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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州 12月 18日电 （记者李纵）日前，广东省林业局公布

2023 年广东省森林城镇名单，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等 35 个镇成功

入选。这是广东省首批森林城镇，将示范带动提升城镇人居环境

和人民生态福祉。

据了解，广东省森林城镇分为生态旅游型、休闲宜居型、岭南

水乡型 3 种类型。其中，生态旅游型重在依托森林景观资源、红色

旅游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为城乡居民提供生态游憩、森林体验等

活动；休闲宜居型要求依托城镇建成区内的森林绿地资源，以满足

城乡居民日常休闲、健身锻炼、文化娱乐等需求为目标；岭南水乡

型明确依托城镇乡村的江、河、湖、库等湿地资源，构建林水相依的

生态格局。

广东公布首批森林城镇名单

本报重庆 12月 18日电 （记者刘新吾）记者近日获悉：为更好

保护耕地，重庆市城口县利用“协管员+铁塔视联+卫星遥感”监测

手段，从以“人防”为主向“人防+技防”方式转变，并借助卫星遥感

等技术比对耕地变化，其分辨率可精确到 1 米。

据了解，城口县山多地少，耕地资源稀缺。城口建立并完善村

级规划自然资源协管员制度，在全县 204 个村（社区）各聘请 1 名规

划自然资源协管员，建立耕地保护网格化体系。耕地保护网格化

体系今年建立以来，在进一步遏制耕地“非农化”、永久基本农田

“非粮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重庆城口优化监测手段保护耕地

蓝天保卫战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中

之重。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先后印发

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打赢蓝天

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推动空气质量明显

改 善 ，PM2.5 浓 度 和 重 污 染 天 数 大 幅 下

降。为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蓝天获得感，国

务院近日印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

划》，以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

到 2025年，全国地级及
以 上 城 市 PM2.5 浓 度 比
2020年下降 10%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0 年，

PM2.5 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

浓 度 为 37 微 克/立 方 米 ，较 2015 年 下 降

28.8%；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率为 87.0%，较 2015 年提高 5.8 个百

分点，均超额完成“十三五”约束性指标要

求 ，人 民 群 众 蓝 天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显 著

提升。

“我国大气环境形势依然严峻，部分地

区秋冬季 PM2.5 污染突出，大气环境问题

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仍然存在，空气

质量与保护人民身体健康的要求、与美丽

中 国 建 设 目 标 仍 有 较 大 差 距 。”这 位 负 责

人说。

生态环境部总工程师、大气环境司司

长刘炳江表示，在总结过去 10 年大气污染

治理工作的基础上，《行动计划》传承延续

了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协同推进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以改善空气质量为核心，以

减少重污染天气和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突

出大气环境问题为重点，以降低 PM2.5 浓度

为主线，大力推动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

物减排，扎实推进产业、能源、交通绿色低

碳转型，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多赢。

《行 动 计 划》明 确 提 出 ，到 2025 年 ，全

国 地 级 及 以 上 城 市 PM2.5 浓 度 比 2020 年

下降 10%，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控制

在 1%以 内 ；氮 氧 化 物 和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排

放 总 量 比 2020 年 分 别 下 降 10%以 上 。 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 PM2.5 浓度分

别下降 20%、15%，长三角地区 PM2.5 浓度

总体达标，北京市控制在 32 微克/立方米

以内。

优化调整大气污染防
治重点区域，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从“2+26”城市扩为“2+
36”城市

《行动计划》对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进行优化调整，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

角地区、汾渭平原作为三大重点区域，提出

了更严的任务措施、更多的政策支持和更

高的目标要求，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全

国空气质量改善。

2013 年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行 动 计 划》

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共 47 个城

市 划 为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重 点 区 域 。 2018
年 ，《打 赢 蓝 天 保 卫 战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将 重 点 区 域 调 整 为 京 津 冀 及 周 边 地 区

“ 2+26”城 市 、长 三 角 地 区 和 汾 渭 平 原 共

80 个城市。

“随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持续推进，

在重点区域空气质量改善的同时，其他部

分 非 重 点 区 域 城 市 大 气 污 染 问 题 逐 渐 凸

显，如位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和长三角地

区之间的苏皖鲁豫交界地区，PM2.5 浓度

已经与重点区域基本相当，而且在特定气

象条件下还会对重点区域产生传输影响。”

刘炳江表示。

《行动计划》结合近年工作实际，综合

考虑区域污染传输贡献、空气质量状况、行

政管理需求等因素，对个别城市进行优化

调整。将 PM2.5 浓度较高的山东南部、河南

中南部等城市纳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更

有利于开展区域联防联控；调整了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和汾渭平原的部分城市，使得

