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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福建霞浦，一座美丽的海
边小城。凭借优越的自然环
境，当地人以海为生。然而，
这里的海上养殖一度出现无
序无度的状况，生态环境受
损、城市发展也受到影响……
为改变“靠海吃海”的方式，当
地实施海上养殖综合整治行
动，恢复海上养殖生态，推动
生态环境和经济协同发展。

本报北京 5月 21日电 （记者寇江泽）生

态环境部近日印发新修订的《生态环境行政

处罚办法》，在处罚种类、时限、权限、程序、执

法方式等方面作出调整，确保生态环境执法

队伍严格规范依法开展执法活动。《处罚办

法》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处罚办法》修订以新行政处罚法的精

神实质和核心要义为基础，严格遵守行政处

罚领域的通用规范，同时紧密联系生态环境

执法实际，突出生态环境领域执法特点，增强

生态环境执法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严格约

束行政执法行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

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这位负责人介绍，文件名称由原来的《环

境行政处罚办法》改为《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

法》，条款数目由原来的 82 条增加至 92 条，依

据行政处罚案件办理流程，按立案、调查取

证、案件审查、告知和听证、法制审核和集体

讨论、决定、信息公开的顺序进行分节规定。

在具体内容上，修改完善处罚种类。新

增了通报批评，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一定时期内不得申请行政许可，责令限期

拆除等处罚种类；修改完善调查取证的相关

规定。细化自动监测数据的应用要求，突出

标记规则的重要作用；完善行政处罚裁量权

的相关规定。完善了不予处罚的情形，增加

了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形；规范和细化行

政处罚的程序。新增应当组织听证的条件和

听证的程序要求，明确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的范围、审核内

容以及审核意见；补充增加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内容。在第

三章“普通程序”中单独增加“信息公开”一节，对公开的主体、

公开的内容、不予公开的情形、隐私保护、公开的期限、公开撤

回等内容进行细化规定；修改相关时限和罚款数额。对立案

时限、作出处罚决定的时限、适用简易程序的处罚金额、较大

数额罚款等时限和数额作出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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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月 21日电 （记者寇江泽）为贯彻落实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战略，严厉打击黄河流域

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等违法犯罪行为，保障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安全，生态环境部于近日印发《关于深入开展 2023—

2024 年黄河流域固体废物倾倒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全面

部署黄河流域固体废物倾倒排查整治工作。

2021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连续两年组织开展黄河流域“清废

行动”，对黄河干流及部分支流（段）的固体废物倾倒情况进行了

全面排查整治，排查面积约 13.3万平方公里，累计排查问题点位

2049 个，共计清理各类固体废物 8888.2 万吨。通过整治，有

效预防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安全风险，为贯彻落实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战略打下了坚实基础。

2023—2024 年，生态环境部将在巩固好 2021—2022 年黄

河流域“清废行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整治力度，将黄河流

域 9 省（区）的重要支流、重要湖库、重点工业园区、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区域纳入排查整治范围，覆盖

面积近 20 万平方公里，对固体废物倾倒情况进行全面排查整

治，不断把黄河流域“清废行动”推向深入。

2023—2024年黄河流域“清废行动”启动
2021年以来累计排查问题点位2049个

本报北京 5 月 21 日电 （记者李红梅）5 月 20 日开始，南

方开启新一轮降雨过程。21 日白天，陕西南部、河南西南部、

湖北西北部和中部、安徽南部、湖南北部、江西中部、浙江西南

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湖北荆州和咸

宁、湖南岳阳、江西九江和上饶等局地出现大暴雨。中央气象

台预计，22 日南方降雨范围减小、强度减弱，江南华南等地有

较强降水。21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分别与水利部、自然资源部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预计 21 日夜间至 22 日，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部分

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

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受冷空气影响，四川盆地、江淮、江汉

东部、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 4—5 级偏北风，阵

风 7—8 级。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江南华南等地有较强降水

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500 多公里海岸

线蜿蜒延伸，海域面积达 2.89 万平方公里。

优越的自然环境，让当地人习惯以海为

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霞浦全县渔业从业

人口达 26 万人，占全县人口数量的一半以

上，海水养殖业年产值超百亿元。然而，随着

市场需求的扩大，海上养殖一度出现无序无

度的状况。2018 年 7 月，霞浦下决心进行海

上养殖综合整治，推动海上养殖规范化、可持

续发展。

高 密 度 海 上 养 殖 ，
一度造成生态破坏

提起霞浦，很多人会联想到大黄鱼、海

带、紫菜。其实，霞浦大力发展海上养殖只是

近几十年的事。霞浦渔业资源丰富，过去人

们仅靠捕捞，就能满足绝大部分的生产生活

需要。

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原始海产品

供不应求。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养殖技术与

设备的进步，霞浦开始大力发展海上养殖业。

10 多年前，在霞浦县溪南镇七星村，渔

民董祖带着十几口网箱的大黄鱼，也加入了

海上养殖的行列。一年又一年，董祖口袋鼓

了起来，却眼见着门前那片海上的网箱越来

越密，到 2016 年前后，连航道都被挤没了。

前些年，每到春末夏初，董祖总在担心

中度过，这是大黄鱼白点病的高发期。“养殖

密度过大，超出了自然承载能力，海水流动

性变差，大黄鱼得病后的死亡率明显上升。”

