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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

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保护

好内蒙古生态环境，筑牢祖国

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总书记

对大兴安岭林场的周义哲代

表的发言颔首赞许：“你提到

的这个生态总价值，就是绿

色 GDP 的概念，说明生态本

身就是价值。这里面不仅有

林木本身的价值，还有绿肺

效应，更能带来旅游、林下经

济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这实际上是增值的。”

绿 水 青 山 既 是 自 然 财

富 、生 态 财 富 ，又 是 社 会 财

富、经济财富，而且会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凸显价值、不

断增值，这已经为许多地方

的生动实践所证明。

在东北大兴安岭，伐木

工从“砍树人”到“看树人”，

在 绿 色 林 海 中 过 上 红 火 日

子。在浙江杭州西溪湿地，

过去污水横流、当地人“绕着

走”的地方，建设成为全国首个国家湿地公园，每年

接待游客近 500 万人次。在福建三明市将乐县常口

村，村里多年前抵住了卖山林的诱惑，如今一幅山水

画越画越动人，生态旅游、脐橙种植等产业兴旺，青

山绿水成为真正的“无价之宝”……

我们对绿水青山的价值的认识，存在一个逐渐

深入的过程。一些地方和企业没有把保护放在首

位，没有让绿水青山增值的远见，只看到了眼前的、

局部的一点利益，结果破坏生态、污染环境，整治和

恢复的代价极大，算总账其实是寅吃卯粮、得不偿

失。例如，北方某地蕴藏丰富的白云岩、紫砂页岩

等，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采石场、白灰窑等在这里

兴起，高峰时开采企业达到 500 多家。经过几十年

无序开采，大山像被刀劈斧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要求彻底整治。当地干部摇头叹息：“我们已经投

入几十亿元开展废弃矿山修复治理，而矿山开采这

几十年来的税收，总共也只有几个亿。”

党的十八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

要理念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成为新发展理念的

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各部门对于必须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的认识更为清晰，行动更为坚决。在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世界经济衰退影响下，我国仍

然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不以高耗

能、高污染来换取经济增长，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

的生态环境约束性指标和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

标任务圆满完成，天更蓝、水更清的良好生态环境，

正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体现。

“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从“十四五”生

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的目标，到 2035 年生态环

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的远景目

标，再到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我国已经

明确了减污降碳的时间表、路线图。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

样保护生态环境，让绿水青山的“颜值”和“价值”

持续增加，我们将建成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

常新的美丽中国，为全世界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作

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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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三省交界，经济发达、人口稠密，人

均水资源量不到全省三成……浙江省嘉兴市

生态环境的压力不小。

这 3 年来，嘉兴治污打了个“翻身仗”！同

2017 年比，2020 年嘉兴市控断面三类水占比

从 38.4% 上 升 到 93% ，PM2.5 浓 度 下 降

33.3%。2019 年和 2020 年，公众生态环境满意

度分值提升幅度连续两年全省排名第一。

嘉兴的变化从何而来？市委书记张兵这

样说：“我们真正把群众呼声放在了第一位。”

排放是否达标，不仅
看监测数据，更要听百姓
感受

尽管全国通用的治理手段都上了，可周

边老百姓的抱怨，还是让浙江浙能嘉华发电

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朝阳如坐针毡——“空气

中总有异味，天上会下‘石膏雨’”。

嘉华发电公司位于嘉兴市乍浦镇，是全

国第二大燃煤发电厂。治污重压之下，集团

公司拍板：“上超低排放！”

超低排放，就是对燃煤机组脱硫、脱硝和

除尘设备进行提效改造，使电厂排放的烟气

污染物浓度大幅降低，达到甚至低于天然气

机组的排放标准。

负责技术攻关的浙江天地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在浙江大学找到了具有先进超低

排放技术的团队，双方准备联合攻坚。项目

上马前，“脱离实际”的议论声不绝于耳。“这

一步跨得很大。嘉华电厂当时的环保治理水

平已经处于行业领先。”天地环保总经理胡达

清说，“但浙能集团意见很明确：先算民心账，

不能用排放达标搪塞群众。”

