺畅开展，很

多现实存在的污染问题难以在本级解决。

不能等结果出来了再后悔有措施无落实。

问题精准、时间精准、区位精准、对象精准、措

施精准，是多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成功经

验。今年以来，多地分析空气质量出现波动的

原因，精准管控不到位是重要的一个方面。但

在实际工作中，多数城市精准分析污染问题、

污染时间、污染区位、污染对象都十分到位，制定的措施

也很多，但在最后的落实环节出了问题。也正是因为这最

后一步的工作没有做到位，导致在不利气象条件下，气态

污染物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进而影响了空气质量。

不能等把小病养大了再动干戈。近年来，中央生态环

保督察先后多次通报了在地方发现的大气污染防治重点

问题。生态环境部领导采用“四不两直”工作法，深入一

线，也先后发现和纠正了大量问题。监测数据造假、传统

产业园区 VOCs 和 NOx 污染治理不到位、大宗货车尾气

排放治理不到位、企业环保管理人员技术能力不足等问

题，之所以长期存在并成为影响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重

点问题，并不是问题的初始就很严重，而是经历了由小变

大、由少变多、由轻变重过程的。一些地方在发现类似问

题后没有做到早防范、早打、早治，使得区域间、企业间相

互效仿，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因此，各地面对影响和制约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问题，必须坚持早防、早治的决心，

形成联手协同、抓小防大的工作机制。

不能把恶性炒作当成工作导向。历经十多年的艰苦

奋战，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实现了根本好转，人民

群众的满意度也日益升高。但伴随大气环境逐渐向好，社

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好了伤疤忘了疼”的现象。大气污染

治理不同区域、不同城市、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和规

律，但守正创新、因地制宜、科学防控永远是推进大气污

染防治的必由之路。只有坚定信心、不动摇、不松懈，才能

确保持续改善之路走好走实。 李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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