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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秋天，黄灿灿的落叶铺满晒场和小

道，随手一拍都是美景。”说起浙江诸暨市大唐

街道银杏村，摄影者张美红感慨。

每到周末，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何行

也会来到银杏村，他是一名生态保护志愿者。

“这一年多来，我每月都来看几次，看看这些古

银杏树长势好不好。”他说。

银杏村因树得名，百年以上的古树名木有

207 棵，最老的一棵已有 800 多年树龄，村里的

银杏古树群 2003 年被列入浙江省古树群保护

名录。但在 2022 年，古树群的生长受到了一些

影响。2022 年 5 月，志愿者苏凌蓉在银杏村发

现，村里在房屋改造过程中，对地面进行硬化改

造，一些古银杏树的树根被水泥浇筑后，树的长

势受影响，部分枝叶枯萎。

对此，诸暨市人民检察院发出行政公益诉

讼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去除水泥。村支书顾益

平却有苦衷：“银杏树分布在村子多处，村里道

路狭窄，比如一棵一树双枝、树围 40 厘米的古

银杏树长在一条宽 1.5 米、长 7 米的小道上，13
户人家都要从这条小道进出，如果银杏树树根

周围恢复泥地，剩下的硬化路面连儿童车都很

难通过，会影响村民出行。”

村里把情况上报后，专家到现场查看，提出

解决方案：在树根处打孔，孔洞用细石子填平。

这样，树根有了透气的空间，村民进出道路也

平坦。

诸暨市是浙江省古树最多的县级行政区，

拥有包括银杏在内的古树超 4.6 万棵。为了更

好保护古树，诸暨市将古树名木保护纳入林长

制考核。2022 年，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

市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古树名木保护协

作配合机制的意见》，建立线索移送机制、办案

协作机制、联席与会商机制，诉讼机构与行政部

门共同发力，携手保护古树资源。诸暨为银杏

树树根“透气”的做法，也得到浙江省相关部门

的重视。2022年 8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和省政

协联合进行古银杏树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听

证，省里还将古银杏树保护纳入“微改造、精提

升”重点工程。

浙江农林大学教授赵宏波介绍，浙江很早就

开始了对银杏树的保护和利用，很多古银杏树都

是基于历史文化人物和场所保护下来的，分布在

村头田间。对于生长在身边的古树名木，村民、

市民的自发守护是很有效的保护方式。

浙江在完成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后，以

此为基础建立了数字化平台，开展征集浙江省

古树名木“形象标识”活动，并设计制作了全省

统一样式的古树名木铭牌。每一块铭牌上，都

有这一株古树名木专属的二维码，相当于“古树

身份证”，遇到古树名木遭到破坏侵害的情况，

扫描二维码就能向相关部门反映。

“诸暨市 2022 年就为 148 株古树名木补上

了‘身份证’。”诸暨市林业局高级工程师斯海平

说，诸暨市还组织专班走村入户，宣传古树保护

法律法规，提高群众的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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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3日电 （王浩、种震宇）记者从水利部

获悉：“十四五”以来，3.7 万多座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设

施、2.6 万多座大坝安全监测设施建成并投入使用，有力提

升水库监测预警能力。各地 48226 座乡镇村组分散管理

的小型水库实现专业化管护全覆盖，夯实水库安全管理

基础。

水库是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

水网重要结点，在防洪、供水、发电、生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水利部建立健全除险加固常态化机制，强化

水库安全鉴定，加快推进除险加固，科学实施降等报废，“十

四五”以来中央已安排实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11763 座、水

库降等报废 3200 座。水利部积极推进现代化水库运行管

理矩阵建设，提升水库精准化、信息化、现代化管理水平，力

争到 2025 年先行先试工作全面完成，总结形成一批效果

好、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十四五”以来

2.6万多座大坝安全监测设施建成使用
有力提升水库监测预警能力

本报武汉 1月 3日电 （记者范昊天）记者从交通运输

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2023 年，长江经济带船舶岸电使

用量 1.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4%，提前 2 年实现“十四五”

用电量超亿千瓦时目标；长江经济带船舶垃圾、生活污水交

付量同比分别增长 50.2%、30.8%；长江水系投用新能源和

清洁能源动力船舶 300 余艘。

2023 年以来，长江航务管理局联合长江水系 13 省份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发布倡议，鼓励支持新能源、清洁能源船舶