2014 年 5 月，我国首台燃煤电厂烟气污

染物超低排放装置，在电厂 8 号机组成功投

运。2016 年底，8 台机组全部实现超低排放，

每年约减排二氧化硫 3900 吨、氮氧化物 4900
吨、粉尘 1700 吨。

电厂超低排放改造总共投入 14 亿元。改

造完成后，百米高的烟囱看不见烟气，整个发

电厂没有煤灰烟尘，没有一丝异味。

污染物去哪了？胡达清介绍，烟气回收

后，二氧化硫成了脱硫石膏，烟尘变为建材原

料粉煤灰，氮氧化物则变成水和氮气，基本实

现无害化。在嘉华电厂落地的超低排放技

术，先后获得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

技术发明一等奖。

超低排放带来的变化，最有感触的是周

边住户。“过去低气压天气时，乍浦镇头上黑

压压的一片云，窗户常年沾着油污，大白天衣

服也不能拿出去晾晒。”当地居民胡其生家离

嘉华电厂不到两公里，他说：“现在乍浦环境

出了名的好，嘉华电厂挂牌工业旅游区，还是

浙江省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呢！”

胡其生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生态环境监

督员。2016 年开始，嘉兴邀请市民当环境监

督员，按张兵的说法：“要以老百姓的鼻子为

标准，来检验大气治理的结果。”

过去，很多居民投诉企业存在臭味，但环

境检测结果往往是“达标”。现在，全市 1366
名“闻臭师”，拿着政府发的生态环境监督员

证，可以循着臭味进企业检查。“我们都经过

市里集中培训。闻到臭味了，一个电话，相关

部门马上会解决并回复。”胡其生说，“达不达

标老百姓说了算，哪个企业还敢乱排放？”

正视问题，解决难题，
才能赢得发展优势，赢得
百姓口碑

2016 年 12 月，来自嘉兴海盐县的两船垃

圾被倒在长江口，引发广泛关注。当时嘉兴

面临垃圾无处可去的尴尬：生产生活垃圾激

增，而垃圾发电厂建设跟不上。

海盐县规划在西塘桥街道开建垃圾发电

厂，当时群众反对声一片。选址是经过反复

评估的，原环保部专家也来现场查看了两次，

认为合适。但对老百姓来说，谁也不愿在自

家门口建垃圾发电厂。

“过去有段时间，经济好了，企业多了，但

环境越来越差。所以垃圾发电厂项目要落

地，像个引子点燃了火药桶。”土生土长的西

塘桥街道新海村人方士妹快言快语。

这一次，当地政府心里有谱：反复论证选

择的光大垃圾发电厂，跟大家担忧的完全不

一样。“还是解释工作做得太粗，才叫大伙儿

不理解。”海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徐海

华说。

充分沟通，才能解开疙瘩。海盐县组织 6

个工作组，县领导带头跑基层，解疑释惑；座

谈会开了几十场，意见人人可以提，疑问个个

都有回复。海盐县还派大巴车，将当地 7000
多名老百姓轮流送到江苏常州，参观光大环

保能源（常州）垃圾焚烧发电厂。

眼见为实，实地考察让老百姓惊讶：竟然

有完全不臭的垃圾发电厂，而且就建在市区，

跟大超市仅隔一墙！看了又看后，群众一个

个放了心，松了口。

“老百姓的态度最初是反对，后来是将信

将疑，现在啊，那是特别满意！”方士妹说。

走进西塘桥街道海盐绿能环保项目，眼

前是悦目的大草坪、凉亭和喷泉，水塘里白鹭

栖居。办公楼 3 楼有一面玻璃墙，垃圾场就在

眼皮底下：铁臂抓斗一次抓起 5 吨生活垃圾，

投入焚烧炉。“垃圾场完全密封，把空气抽进

燃烧炉帮助燃烧，垃圾场形成负压，异味自然

不会逃逸。”海盐绿能环保项目副总经理孙明

圣说。

垃圾车进发电厂，要过两道门。每道门

落下后，都是密闭负压状态，卸垃圾过程也保

证没有臭味散发。这样一来，办公楼紧挨着

垃 圾 场 也 不 受 影 响 ，临 近 小 区 更 是 没 有 异

味。发电厂的排放标准极其严格，比如，欧盟

氮氧化物排放标准是每立方米 200 毫克，这里

只有 50 毫克。

海盐绿能环保项目建成后，周边很多居

民报名来工作。现在，这里成了浙江省工业

旅游基地，外地来参观考察的团队络绎不绝。

近 3 年，嘉兴共建了 46 个固废处理厂、6
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处理能力达到 7350 吨，

