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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科学导报讯 在 11 月 6 日开幕的 2024
东亚海大会暨厦门国际海洋周上，我国首次

以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公报的形式，发布陆海

一体的自然生态基本国情和国家生态保护修

复工作成效。

《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公报 2024》共 4.7 万

余字，包括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实践、国家生态

保护修复制度、国土空间自然生态评价、国土

空间生态保护修复行动、绿色地球中国贡献

等内容。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司

长王磊说，首次以公报形式全面反映生态保

护修复工作，目的是集成发布我国陆海一体

的自然生态基本国情，总结反映国家生态保

护修复工作成效，充分展示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取得的重要成就，全面体现生态保护修复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中的重

要作用。

公报指出，通过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我国国土空间生态保

护修复逐步由单一要素向系统治理、由工程

措施为主向自然恢复为主、由末端治理向全

链条管理、由依靠财政向多元化投入的“四个

转变”，从山顶到海洋、从高原到平原、从国家

到地方的生态保护修复“蓝图”基本形成。

公报介绍了我国“真金白银”实施生态

修复重大行动的情况，52 个“中国山水工

程”累计下达中央财政资金 836 亿元，完成

修复治理面积超过 6.7 万平方千米；支持

“蓝色海湾”整治行动等重大项目 175 个，累

计下达中央财政资金 252.6 亿元，全国整治

修复海岸线约 1680 千米、滨海湿地约 500
平方千米。

根据公报，我国生态保护修复的未来愿

景包括守住自然生态安全底线，稳固国家生

态安全屏障，推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重要

生态廊道保护建设，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

制度，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自我更新的

空间。到 2035 年，全国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保

持在 315 万平方千米以上，自然保护地陆域

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 18%，国家

公园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格局更加稳定，

全国典型生态系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

物及其栖息地得到全面保护。

王立彬 庞梦霞

科学导报讯 11 月 7 日，从省测绘地理信息院获

悉，《山西省黄河流域地图集》近日通过验收。

《山西省黄河流域地图集》由省测绘院联合省内

外有关政府部门、多家大专院校和单位，组织数十位

专家学者历时两年共同编制完成，全面、直观地反映

了我省黄河流域的自然地理与人文信息，系统展示

了全省在推动黄河流域资源开发、环境治理、经济建

设、社会发展、文化强省等方面的发展战略与成就，

是一部集科学性、系统性、专业性、权威性、严谨性、

艺术性于一体的省级综合地图集。 张丽媛 高淑虹

《山西省黄河流域地图集》

顺利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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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

将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在全面推

进美丽中国建设新形势下，这部法律“绿

色元素”凸显，“绿色”“低碳”“清洁”“可再

生”“节约”等成为高频词汇。

在立意上，彰显绿色发展理念。能源

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能源生产和消费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息

息相关。工业革命以来，煤炭、油气、水电

等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带来一系列生态

环境、气候变化等挑战，走绿色发展之路

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必然选择。中国式现代

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能源发

展必须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

态环境、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

上。能源法直面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潮流和

趋势，充分衔接绿色发展理念，将促进经

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积极

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作为立法目的之

一，强调坚持节约优先、绿色发展，加快构

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在供给侧，推进能源绿色生产。能源

的探勘开发、加工转化等生产活动容易造

成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

问题，我国能源活动二氧化碳、甲烷等温

室气体排放约占全国排放总量的 78%。近

年来，我国能源生产规模显著扩大，能源

生产活动更加多样，能源生产强度不断提

升，控制和减少能源活动导致的生态、环

境、气候不利影响更加迫切。能源法对此

予以积极回应，在能源生产方式上，规定

能源开发利用活动应当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

放，防止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

护，严格控制开发建设小型水电站。在能源生产结构

上，要求制定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中长期发展目标，

支持优先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提高电网对可再生

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合理开发化石能源。

在需求侧，促进用能绿色转型。作为全球最大的

能源消费国，我国能源供给结构和利用效率事关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事关污染防治攻坚和“双

碳”目标实现。能源法将用能方式绿色化要求贯穿始

终，强调提高终端能源消费清洁化、低碳化、高效化、

智能化水平。

在治理上，完善能源绿色治理。绿色治理是能源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能源法从

标准、市场、科技等方面作出一系列规定，支持能源

生产和消费绿色化低碳化。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下一步，

建议各地以能源法颁布实施为契机，加强能源领域普

法宣传教育，突出绿色低碳引领作用，及时修订完善

能源专项法律和制度，加快构建现代化能源法律制

度体系，统筹推进传统能源、新能源协同发展和多能

互补，持续优化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加快构建新型

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系统，稳妥有序做好能源领域减

污降碳和生态保护工作，促进能源更加安全、更高质

量、更可持续发展，助力建设能源强国。 向柳 袁亮

我
国
首
部
能
源
法
凸
显
绿
色
元
素

在平陆县张店镇枣元村马
沟岭的山坡上，漫山遍野的太
阳能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

