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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新政

本报讯（通讯员 周应良）近年
来，我州按照“重保护、强管理”的
工作思路和建设“生态高效农业”
的总体要求，完善政策措施，加大
日常监管，五措并举促进农业资源
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

健全完善政策措施。编制实
施《洱海流域高效生态农业建设与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十三五”规划
（2016-2020年）》和《大理州畜禽养
殖 污 染 防 治“ 十 三 五 ”规 划
（2016-2020年）》。报请州政府同意
印发《大理州2016年洱海流域农业
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意见》，进一步明
确了目标任务、重点工作和保障措
施。制定下发大理州农药化肥使用
零增长、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
坚战、农业水污染防治的工作方案。

实施洱海流域农业面源污染
减量行动。按照州委、州政府洱海
流域保护治理农业部门目标任务，
2016 年，在洱海流域推广使用商
品有机肥1.34万吨，推广测土配方
施肥 73.77万亩次，收集处理畜禽
粪便 16.17 万吨，种植绿色水稻
6.67万亩，推广清洁农田生产技术
10 万亩，按月监测分析 12 条农排
沟 24 个点位（断面）水质情况，监
测 16个乡镇 800个调查点的农药

和化肥使用情况。
积极争取和实施洱海保护重

点项目。目前已争取到总投资 3
亿多元共 6 个国家级洱海流域保
护农业面源污染防控试点项目获
得支持，共争取到中央补助资金
1.82亿元。州农业局牵头，总投资
2777.41万元的洱海流域高效生态
农业建设与面源污染综合防控仁里邑
示范点项目，州政府已批准同意实
施，大理市已印发工作方案。

抓实农村能源建设。 2016
年，争取到总投资 1197万元（其中
中央补助 420万元）2 个大型沼气
项目，目前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对
2010年以来已建成的大型沼气工
程 7个、养殖小区沼气工程 45个、
服务网点 13 个、农村户用沼气
2000个，报请省发改委、省农业厅
通过验收。

以问题导向抓监管促落实。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查
反馈意见和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行
动，制定下发工作方案，分解任务，
采取措施，狠抓落实。同时抓实

“清洁田园”工作，推进化肥、农药
减量化行动，强化养殖污染防治，
实施秸秆和农膜综合利用，加强农
业投入品监管。

我州五措并举
促进农业生态环保持续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邓彭荣／文 车凤仙／图）为探
索利用信息素进行切梢小蠹监测和防治的效果，近
日，在中国林科院专家指导下，弥渡县国家云南松良
种基地开展切梢小蠹虫诱捕试验。

按照《2016年云南大理切梢小蠹信息素监测和
防治方案》，云南松良种基地安装小蠹虫十字诱捕器
29个。2月 3日，首次虫情调查显示，诱捕器诱捕小
蠹虫数量少则 2只，多则达 75只。诱捕器在有效范
围内可控制、减少小蠹虫，诱捕虫效果显著。

弥渡：诱捕云南松切梢小蠹显成效

读图

▲ 放置诱捕器。

▶ 诱捕到的云南松纵坑切梢小蠹虫。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能不能
进行调整？自然保护区内搞开发
建设顽疾怎么破除？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进展如何？环境保护部 20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对生态保护热
点问题进行回应。

生态保护红线“只能增
加、不能减少”

2 月 7 日，中办、国办公布了
《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
若干意见》，要实现一条红线管控
重要生态空间。

环保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
长程立峰介绍，目前有些省份已
经初步划定了当地的生态保护
红线。在今年 6 月底前印发划定
技术指南后，各省区市还要据此
进行适当调整。最后从国家层
面上一定要保持生态红线边界
的自然衔接，保持生态系统的完
整性。

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所长高吉喜表示，生态保护红线一
定要体现在刚性上，既要划得实，
也要管得住。“如果可以随意调整
的话，就不能叫作红线了。”他说，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要开展日常
的监测评估，每年通过地面和卫星
相结合的“天地一体化”手段，监测
生态保护红线的保护情况，并进行
评估。将监测评估结果作为对地
方干部政绩考核最主要的依据，对
做得不好的要进行问责。

程立峰说，生态保护红线的调
整有非常严格的限制，调整就是要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只能增加、不
能减少”的要求。随着生态保护意
识的增强、生态保护投入力度加
大、监管能力提升，特别是通过生
态修复和恢复面积的增加，必然有
一些区域要纳入生态保护红线予
以严格保护，进一步提升生态系统
的完整性。

