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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7 日，春日暖阳
下，太原汾河公园四期焕
发盎然生机。湛蓝湖水如
镜，倒映着岸边新抽绿芽
的树木，小岛星罗棋布，浅
滩处枯草与新绿交织，尽
显自然野趣。

姻 刘通摄

生机盎然

视觉生态K shijue shengtai

创新前沿K chuangxin qianyan

新华社 4 月 7 日电 当前，第三轮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正在推进中，目前已完

成三批对部分省份和央企的督察。督察中

如何减少生态环保形式主义？如何减轻基

层负担？记者采访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协调局有关负责人。

这位负责人介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始终旗帜鲜明反对生态环保形式主义

和打着生态环保幌子搞“一刀切”，将其作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

负有关部署的重要内容，作为整治群众身

边不正之风的重要举措，贯穿督察工作全

过程。

记者梳理此前督察情况发现，个别地

方还存在应对督察“一关了之”“先停再

说”等简单化整改问题；有的地方不分青

红皂白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个别

地方还采用“运动式”的整改方式，群众反

映强烈。比如，在对某省开展督察期间，该

地某个区为完成黑臭水体整治工作，将督

察发现的黑臭水体抽排至长江支流的另

一条河；将黑臭水体河流两边群众菜地连

夜铲掉，将建筑垃圾堆存点附近两家养殖

户“运动式”清理，要求一天内将存栏的牲

畜全部拉运，养殖圈舍和附属用房全部拆

除。

这位负责人说，对于这种“运动式”整

改问题，督察组立即组织对相关地方主要

负责同志实施约谈，要求精准科学依法推

进边督边改、立行立改，切实解决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据了解，为避免和防范督察工作中的

形式主义和“一刀切”问题，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采取了很多

举措。制定印发关于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进驻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有关

要求，明确坚决禁止打着生态环保幌子搞

“一刀切”有关具体做法，在督察中抓好贯

彻落实。

在督察进驻前，督察组会专门致函被

督察对象，严禁为应对督察而不分青红皂

白地搞集中停工停产停业等“一刀切”问

题，坚决反对平时不作为慢作为，督察时

“一停了之”“先停再说”的错误做法，并将

有关要求向社会公开。

在督察进驻期间，督察组始终保持高

度警觉，通过群众信访、网络舆情等渠道关

注相关信息，每日进行重点筛选，对疑似问

题深入分析研判逐一现场核查，对确认的

“一刀切”问题重点盯办、提级办理、持续跟

踪，督促地方将问题查清查实，依法依规妥

善处理，向社会公开、向群众反馈。

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

是第三轮第三批督察的一个突出亮点。

这位负责人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细化到督

察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减负减出了高效

率、减出了新气象。

在简化督察接待保障，杜绝层层陪

同的同时，督察组进一步改进工作方

法———

在资料调阅上，充分利用前期摸排和

以往收集过的资料，不调阅时间过早的资

料，不调阅网络公开可查询的资料，不调阅

前期摸排已掌握的资料，不重复多头调阅

资料。第三轮第三批进驻四个省份的督察

组平均调阅资料 950 余份，与第二轮督察

进驻四个省份时相比减少 48%。

在个别谈话上，督察组只与党政主要

领导、分管领导以及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的部门主要负责人谈话，大幅减少谈话对

象人数。

在现场督察上，最大限度减少陪同人

员数量，现场检查时仅请主责部门安排 1
到 2 人在具体点位上介绍情况，双方“现场

见现场散”，打消企业“不接待就不重视”的

顾虑。

这位负责人说，有同志表示，减少了很

多准备材料、陪同调研、陪同用餐的“繁文

缛节”，让大家腾出更多时间研究解决问

题、推进工作落实。

目前，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正在进行中。这位负责人表示，在后续工作

中，坚决落实中央要求，持续推动督察工作

减负增效，努力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多赢。

一是进一步突出督察重点，聚焦党中

央关心、社会关注、群众关切的重点领域，

聚焦存在的突出问题，关注影响高质量发

展的深层次问题，多查找通过整改既有利

于经济发展，又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问

题。

二是进一步创新方式方法，进一步统

筹实施流域督察和省域督察，切实增强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性、系统性、协同性

和导向性。同时，注重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

相结合，共性问题与个性问题相结合，推动

问题整改与完善政策机制相结合。

三是进一步加强新技术运用，如通过

加强无人机航拍等，进一步提高督察效能。

四是进一步减轻基层负担，提升资料

调阅精准度、聚焦谈话范围、简化服务保

障、严格会议管理、简化现场陪同，确保务

实高效开展督察工作。

前不久，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的一组数据

耐人寻味：近 10 年，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

1 倍的情况下，全国用水总量实现了“零增长”。

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要消耗能源资源。2014
年到 2024 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由 5.52 万亿

