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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午 10 点 ，从 上 海 出 发 的“ 长 航 集 运

0329”号集装箱船停泊在湖北宜昌临江坪待闸

锚地，等待通过葛洲坝船闸。船长席映军在

“ 船 E 行 ”APP 上 提 交 了 一 份 污 染 物 交 付 订

单。船上 10 余名船员，在近 10 天的航行中产

生了 2.5 立方米生活污水。

“出发，去第二排待检区！”行驶在锚地附近

的污染物接收船“宜昌环保 9 号”船长张首之在

“净小宜”小程序上接单后，循着导航指挥开船。

10 分钟后，两艘船停靠在一起，生活污水

通过排污泵被抽到污染物接收船上。污水交

付完成后，两位船长的手机上都收到了一张船

舶污染物接收电子联单，上面清楚地标明污水

接收的时间和数量。“以前收垃圾，要沿着锚地

一艘船一艘船地去问。现在行船自己会提交

申请，我们线上接单、点对点服务，方便多了！”

张首之说。

宜昌市拥有 232 公里长江岸线，每年约 6
万艘（次）船舶在此通行。受葛洲坝和三峡大

坝两座船闸通行能力制约，大量船舶在江上锚

泊待闸是常态。宜昌市水路交通执法支队支

队长胡继学告诉记者，为节约时间、降低成本，

船舶大多选择在待闸期间交付污染物，“宜昌

江段行船多，船舶不靠岸、停留时间长，污染物

交接、转运、处置工作监管压力大。”

除了生活污水，行船还会产生生活垃圾和

含油废水，这几类污染物涉及不同的监管部门

——生活污水归住建部门管，生活垃圾归城管

部门管，含油废水则归环境部门管，船舶和港

口本身又分别归属海事和交通部门。“污染物

从哪来，到哪去了？以前，大家信息不互通，谁

也说不清。”胡继学说。

2019 年，宜昌市推出船舶污染物协同治理

信息系统“净小宜”。系统由应用程序、后台数

据库及显示大屏三部分组成，既是船舶污染物

接收、转运、处理的工具，也是承载多部门协同

监管的公开平台。

临近中午，“宜昌环保 9 号”接收船满载着

垃圾。张首之再次点开“净小宜”，提交 60 立

方米生活污水的转运申请，宜昌市红联船舶

污染物转运码头调度员杨红新接单。杨红新

将 船 上 的 排 污 泵 与 岸 上 的 生 活 污 水 管 道 相

接，污水泵入市政管网进行无害化处置。宜

昌市交通运输智慧中心大厅的显示屏上，实

时显示这批污染物的处置去向，监管部门能

够随时追踪。

“生活污水由码头接单转运，直接排入市

政管网；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接单，通过环卫

车转运至固废处理中心；含油废水在码头经预

处理后，由油罐车转运至炼油厂。”宜昌市交通

运 输 智 慧 中 心 负 责 人 李 宪 介 绍 ，通 过“ 净 小

宜”，过往行船、接收船舶、转运车辆、终端处理

单位 4 个主体实现联动，电子联单制打破了监

管部门间的信息壁垒，污染物“交接转处”全流

程可以做到闭环管理。

李宪介绍，自 2019 年 11 月“净小宜”上线

以来，截至 2021 年 4 月 27 日，宜昌江段累计接

收 污 染 物 111885 单 ，共 接 收 生 活 垃 圾 2002.7
吨、生活污水 81747.5 立方米、含油废水 5408.3
立方米。目前，“净小宜”已与交通运输部的长

江经济带船舶水污染物联合监管与服务信息

系统“船 E 行”系统对接，全长江干线船舶将统

一通过“船 E 行”开展船舶污染物交付工作，宜

昌江段沿用“净小宜”完成船舶污染物后续接

收、转运、处置工作。

据了解，目前，宜昌市船舶生活垃圾和生

活污水接收转运处置实行全免费。

湖北宜昌推出船舶污染物协同治理系统

打个“网约船” 运走污染物
本报记者 强郁文

本报北京 4 月 28 日电 （记者韩鑫）记者 28 日从

工信部获悉：一季度，我国制造业绿色化转型加快推

进，低碳、智能产品产量高速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单位

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8.1%。

工业是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领域，工

业绿色低碳改造，是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关键。

工信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黄利斌介绍，

今年将组织开展钢铁去产能“回头看”检查，落实压减

粗钢产量任务，持续推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同时，将

编制重点行业碳达峰实施路线图，加快低碳工业园区

建设，通过深入实施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重大工程，

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助力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实现。