近年来，平陆县持续践行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充分
利用当地山区的荒山坡地和太
阳能资源，大力发展光伏发电
产业，打造绿色能源大县，目前
全县在建的光伏装机容量达到
了 350MW。

姻 郝健摄

今年 9 月底，中央财政海绵城市建设示

范补助资金 2023 年绩效评价结果公布，长治

市成为全国两个连续 3 年获得国家三部委资

金绩效 A 档评价的城市之一，持续引领海绵

城市建设。

在 2013 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提升城市排水系

统时要优先考虑把有限的雨水留下来，优先

考虑更多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建设自然积存、

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

长治市自 2021 年申报国家首批系统化

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以来，紧紧

围绕建设现代化太行山水名城、国内一流国

际知名生态文化旅居目的地目标，系统化全

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坚持源头减排、过

程转输、末端系统调蓄，大力实施示范项目建

设，不断改善城市水环境、修复城市水生态、

涵养城市水资源、提高城市水安全，打造人水

和谐、水城共融的生态宜居之城。

全域谋划，统筹推进

海绵城市建设提速加力

鹭鸟翩飞、芦花摇曳、栈道蜿蜒、水光潋

滟……秋天的长治市漳泽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风光旖旎，移步换景皆是大自然的诗情画意。

附近居民王鹏说：“我们每天都到这里散

步，一年四季有花有景，各种鸟儿飞来飞去，

湿地公园究竟有多少种花卉植物，我们数也

数不清。”

作为黄河重点生态区燕山—太行山区水

源涵养与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海河上游重

要水源涵养地，长治地跨海河、黄河两大流

域。“一湖两河三泉”赋予长治隽永灵动的气

韵和昂扬勃发的生机。

如何做好修山治水兴水大文章，如何让

城市更具“弹性”与韧性？

长治市把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作为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具体实践，倾注“工匠”精神，下足“绣

花”功夫，在建设海绵城市上奋力落笔。

长治市委、市政府重组海绵城市建设工

作领导组，住建、发改、财政、规划和自然资

源、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

研究制定长治市海绵城市建设政策、年度计

划、考核办法，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

题，抽调核心部门精干力量集中办公，统筹推

进海绵城市建设，逐步构建起“领导组+海绵

办+海绵科+海绵中心”四级管理机制，横向联

动、纵向延伸，实施全域管控。

2021 年 9 月，长治市在全国率先印发

《长治市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示范城市

建设 2021—2023 年行动计划》，明确了总体

工作目标、厘清了工作思路和推进策略。聘请

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作为技术咨

询单位，编制完成海绵示范城市建设实施方

案，指导全市示范城市建设。同步组织开展了

海绵城市、排水防涝等 6 个专项规划修编，完

成初期雨水特性、土壤特性等 9 项海绵城市

课题研究，编制了海绵城市建设导则、指南、

图集等 10 项标准规范。

为强力推进海绵城市建设，长治市不断

完善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体系。2023 年

4 月，颁布施行了《长治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

条例》，要求所有新、改、扩建项目全面落实海

绵城市建设理念，建立了从项目立项、设计、

施工、验收、运维等各环节全生命周期管控制

度，并全面落实。

全市四区八县及长治高新区、长治经开

区管委会也分别成立领导机构，落实部门职

责，明确工作目标任务，系统化推进海绵城市

建设，均形成一套顶层设计和推进机制，建成

一批精品项目。

整座城市向绿、向新、向美发展注入了强

劲动能。

打造示范项目，建成示范片区

形成特色鲜明的长治模式

颜色鲜亮的透水铺装、植物丰富的雨水花

园、清澈见底的人工湖……行走在潞州区世纪

春天小区，“海绵”元素随处可见，不仅让小区焕

发新光彩，也让居民生活环境发生大变样。

“现在下雨天道路基本没有积水，透水砖

在下雨天会‘喝水’，雨水花园则可以把雨水

收集起来，经过净化进入人工湖，最后用于绿

化浇灌，雨水真正被循环利用。”小区居民魏

丽笑着说。

近年来，长治市以开展示范项目建设为

抓手，着力打造地上地下相互耦合的海绵城

市典型片区，让海绵城市建设从“纸上蓝图”