董祖说。

2017 年，白点病叠加台风过境，大黄鱼

大片死去，混合着白色泡沫的网箱，漂浮在海

面上。生态环境恶化的后果，最终也严重影

响了海上养殖业发展。就在同一年，福建省

部分海域高密度养殖问题引起中央环保督察

组的关注，并被责令整改。

开展综合整治，恢复
海上生态

2018 年 7 月，在省市两级督导下，霞浦打

响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攻坚战，成立由县委书

记挂帅的领导小组。

起初，作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霞浦县

委政法委书记卓小专自己都信心不足。“涉及

的海域之广、规模之大、群众数量之多、利益

之深令人难以想象。”卓小专说。

综合整治包含两方面。其一，通过“清

海 行 动 ”，重 新 规 划 和 调 整 养 殖 海 域 ，推 动

原 先 无 序 、无 度 的 养 殖 向 有 序 、规 范 化 转

变；其二，用可再生的环保塑胶浮球替换原

先 的 泡 沫 浮 球 ，推 动 海 上 养 殖 向 生 态 环 保

可持续转变。

经过实地调研、专家论证、反复讨论，当

年 ，《 霞 浦 县 海 水 养 殖 水 域 滩 涂 规 划

（2018—2030 年）》出 台 ，明 确 禁 养 区 、限 养

区、养殖区、航道等区域划分，依据规划，对禁

养区进行清退，对限养区、养殖区实施升级改

造。霞浦构建“镇村一体、山海联动”工作格

局，从县直机关和无海上整治任务的乡镇（街

道）抽调两批干部 189 人支援沿海重点乡镇，

集结县乡村三级共 750 多人对重点海域逐个

攻坚。

尽管决心如此之大，但实施起来，面临的

困难还是超乎了卓小专的想象。

“一说要海上整治，群众觉得挺好。可一

旦涉及个人利益，大家就开始犹豫。”卓小专

说。找突破口，工作专班从当时有困难、有顾

虑的渔民入手。

在七星村，听说改造后的环保塑胶浮球

不仅更环保、美观，以后还能以此发展海上旅

游，董祖来了兴趣：“大黄鱼存活率低，根源在

养殖环境。过去，我试了很多办法，都无济于

事。如今政府下决心治理，我愿意一试。”就

这样，董祖率先将泡沫浮球升级为环保塑胶

浮球。

效果很快显现。董祖改造后的养殖区变

了样，第二年大黄鱼总产值就翻了一番。“大

黄鱼品质和存活率明显提升。不仅如此，新

型 环 保 塑 胶 浮 球 更 抗 台 风 ，使 用 年 限 也 更

长。”面对变化，董祖很惊喜。

示范效应下，工作专班借势推动，对支

持 改 造 的 渔 民 发 放 补 助 ，对 有 困 难 的 渔 民

帮助解决生产生活问题……经过 3 年攻坚

克 难 ，霞 浦 实 现 全 县 海 域 环 保 塑 胶 浮 球 改

造率 100%。

在改造养殖设备的同时，霞浦同步推进

海漂垃圾治理、航道清理、养殖区域规整，并

在海上设置垃圾桶、改造卫生间，引导渔民自

觉养成保护海洋环境的意识。霞浦海面又恢

复了蔚蓝。

发 展 旅 游 新 业 态 ，
带动城市发展

2008 年，几张霞浦自然风光和海上耕作

的照片火遍全网，让霞浦这个海边小城，逐渐

吸引无数摄影爱好者和慕名而来的游客。

2013 年，当地因势利导，将旅游列入全

县重点产业。以“生态休闲度假”为定位，瞄

准自然风光，完善基础设施，鼓励村民发展民

宿、农家乐等旅游新业态。

霞浦县海尾村，曾是全县最贫困的村之

一 。 2018 年 ，看 着 霞 浦 的 旅 游 业 越 来 越 红

火，村民姜瑜辞掉工作回到家乡，成立了一支

3 人团队，围绕村子自然风光开发体验游。

如今，这支队伍已发展到 12 人，几乎都是返

乡回来的青年。对姜瑜来说更重要的是，“原

先最穷的海尾，现在只要人们提到，都是眼前

一亮”。

村民的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了，制作小吃、

当摄影模特、当导游……围绕旅游的产业链

不断延伸。

住民宿、吃海鲜、体验赶海……如今，旺

季的霞浦一房难求。据统计，2022 年，霞浦

实现年接待游客 700 万人次以上、旅游收入

超 60 亿元。

“美了环境，富了口袋，提高的是生活品

质，带动的是整个城市的发展。”霞浦县委书

记郭文胜说，在霞浦，这样的溢出效应不断凸

显，“下一步，霞浦将更加用心守护好这片蔚

蓝之海、希望之海，大力发展海洋文化、海洋

经济，实现生态环境和经济协同发展。”

图①：霞浦县三沙镇海域（摄于 2022 年

10 月）。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图②：霞浦县三沙镇民宿。

霞浦县人民政府供图

开展生态整治、带动城市发展，福建霞浦—

用心守护这片海
本报记者 王崟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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