严肃查处自然保护区
违法违规活动

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
严 重 破 坏 事 件 近 来 广 受 关 注 。
程立峰说，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
缓冲区的违法违规建设问题，是严
重违法，是绝不允许的。对自然保
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内的开发建
设活动，要进行坚决取缔。对已经
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要列出清
单，督促地方政府限期整改。

环保部 2016 年底公布了 446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13-2015
年的人类活动变化情况的遥感监
测情况。监测发现有 33处自然保
护区的人类活动程度剧烈，问题最
突出的是吉林白山原麝、湖北九宫
山、贵州威宁草海和甘肃张掖黑河
湿地等4个国家自然保护区。

“我国自然保护区事业所面临
的最大问题，就是保护和开发的矛
盾非常突出。”他表示，下一步，环保部

将继续强化遥感监测工作，从今年
开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年遥感
两次，并对省级自然保护区遥感监
测一次。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处
理。对违法违规问题突出的保护
区，要通过约谈、通报、挂牌督办方
式督促治理整顿，同时强化责任追
究。并将主动向社会公开自然保
护区综合监管的政务信息。

同时，环保部将建立自然保护
区综合管理的数据库和监管平台，
实现综合监管的科学化、信息化和
精细化。配合有关立法机关推动自
然保护区相关的立法工作，为保护
区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推进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程立峰介绍，建立国家公园体

制，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
容。国家确定在青海、湖北、福建、浙江、
湖南、北京、云南、四川、陕西、甘肃、
吉林和黑龙江等12个省市开展建立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选择三江
源、神农架、武夷山、钱江源、南山、长
城、香格里拉普达措、大熊猫和东北
虎豹9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记者了解到，国家公园将实行
更严格保护，除不损害生态系统的
原住民生活生产设施改造和自然
观光科研教育旅游外，禁止其他开
发建设，保护自然生态和自然文化
遗产原真性、完整性。

目前，三江源、大熊猫和东北虎
豹国家公园试点方案分别由中央深
改组审议通过，其他试点方案也都
经过批准，启动实施。其中，环保部
牵头负责对三江源、神农架和钱江
源三个试点区进行督促指导。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要完成 9
个试点工作，在试点基础上形成建
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总体方
案将对国家公园体制进行顶层设
计，有助于解决好跨地区、跨部门的
体制性问题。 （据新华社电）

环保聚焦

生态保护红线“只能增加、不能减少”
——环保部回应生态保护热点问题

● 环境保护部日前印

发通知，为推动地方政府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将在开展城市
空气质量客观状况排名的基础
上，对城市空气质量变化程度
进行排名。

环保部公布的《城市环境
空气质量变化程度排名方案》，
将适用于国家对全国地级及以
上城市半年度和年度环境空气
质量变化程度的排名，以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变化率作为指
标。若不同城市综合指数变化
率相同以并列计；若城市当前
评价年各项污染物浓度在排名
时段均已经达到环境空气质量
二级标准，则不参与城市空气
质量恶化程度排名。国家每月
公布空气质量最差的 10 个城
市和最好的10个城市名单。

● 由环保部和中科院

联合开展的“全国生态变化
（2010—2015 年）调查与评估”
项目2月27日在北京启动。双
方将全面调查 2010—2015 年
全国生态状况及变化，找出我
国生态问题和生态变化的主要
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

本次调查将在国家尺度和
区域尺度开展，国家尺度调查
覆盖港澳台之外的所有省份，
主要包括生态格局、生态系统
质量、生态资产、服务功能的变
化评估；区域尺度调查包括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
性保护优先区、典型城市化域、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县
域、京津冀协同发展区、长江经
济带等内容。

● 云南省近日出台的

《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
设工作方案》提出，到 2020 年
基本建成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大
数据平台，使生态环境监测能
力成为云南生态文明排头兵建
设的重要支撑。

方案提出，云南到 2020年
要全面建成各环境要素统筹、
信息共享、统一发布、上下协同
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同时基
本建成全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和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
环境监测立体化、自动化、智能
化水平明显提升，监测数据充
分运用，预报预警能力显著加
强，监测事权明晰、体系健全。

根据方案，云南将对全省
大气、水、土壤、噪声、辐射等环
境要素进行监测，完善环境质
量监测网络；以卫星、无人机遥
感监测和地面生态监测等技术
手段，建立生态环境状况监测
网络；建设稳定运行的污染物
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完善污染
源监测网络。 （张杨 整理）

本报讯（通讯员 陈国辉）2月
22 日，巍山县林业局在南诏镇河
西村竹麻村组织开展巍山县 2016
年度森林抚育现场培训会，邀请了
云南林业规划院大理分院工程师
张杰作培训指导。巍山县南诏镇、
大仓镇、五印乡、青华乡、马鞍山乡
5 个乡镇的林业站站长及工作人
员和管护员，共40余人参加培训。