千瓦时增长到 9.85 万亿千瓦时，增长超 78%。

对比来看，用水量“零增长”，背后有何“魔法”？

春光里有答案。河南辉县市麻小营村，麦

苗茁壮生长。村民轻点手机，汩汩清流从高标

准农田智能水肥一体机中流出，最终通过滴灌

带“喂”到小麦根系。农田灌溉的“科技范儿”，

彰显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蓬勃脉动，为水资源节

约集约高效利用写下生动注脚。

“零增长”，意味着投入产出效率更高、节

水能力更强。其中，发展理念更新、用水制度革

新、节水技术创新是关键。

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落实“四水四定”原

则，推进从“水源头”到“水龙头”全流程监管，实

现再生水利用率 100%、重点监控用水企业工业

用水重复利用率 98%。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就要让每滴水创造更大价值，用最少

的资源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

1/16 的山西太原市，以科技创新补齐水资源短

板，形成污水收集、处理、回收利用的完整链

条。污水处理所产生的污泥变废为宝，能用于

园林绿化、矿山修复等，“炼”出的蛋白滤液经过

浓缩调配后还能化身有机肥料。向创新要动力，

通过技术攻关破解节水领域的瓶颈难题，才能

写好高质量发展“水文章”。

拓宽观察视野，从经济体量茁壮成长、用水总量保持稳

定中，还能洞见关于发展的辩证思维。

人多地少水缺，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这是我国的基本

国情水情。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必须充分

考虑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最大的刚性约束”，是否意味

着对发展只会形成阻力？

浙江绍兴市柯桥区乾雍纺织有限公司过去每染 1 米布耗

水 12.7 公斤、只挣 8 分钱，向高端转型后，生产过程用水量减

少 90%以上，产品成为巴黎奥运会一些代表团运动服的面料。

实践证明，资源环境约束的紧要处，也蕴藏着向绿色迈

进、向高端转型的巨大空间和深厚潜力。

成都平原，都江堰这座古老的水利工程镶嵌于岷江之

上，滋养着天府之国。穿越 2000 多年，李冰父子因势利导的

治水智慧仍闪烁着耀眼光芒。而今，水资源费改税试点 7 年

多后，巴蜀大地水资源利用日益高效、水资源调控愈发精准。

以严密制度强化刚性约束，以价格改革激发内生动力，

“疏”“堵”结合，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这样的方法不只适

用于管水用水治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把水资源问

题考虑进去”。统筹好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

促进人水和谐，既需要技术创新的硬支撑，也需要制度完善

的强保障；既离不开调水工程的“大手笔”，也少不了精细治

理的“绣花功”。每个人节水护水的点滴行动，终将汇成河湖

竞秀、碧水长流的盎然图景。

为基层减负 让督察提效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持续加强整治形式主义成效综述

2025 年 4 月 1 日，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黄河保护法》（以下简称《黄河保护法》）