一季度，制造业绿色化转型加快推进

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降8.1%

乘索道一路向上，经落叶乔木、飞播成林

的云南松华山松，过竹丛灌木，至山巅便只剩

杜鹃和冷杉——这里便是苍山。

加强巡护，全面禁采大理石

角峰、刃脊、冰斗、冰碛物……海拔超过

3600 米，距今 1 万多年的第四纪末次冰期——

大理冰期——的遗存也开始多了起来。2014
年，苍山这部耗时 20 多亿年孕育的“天然地质

史书”被列入世界地质公园，苍山也因此受到

更多关注，得到更加严格的保护。

如今，这个大理石的命名地，早已全面禁采

大理石。“一块品相好的大理石随随便便就能卖

到上万元，以前个别人会因此铤而走险，不过这

几年，情况已经好转。”大理市苍山保护管理局

银桥巡护所工作人员顾庭辉告诉记者，以往盗

采大理石也就罚款几百元，违法成本远低于收

益；但 2019 年修订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苍山保护管理条例》明确，进行开山、采石、开矿

等破坏景观、植被、地形地貌的活动，不仅要限

期恢复原状或者限期拆除，还要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 5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罚款。

曾经的矿洞如今都已经封堵，但部分露天

大理石矿区被盗采的风险依然存在。为了守

护苍山大理石，顾庭辉这样的守护者要 24 小时

轮流值班，白天巡查，夜间巡护。“晚上、凌晨是

盗采高风险时段，夜晚巡逻是常态，要是遇到

群众举报，还要蹲守。”顾庭辉说。

山路难行，从值班室到露天矿区，单程就

要四五十分钟。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大理市苍山分局副局长袁亚治期待，旧

矿区附近正在建设的实时监控系统能早点运

行，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守护苍山。

环境好、人工繁育有序开
展，苍山渐成野生动物的乐园

“现在气候、土壤条件比较好的地方都是

树。”袁亚治告诉记者，一方面是因为当地持之

以恒的环保教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大家的日

子越过越好，“以往砍树是为了烧柴，现在都用

上了电，谁还愿意上山砍柴？”

树多、环境好，苍山渐渐成为野生动物的

乐园。据介绍，苍山的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但另一方面，虽然树木茂盛，但个别物种由于

自身特性，依然需要人工繁育。

2015 年，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大理市苍山分局副局长杨堂亮在巡护中发现

3 株珍稀植物龙女花。它们虽然能正常开花、结

果，却从不见幼苗。四五年时间不见动静，杨堂

亮和同事开始尝试人工繁育，扦插不成，他的目

光又回到种子繁殖上。

龙女花属于木兰科，杨堂亮分析，可能是

种子落地后水分不够，慢慢失活导致无法繁

殖，“以往苍山积雪多，繁殖没问题。现在季节

性干旱时间长，种子失活的可能性更大。”

杨堂亮想到了沙藏——把种子埋到沙子

里，时不时往里洒水，保持湿润。“不能浇太多，

不然会把种子憋死；但又不能太干，那样种子

可能又会失活。”2019 年，保护区终于在温室内

培育出龙女花幼苗。杨堂亮期待，有一天，温

室内的幼苗长大后，能够再回到野外。

人工繁育、野外放归，在苍山早有成功案

例。从 2009 年到 2015 年，还在大理大学读书

的房以好在老师指导下，花了 6 年时间尝试苍

山白腹锦鸡的人工繁育。为了便于放归，建设

人工繁育基地之初，就选择了远离人群的苍山

深处，从大理大学去一趟基地得 3 个小时，房以

好干脆就长住在山里。

2015 年，房以好把网一撤，几十只白腹锦

鸡悠闲地走到网外，回归苍山。“野外，才是野

生动物最好的归宿。”房以好说。

“虽然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但现

在白腹锦鸡在苍山并不罕见。”已经是大理大学

东喜玛拉雅研究院老师的房以好坦言，白腹锦

鸡的人工繁育项目意义并非补充白腹锦鸡野外

种群，而是掌握其人工繁育、野外放归的完整技

术。房以好估计，如今苍山白腹锦鸡种群数量

超过万只。杨堂亮巡护中的观察也印证了这一

估计：“每天早上 10 点多、下午四五点，只要巡

山，基本都能看到三五成群的白腹锦鸡。”