现场，县林业局有关领导就
2016年度森林抚育项目相关工作
作了发言。县林业局有关人员对
森林抚育的成效以及林政管理工作
作了说明。云南林业规划院大理

分院工程师张杰就抚育方式和操
作流程作了详细的介绍、讲解，并
对现场的操作进行了实际指导。

森林抚育是提高林地生产力
和林木生长量，促进森林、林木生
长发育，丰富生物多样性，维护森
林健康的重要措施。2016 年度
巍 山 县 森 林 抚 育 项 目 规 模 为
10000 亩（跨年度实施），其中：
南 诏 镇 2597 亩，青华乡 270 亩，
大仓镇 860亩，马鞍山乡 5900亩，
五印乡 373 亩。抚育项目已于
2016 年 12 月完成了作业设计，计
划于2017年5月底全面完成。

巍山县组织开展
森林抚育现场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赵红） 2 月
20日，剑川县与华新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签订城乡生活垃圾预处理及
水泥窑综合利用一体化项目合作
协议。

根据协议，华新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拟投资 5000 万元在现华新
（剑川）水泥有限公司厂内建设一
座日处理 250 吨生活垃圾的生态

处理厂，利用先进成熟的水泥窑协
同处置技术对全县城乡生活垃圾
进行“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
置；由剑川县负责将县内生活垃圾
（不包括建筑垃圾、工业垃圾、医疗
垃圾，并不得混入有害有毒、易燃易
爆等危险物品）及整合周边县市的
生活垃圾通过密闭运输车清运至生
态处理厂进行处置，以满足设计规

模的垃圾供应量。项目合作期限
25年，垃圾处置价格90元/吨。

该项目的实施，将有效提升剑川县
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工作的
步伐和水平，从根本上解决全县生
活垃圾处置难题，改善城乡人居环
境，促进水泥行业降低能源资源消
耗，实现水泥行业转型升级、绿色
发展，加快推进全县生态文明建设。

剑川县城乡生活垃圾预处理项目正式签约落地

本报讯（通讯员 冯宁）近日，
祥 云 县 委 、县 政 府 统 一 采 购 了
一 批 农 村 户 用 分 类 垃 圾 桶 ，作
为 试 点 发 放 给 下 庄 镇 大 仓 村 、
金旦村。

近年来，农村生活垃圾呈批量
化、毒害化的发展趋势，已严重影

响农村的清洁卫生和农民的生活
质量。垃圾分类刻不容缓。垃圾
分类是对垃圾收集处置传统方式
的改革，是对垃圾进行有效处置的
一种科学管理方法。祥云县着眼
于农村垃圾分类，政府选好有特
色、有优势、有潜力的村庄，从农

民切身利益出发，因地制宜做好
规划，下功夫完善村庄的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改善农村的
生活环境，并积极引导农民改变
生产方式，让农民的生活水平得
到提高，农民有尊严，农村有价
值，农业有希望。

祥云县在下庄镇开展农村分类垃圾桶试点

本报讯（通讯员 刘欣晨 俞阳跃）
宾川县宾居镇作为全国一村一品
柑橘示范镇，拥有 1.8万亩优质柑
橘园。新建成的全国一村一品柑
橘科普馆位于宾居柑橘主产区杨
官柑橘文化长廊中，坐拥万亩柑橘
园，遥望仁慈湖美景湖光山色。

沿着长廊迂回向上，满目翠
绿，金黄果实缀满枝头，一路橘果
飘香。作为宾川首个柑橘科普馆，
囊括了柑橘发展史、品种特性及价
值、种植技术、宾居柑橘产业简介
以及柑橘延伸产品开发等方方面
面，还有柑橘书画作品点缀其间。

参观柑橘科普馆，逛柑橘文化
长廊，既增长知识，又陶冶情操，还
锻炼身体，可谓一举三得，最重要
的是，可以品尝到最新鲜美味的柑
橘，正是“橘园随风迎宾朋，果实压
枝为君尝，流连忘返只此处，香飘
万里落宾居。”

宾川宾居建成柑橘科普馆
2月18日，在巍山县现代农业科技园温棚内，游客正在采摘无公害牛

奶草莓。
近年来，巍山县充分利用农业科技优势，大力实施都市生态农业工

程，积极发展集生态、观光、休闲于一体的现代观光农业示范园，既丰富了
群众的娱乐生活，又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

［特约记者 刘绍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