实施两周年。3 月 31 日至 4 月 1 日，首届

黄河流域青年生态文明交流活动在临县碛

口古镇举行。

来自沿黄九省（区）的共青团组织、生

态环境、司法机关以及青年社团、社会组

织、企业的代表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

法律实施、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司法保障

等议题深入交流，致力于推动黄河保护形

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一盘棋”格局。

生态司法保障体系日益完善

近年来，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司

法在生态保护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生态司法不是冷冰冰的判决，而是守

护青山绿水的最后一道防线。”吕梁市中级

人民法院环资庭副庭长李智玲说。

近年来，吕梁中院持续推进专业化审

判体系建设，设立环资法庭，组建七人合议

庭，专门审理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3 起

公益诉讼调解案共推动赔偿金额超过

3500 万元。李智玲介绍，通过实地勘查、协

调修复、联合执法等举措，吕梁中院不仅是

在审案，更是在探索一条有力度、有温度、

有制度支撑的生态司法路径。

湖北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夏欣越分享

了多个生态保护公益诉讼协作案例，强调

律师在发掘线索、法理论证、诉前磋商与后

续监督等环节的独特价值。

“生态保护不能只靠执法，还要靠规则，

而法律人就是规则的守门人。”夏欣越说。

在黄河保护中贡献青年力量

近年来，为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黄河

生态，沿黄各地社会组织和青年团体持续

开展多样化实践行动。

青海省黄河一号凤凰生态牧场负责人

索南义西，是一名纯朴的藏族牧民。他说：

“在我的家乡，黄河源头的水像涓涓流淌的

小溪。在那里，每个人对大自然的一草、一

木、一滴水都充满敬畏，这种敬畏之心是从

祖辈传递下来的。”索南义西表示，随着社

会的进步，很多牧民都从牧场搬到了县城，

他却于 2017 年重返离开十几年的故乡，开

始创办玛域凤凰牧场，用自己的行动去影

响身边的人。

临县志愿者协会樊永峰讲述了他 10
年间所参加的志愿行动：2018 年，在共青

团临县委员会指导下，他打造了 13.33 公

顷“青年林”，如今已发展成为每年带动 30
多家单位 500 余人参与的植树活动。从

2014 年起，常态化开展湫水河、黄河巡河

行动；同年启动“我是小小节水员”项目，培

养近万名“节水宣讲员”。未来，他将把植

树、巡河、教育等活动固化为年度项目，筹

建黄河保护基金会，支持黄河生态治理，深

化青少年环保教育，培养更多“绿色接班

人”。

共青团山西省委副书记米小兵在启动

仪式上表示，从“保护母亲河行动”到近年

来覆盖黄河流域的大学生研学项目，青年

始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特别是

环保民间组织的迅速成长，已成为政府与

企业之外的“第三方推动力”，在黄河文化

传播、生态实践和《黄河保护法》落地中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米小兵希望广大

青年讲好黄河故事，践行护河使命，在推动

法治宣传、生态修复、绿色转型等方面贡献

青春力量。

在保护中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山西大学黄河实验室副主任武志涛介绍，

黄河流域是我国煤炭生产潜力最大的区

域，我国 14 个大型煤炭基地中有 9 个分布

在黄河流域。然而，在煤炭资源开采过程

中，带来了采煤沉陷、耕地损毁、水资源和

生态破坏等问题，传统单一式、被动式“末

端治理”模式已无法满足生态治理与绿色

发展需求。 （下转 A2 版）

———首届黄河流域青年生态文明交流活动观察

九省青年携手 共护黄河安澜 科学导报讯 日前，山西省发布《暂不开发利用污染地块

风险管控指南》（DB14/T3227-2025，以下简称《指南》），这是

该省发布的首个土壤污染防治相关地方标准，对建立健全山

西省土壤污染防治技术规范体系有重要意义。

该《指南》经省生态环境厅结合山西省实际研究制定，旨

在推进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对暂不开发利用的污染地

块因地制宜实施风险管控，已由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将

于 4 月 22 日正式实施。

《指南》的制定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充分衔接落

实了生态环境部关于暂不开发利用污染地块风险管控的相关

规定，为全省土壤环境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程国媛

山西省发布首个
土壤污染防治地方标准

科学导报讯 为严格落实国家黄河禁渔制度，持续养护

山西省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水域生态环境，

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农业农村部通告有关要求，黄河山西段从 4 月 1 日进入禁渔

期，至 7 月 31 日结束。黄河干流山西段、汾河、沁河干流河段

以及所属一级支流的干流河段规定为禁渔区。

禁渔期间，在禁渔区内禁止除休闲垂钓外的所有捕捞作

业类型，禁止收购、运输、储藏、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在禁

渔区内因教学科研、驯养繁殖等特殊需要，采捕天然渔业资

源的，开展专项捕捞活动的，须经省农业农村厅批准。王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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