一个省份只在一个重点区域内，以降低行

政成本；将 PM2.5 浓度基本稳定达标且对长

三角地区污染贡献较小的浙江南部、安徽

南 部 的 部 分 城 市 调 出 ，突 出 重 点 、精 准

发力。

刘炳江介绍，《行动计划》将大气污染

防治重点城市总数调整为 82 个，调整后的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从“2+26”城市扩为“2+
36”城市。

更加突出交通绿色低
碳转型，推动污染防治和经
济发展协同双赢

《行动计划》部署了 9 项重点工作任务，

涉及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面源

污染治理等方面，其中一大亮点是更加突

出交通绿色低碳转型，推动氮氧化物、挥发

性 有 机 物 等 多 污 染 物 协 同 减 排 ，例 如 ，到

2025 年，铁路、水路货运量比 2020 年分别增

长 10%和 12%左右。

“现在，北方地区的重污染过程，氮氧

化物是拉动 PM2.5 浓度快速上升的主要因

子。氮氧化物的排放，机动车等移动源是

第一大来源。”刘炳江介绍，《行动计划》中，

交通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量化指标最多，

措施最细最具体。

近 年 来 ，我 国 运 输 结 构 调 整 卓 有 成

效 ，“公 转 铁 ”工 作 进 展 明 显 ，铁 路 运 输 量

连 续 6 年 增 长 ；新 能 源 汽 车 、零 排 放 移 动

源推广有进展；累计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

约 4000 万辆，机动车清洁化水平提高；机

场 、港 口 码 头 非 道 路 机 械 电 动 化 大 规 模

推进。

刘 炳 江 介 绍 ，货 运 结 构 调 整 将 更 加

聚 焦 关 键 领 域 ，推 动 货 物 清 洁 运 输 。 比

如 煤 炭 领 域 ，强 化 煤 炭 主 产 区 煤 炭 和 焦

炭 中 长 距 离（运 距 500 公 里 以 上）运 输 要

求，铁路运输比例力争达到 90%。机动车

清 洁 化 发 展 更 加 强 调 新 能 源 化 ，抓 好 公

共 领 域 车 辆 和 重 型 货 车 两 个 重 点 ，促 进

清 洁 化 水 平 大 幅 度 提 高 。 非 道 路 移 动 源

更 加 强 化 综 合 治 理 ，坚 持 新 能 源 替 代 与

老 旧 机 械 淘 汰 同 步 发 力 。 成 品 油 质 量 更

加 突 出 全 链 条 监 管 ，要 求 有 关 部 门 加 强

油 品 进 口 、生 产 、仓 储 、销 售 、运 输 、使 用

全环节监管。

“《行动计划》一个突出创新点在于，更

加关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

南开大学教授冯银厂认为，多年攻坚后，传

统治理方法的减排空间在逐渐收窄，目前

已进入探索污染防治和经济发展协同实现

双赢的阶段。《行动计划》释放出这样的信

号，要从根本上、从发展路径上去思考大气

污 染 防 治 的 未 来 方 向 ，引 领 全 社 会 努 力

攻坚。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空气质

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将作为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对问题

突出的地区，视情组织开展专项督察。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近日印发—

改善空气质量 推进绿色低碳转型
本报记者 寇江泽

核心阅读

近日，国务院印发《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
划》（以 下 简 称《行 动 计
划》），明确了今后一段时
间大气污染治理的工作重
点和行动举措。《行动计
划》提出，到 2025年，全国
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浓
度比 2020年下降 10%，重
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控
制在 1%以内；氮氧化物和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
比 2020 年分别下降 10%
以上。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本版责编：程 晨 张 晔 董泽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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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月 18日电 （记者董丝雨）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

面向“三北”进军专题动员会上获悉：按照“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

战役主攻方向，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将推动在相关地区建立 15 个

先行先试科技高地，组成科技特派队下沉一线、承包地块，集中科

技力量全力支撑“三北”工程攻坚战。

科技创新为新时代防沙治沙和“三北”工程建设提供了强有力

支撑。今年以来，国家林草局统筹林草科研力量，对“三北”工程建

设启动实施一系列科技行动计划，已取得初步成果。其中，依托中

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成立的三北工程研究院，填

补了我国重大生态工程建设没有相对应科研机构支撑的空白。

未来，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将瞄准“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

役区域生态治理的堵点、卡点、难点、靶点开展科技攻关，不断提高

林草系统的科技创新能力；加强机制创新，推进与“三北”工程建设

区主要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对接机制，确保提出的科技

需求落细落实；拓展国际合作，积极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科技需

求，为全球防沙治沙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建立15个先行先试科技高地

集中科技力量支撑“三北”工程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