变成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生活。

长治市把海绵城市建设与城市更新相结

合，加快既有社区海绵化改造，新建住宅小区

按照海绵城市要求高标准设计和建设，达到

海绵建设与景观绿化有机融合。同时，充分利

用街头绿地，建设海绵口袋公园、生态停车场

等，一个个“海绵细胞”推动实现雨水慢排缓

释、源头减排效果。

过程转输是减少溢流混流污水的重要方

式。长治市持续推进道路雨污分流改造，构建

形成太行北路、西大街等涝水行泄通道，基本

实现主城区石子河北岸区域主干支道路雨污

分流，城市排水系统进一步完善，排水能力大

大提高。家住清华街沿线的居民牛长乐说：

“以前道路坑洼不平，一遇大雨就积水，改造

后道路更干净，出行环境更好了。”

海绵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治市统

筹流域区域、城市多个层级，疏通河湖水系，充

分利用城市及周边坑塘洼地、大型公园绿地，实

施集中调蓄，调蓄涝水、净化雨水、旱季回用。

截至目前，长治市海绵城市建设共实施工

程项目 102 个，总投资 42 亿元，涉及建筑与社

区、道路广场、公园绿地、水系、管网及泵站等，

开工率达 100%。其中完工项目 98 个、在建项

目 4 个，完成海绵城市建设投资 40.9 亿元。

在“海绵细胞”的加持下，整座城市呼吸

吐纳自如。

以人为本，共建共享

绿色宜居之城展露新姿

10 月 19 日，周末，家住潞州区的李建和

家人到小区附近的漳泽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散步。“公园步道脚感舒适，雨后没有积水，植

被绿化布局美观，咱们城市建得越来越舒适、

越来越漂亮了。”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长治市海绵城
市建设的持续推进和实施中愈加清晰。

通过系统的工程治理、完善的管控制度
以及专业的汛前、汛中应急调度和汛后运维

管理，城市内涝标准基本达到 30 年一遇，内

涝积水点 100%消除。通过对石子河、黑水河、

南护城河、东防洪渠系统整治，城市防洪标准
达到 50 年一遇，防洪安全屏障进一步筑牢。

结合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建设，长治

市按照实施方案要求，统筹上下游、左右岸，

系统治理，全面消除主城区 21.34 公里黑臭

水体，健全管控机制，实现长治久清。管控断
面水质 100%达标，建成区北寨国考断面水质

由地表水吁类提升至郁类。

将雨水资源利用作为刚性指标，全面落

实源头、末端全过程雨水利用设施建设，年雨
水资源利用量达 96.2 万立方米。推进再生水

企业应用尽用，河道补水使用再生水，实现年
再生水利用量达 3351 万立方米，利用率达

40.9%，城市水资源短缺问题得到大幅缓解。

在海绵城市建设中坚持绿色优先、灰绿
结合，城市自然生态空间逐年增加，城市天然

水域面积占比达到 2.35%，总透水面积占比
达到 45.3%，生态环境持续变好，城市更宜

居，人民更幸福。

长治市建立健全生命周期管控体制机

制，把海绵城市建设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
全过程，打造形成各类型海绵示范项目，建成

集中连片海绵示范片区，已形成特色鲜明的
“点线面综合施策，山水林湖草统筹治理，建

管养护齐头并进”的长治模式和“以管促建，

以建带产，产城融合”长治经验。
今年 5 月 2 日，长治市统筹推进机制和

绩效考核机制被列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可复
制可推广的政策机制清单。

留住水、利用水，让水与城市细胞紧紧相
拥，长治向着更韧性、更宜居的品质之城迈

进！ 白续宏 刘晓荣

———看长治市如何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打造一座会呼吸的城市

科学导报讯 近日，工信部、生态环境部发布 9
个“无废园区”、19 个“无废企业”典型案例，以引导工

业园区、工业企业推行无废生产方式，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实现工业固废源头减量和就地就近资源化利

用。河津市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的“铝工业固体

废物循环利用无废模式”上榜，为我省唯一案例。

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围绕电解废物资源化

利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及产业链延长，强化固

废与钢铁、水泥、建材等行业协同利用，加快构建铝

工业固体废物循环利用无废模式。

据了解，该公司联合相关科研院所攻克资源化

利用难题，突破烧成窑协同利用电解危废技术瓶颈，

累计形成 5 万吨电解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规模；延

长产业链，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实现二次铝灰低成

本的资源化利用；积极开发“赤泥—煤矸石烧结砖”

“赤泥—烧结仿古砖”等产品，取得“赤泥—粉煤灰基

地质聚合物技术开发”科技成果。 余果

中铝山西新材料入选

全国“无废企业”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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