所有污染气体排放都达到欧盟标准。全市每

天产生的 5000 多吨垃圾，均能得到无害化、资

源化处理。经济效益账更是算得明白：原来

海盐转包倒垃圾，需 260 多元一吨。现在有了

垃圾发电厂，每吨只需 85 元。

“ 正 视 问 题 ，解 决 难 题 ，才 能 化‘ 危 ’为

‘机’，赢得发展优势，更赢得老百姓的口碑！”

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曹建强感慨。

联合治水，河长联袂
巡河，促产业升级，百姓幸
福感满满

宽约 30 米、深约 2 米的麻溪港，是嘉兴市

秀洲区王江泾镇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

镇的界河。初春，鹅黄的柳枝垂到清清水面，

鹭鸟悠闲滑翔，一派江南水乡景象。

这里曾是一条鱼虾绝迹的黑臭河。“原来

河底淤泥不时冒出恶臭，别提有多闹心。”58
岁的王江泾镇古塘村村民冯桂荣回忆。

从 2014 年开始，浙江、江苏两省分别实施

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加大治水力度。

嘉兴市秀洲区和苏州市吴江区，都有不

少喷水织机，是第一大污染源。为了凝聚治

污共识，仅古塘村就召开上百场座谈会，讨论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幸福”。

冯桂荣家里有 12 台喷水织机。“好的年

景，一年稳赚 30 万。但村里动员后，我第一批

响应淘汰。咱们心里明白，钱是赚了，但臭气

熏得人头昏脑涨，连浇菜的干净水都没有，这

日子还能长久？”

2015 年 起 ，秀 洲 区 累 计 淘 汰 喷 水 织 机

3.89 万台，占总量一半；吴江区累计淘汰喷水

织机近 10 万台，关停淘汰“散、乱、污”作坊 1.8
万家。

但 两 地 分 头 管 ，麻 溪 港 的 水 难 以 治 干

净。2017 年 4 月，秀洲区与吴江区竖起省际

边界联合河长制公示牌，两地河长开始联袂

巡河。

“我们建了微信群，大家交叉巡河。一发

现问题，马上在群里拍照通知，两地相关部门

快速解决。”王江泾镇副镇长杨春伟说，真正

“ 劲 往 一 处 使 ”，一 些 老 大 难 顽 疾 很 快 迎 刃

而解。

麻溪港江苏段水葫芦泛滥，浙江河长主

动调来设备，增派人手，3 天就清完水葫芦。

河底“藏污纳垢”，双方河长建议联合开

展清淤行动，双方共同出资 1 亿元，携手实施

清淤疏浚。浙江河长拿出两套清淤方案，江

苏 河 长 联 系 环 保 企 业 ，将 淤 泥 变 废 为 宝 制

成砖。

现在，麻溪港水质常年保持三类水，去年

还有支流出现二类水。

老冯现在转产种果树，“种了红心猕猴

桃、红美人橘子、槜李……现在果树种下没两

年，收入目前是比原来低了，但这钱赚起来，

踏实！”

关于“幸福”的讨论，也有了答案。“原来

经营织机，有噪音、油污、臭气。现在早起呼

吸呼吸新鲜空气，吃完早饭，拿手机听着歌去

果园干活。累了，就坐在树下喝口茶。”老冯

笑呵呵地说：“有了比较，更懂得什么是幸福！”

浙江省嘉兴市近 3年三类水占比从 38.4%上升到 93%，PM2.5浓度下降 33.3%

改善生态环境 把群众呼声放首位
本报记者 顾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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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记者刘毅）最近，中国气象局首次面向公

众发布“气候预测”。今后公众可以通过国家气候中心及

各地气象局官方网站，查询气候预测结论。

气候预测主要是针对 10 天到 30 天、月、季节和年度

的气候趋势进行预测。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表

示：“在农业生产、能源调度、物资储备、期货交易等方面，

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气候预测是很有价值的。”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保障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生态良好等方面，对气候预测的需求日益凸显。另一