保护洱海苍山，生产生活
习惯都在跟着改变

苍山十九峰，孕育了十八溪。山上树多，

山间溪活。大理市银桥镇鹤阳村管水员杨现

社带记者沿锦溪一路逆流而上，越往上水流声

越大。到农灌水闸附近，水深已近一米。

以往，当地群众引溪水比较随意；如今，安

装了水闸，取水需上级审批后，杨现社这样的管

水员才会打开水闸放水。一开始有农户嫌麻

烦，如今慢慢习惯了。杨现社说，以往村里用水

免费，可也浪费。如今，改为集中统一供水，家

家户户都知道珍惜水了。

不仅是生活用水，生产用水也越来越节

约。大凤路是洱海苍山之间的一条道路。“大

凤路以下，灌溉优先用农田尾水循环灌溉；到

了旱季需要上报市里统一审批抽取洱海水灌

溉。不过像鹤阳村这样大凤路以上的地块，由

于泵站没有覆盖，到了枯水期还是需要引苍山

溪水灌溉。”大理市水务局局长杨春淑介绍，

2020 年，大理市农业灌溉用水量 2457 万立方

米，其中近三成为库塘水，比 2019 年的 2810 万

立方米减少 12%以上。

保护洱海苍山，生产生活习惯都要跟着改

变。如今，大凤路以上区域的种植结构已经改

变——现在的鹤阳村没了水稻种植，取而代之

的是玉米等旱作品种，“种植水稻要泡田，种植

玉米只有春播时需要灌溉，雨季一来，自然降

水基本就够了。现在村里的灌溉用水量也就

是以前的一半。”杨现社说。

图①：苍山植被茂盛。

图②：云南省大理市。

图③：苍山洱海。 杨继培摄（人民视觉）

探索珍稀物种人工繁育，云南大理——

如画苍山 生机盎然
本报记者 杨文明 叶传增

本报北京 4 月 28 日电 （记

者孙秀艳）入河入海排污口是连

接岸上和水里的关键节点和最后

一道闸口。入河入海排污口排查

整治是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重

要基础性工作。生态环境部执法

局局长曹立平在 28 日召开的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透露，2021 年底

前，生态环境部将完成长江、渤海

和黄河试点地区排污口命名编码

并竖立标志牌，全面实施排污口

“户籍”管理，确保将整治责任及

要求落到实处。

据介绍，2019 年起，生态环境

部 会 同 相 关 省 份 相 继 启 动 了 长

江、渤海和黄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工作，通过无人机航测、人工徒步

排查、专家质控核查“三级排查”

方式，运用高科技，下足笨功夫，

基本摸清了长江、渤海和黄河试

点地区排污口底数，为精准整治

提供了靶向。

曹立平表示，排污口虽小，但

涉及管网建设、污水处理能力、农

业面源管理等多个方面，与城乡

工业、生活布局和产业发展等都

息息相关。需要按照系统治理的

思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紧盯突

出问题，对症下药、分类施策、精

准治理。针对性补齐基础设施短

板，不断提升环境治理能力，推动

优化产业布局，才能真正从源头

解决水环境问题。

他表示，近期将重点抓好三

方面工作。一是完成排污口监测

溯源，掌握排污状况，了解污水来

源，找准污染“症结”；二是制定整

治方案，将排查发现的排污口纳

入管理，明确具体治理措施、责任

单位和进度安排；三是实施分类

整治，立行立改和长期整治相结合，对能够立即解决

的，迅速采取措施解决；对涉及管网建设、污水处理厂

建设等需要时间的，明确阶段目标，由易入难，分步推

进，不搞一刀切。

曹立平还介绍，“十三五”时期我国生态环境执法

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不仅在构建生态环境监督执法体

系方面实现新突破，而且通过严格执法，在推动生态环

境法律法规落地见效方面也取得了新成绩。

据介绍，5 年间，生态环境执法持续保持高压态

势，清理整顿常年累积的违法违规建设项目 64.1 万个，

关停取缔污染严重单位 2 万余家，废除阻碍环境监管

执法的“土政策”206 件。“十三五”时期，全国实施环境

行政处罚案件 83.3 万件，罚款金额 536.1 亿元，分别较

“十二五”期间增长 1.4 倍和 3.1 倍。全国适用新环境保

护法配套办法案件达到 14.7 万件。

生态环境执法畅通环境保护法与刑法的衔接工作，

与公检法部门切实形成执法合力。5 年间，全国累计移

送行政拘留案件 2.9万余件，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1万余件，有力震慑了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生态环境执法还突出重点专项行动，持续强化重

点领域监管。生态环境系统会同多部门，开展水泥、玻

璃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专项督查，推动有效化解 2492 万

吨水泥和 1456 万箱平板玻璃落后产能。连续 3 年开展

严厉打击涉消耗臭氧层物质（ODS）违法行为专项行

动，查处 102 家违法企业，对 19 家四氯化碳（CTC）副

产企业实行驻厂监督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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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贵阳 4 月 28 日电 （记者黄娴）记者日前获

悉：围绕构建案件调查范围清晰、案件办理程序规范、

磋商诉讼有序衔接、受损环境精准修复的案件办理程

序，贵州制定《贵州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办理规程

（试行）》，形成了可操作性较强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件办理指南。

《规程》明确，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包括启

动案件调查、启动索赔、开展磋商、提起诉讼、生态环境

修复等步骤。《规程》规定，在案件调查中，赔偿义务人

主动表示对赔偿相关事项进行磋商的，可以先行启动

磋商，此措施首先可以鼓励赔偿义务人修复的主动性，

其次更加有利于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的修复。

《规程》还细化案件调查范围，规定了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案件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将损害量化金额估

算在 50 万元以下的案件，赔偿义务人对损害责任认定

无 争 议 的 ，采 用 简 易 程 序 办 理 ，其 他 采 取 一 般 程 序

办理。

贵州制定规程

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办理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R

核心阅读

“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
弦万古琴”。苍山是世界地质公
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洱海的重要水源
地，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当地修订条例，严禁开山采
石，建设繁育基地，开展人工繁
育和野外放归，守护苍山生态环
境，维护生物多样性。 ②②

③③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