方面，我国持续推进气候业务能力建设，以气候模式为代

表的气候预测核心技术有了长足发展，气候预测准确率

稳步提高。中国气象局充分评估后研究决定，由国家气

候中心和各省级、地市级气象局，根据服务需求发布气候

预测产品。

气候预测难度较大，是气象领域的世界性难题。贾

小龙说，气候预测准确率上限为 75%至 85%。公众需要

客观认识气候预测的不确定性，关注预测结论的滚动更

新，科学合理运用气候趋势预测结果。

中国气象局

首次向公众发布气候预测

山川积翠，青柳沐风。在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沙河马楼段，鲁

山林场场长李文峰正带领工人为新植的楸树、柳树浇水。“在植树时，

我们坚持选好苗、挖大坑、浇大水、培好土，确保造林成活率高，可不

能耽误了好时节！”李文峰说。

冬去春来，鲁山抢抓时机大力开展造林绿化行动，将国土绿化同

矿山生态修复、最美公路建设等有机结合，组织志愿者对荒山荒坡进

行集中绿化，还开展“送果树下乡”活动，向低收入农户免费提供果

树，发展庭院种植。

“今年以来，我们已经高标准完成各类造林 3.2 万亩，超额完成任

务。仅植树节当天就有 3200 多名干部职工参与义务植树，植树 10.2
万多株。”县林业局局长张文艺说。

地处伏牛山东麓的鲁山，“七山一水二分田”，山林繁茂，植绿、爱

绿、护绿在这里蔚然成风。 1521 棵——鲁山人将县域内的古树名

木，一棵棵调查清楚，全部落实挂牌保护制度，倍加呵护。眼下正是

森林防火季节，尧山镇马公店村护林员王学锋带着干粮，在千亩山林

里巡林，一干就是一整天。他家祖孙三代都参与护林。十余年来，王

学锋看管的林子从未发生过火灾。

“沙河边的公园绿地面积大大增加了，我经常发现黑鹳等珍稀动

物光顾这里。环境变美了，来观光游玩的人越来越多。”李文峰兴奋

地说。

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56%，森林蓄积量达 540 万立方米，被

评为国家园林县城、国家卫生县城、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造林护绿营造了绿色家园，也让群

众更好地端起了“生态饭碗”。山区油桐满山，板栗连片；丘陵花椒成

行，栀子成排；树下药材遍地，鸡鸭觅食。目前，鲁山县已发展食用菌

3.8 亿袋、酥梨 10 万余亩、蓝莓 1 万余亩。全县林业直接从业人员达 4
万户、11.5 万人，年林业总产值达 15.3 亿元。

依托青山绿水，鲁山着力发展旅游产业，加快构建乡村旅游体

系，带动群众增收。全县发展农家乐专业村 30 个、旅游村 78 个，还开

展农家乐星级创建和评定活动，引导 1000 余家农家乐提档升级。近

10 万名群众从旅游相关产业中受益。

以往的穷山沟，变成游客青睐的“香饽饽”。旅游旺季，四棵树乡

张沟村 30 余家农家乐家家爆满，每家年纯收入均在 10 万元以上。全

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四棵树乡黄沟村驻村第一书记陈京玉，指导

10 余户农户，将老房子改造成自助农家院，解决了不少村民的就业、

增收问题，每年还给村集体带来 13 万元的收入。

“我们要按下绿色发展的快进键，交出一份合格的生态文明建设

答卷，让绿色成为这里的‘最美底色’、生态成为这里的‘第一品牌’。”

平顶山市政协副主席、鲁山县委书记杨英锋说。

河南鲁山大力造林绿化，森林覆盖率达 56%

生态好 产业旺
本报记者 龚金星

近日，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长江岸边，30 万亩油菜花竞相开放。大

江东流，春暖花开，构成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当地政府以花为媒，推出

了乡村振兴游、生态湿地游等特色旅游线路，游客在春天里感受山河秀

美，畅享春光。

左学长摄

长江岸边
好春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