产业链发展，推动新能源船舶建成投运，持续构建“船—港—

城”一体化治污新格局。

2023 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预计 38.8 亿吨、三

峡枢纽货物通过量预计 1.7 亿吨、引航船舶载货量预计 4.5
亿吨，同比分别增长 8.1%、7.6%、7.5%，均再创历史新高。

2023年长江经济带船舶

岸电使用量超亿千瓦时

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

通过，并于今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为什么要修订这部法律？法

律规定有哪些亮点？如何推动落实？

坚持陆海统筹、区域联动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加大海洋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修复

力度，全国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呈稳中向好趋势。与此同

时，海洋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等问题仍然突出。

“修订海洋环境保护法，对保护和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让

人民群众享受到碧海蓝天、洁净沙滩，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生态环境部海洋

生态环境司副司长胡松琴表示。

坚持陆海统筹、区域联动，是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的

一大亮点。

海洋生态环境问题，表现在海里，根子在陆上。全国人大

环资委法案室副主任林丹介绍，这次修订突出体现了陆海统

筹理念，增加陆海统筹作为海洋环境保护应当坚持的原则，并

在具体的制度规定中予以落实。

比如，法律明确国家实施陆海统筹、区域联动的海洋环境

监督管理制度；明确全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应当与全国

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统一海岸工程与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海

洋环境保护要求，做好与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的衔接，

统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沿海产业结构调整；针对近岸海域

突出环境问题，以入海排污口、入海污染物排放等为管控重

点，持续加强陆源污染防治，强化入海排污口监管，明确各类

入海排污口的排查整治和日常监督管理。

海洋垃圾是人民群众感受最直接、反映最强烈的海洋污

染问题之一。法律聚焦海洋垃圾这一突出海洋生态环境问

题，明确建立海洋垃圾监测、清理制度，建立海洋垃圾监测、拦

截、收集、打捞、运输、处理体系并组织实施。“这些规定体现了

系统治理的思路，多环节、多举措遏制海洋垃圾入海数量，通

过拦截、收集、打捞已经进入海洋的垃圾并上陆处理，形成了

海洋垃圾陆海统筹治理的闭环。”胡松琴说。

加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

我国是世界上海洋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新

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加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

林丹介绍，法律总体上强化了生态保护理念和生态保护

要求，在立法目的中增加保障生态安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内容，将“保护优先”作为海洋环境应当坚持的原则。

“这次修订，第一次使用了‘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条文措

辞，海洋生态保护一章中多数条款都包含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内容。”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院长唐议介绍，法

律明确规定“国家加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建设“海洋

生态廊道”的要求，“在海洋环境保护中，也要对典型、代表性

的生态系统进行完整保护，维护其生态服务功能。”

在开发利用方面，法律规定开发利用海洋和海岸带资源，

应当对重要海洋生态系统、生物物种、生物遗传资源实施有效

保护，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并对引进海洋动植物物种提出了

避免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要求。

法律还明确建立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并对补偿方式

进行列举，包括转移支付、产业扶持等。

进一步推进海洋环境监督管理制度建设

为进一步推进海洋环境监督管理制度建设，新修订的海

洋环境保护法压实部门和地方责任，明确职责分工，完善体制

机制。法律明确要求，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其管理

海域的海洋环境质量负责，实行海洋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

考核评价制度。同时，增加生态环境分区管控、重点海域综合

治理、约谈整改、查封扣押等制度。此外，还完善了规划、标

准、监测、预警等制度。

“对于未完成海洋环境保护目标的海域，省级以上人民政

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采取区域限批和约谈政府有关部门

主要负责人的措施，这将有利于进一步压实地方政府主体责

任。”胡松琴说。

值得一提的是，法律针对海洋倾废监管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完善审批与管理制度，加大监管力度。胡松琴介绍，法律

明确加强废弃物源头管理，增加“国家鼓励疏浚物等废弃物的

综合利用，避免或者减少海洋倾倒”有关规定。同时，科学布

局海洋倾倒区，尽可能减少倾倒活动对倾倒区及其周边海洋

生态环境的影响。

在法律责任方面，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增加了处罚事

项、加大了处罚力度、丰富了计罚方式和处罚手段。胡松琴表

示，这些规定有效解决了“该硬不硬、该严不严、该重不重”的问

题，完善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增强了法律的震慑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表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履

行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各项职责义务，用最严格制度、最严

密法治保护海洋环境。要加快完善配套规定，确保法律规定的

各项制度落地生根、有效实施。还要加强宣传普及，增强海洋

环境保护意识，激发全社会共同呵护海洋环境的内生动力。

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今年1月 1日起施行

用 法 治 力 量 护 碧 海 银 滩
本报记者 寇江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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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的故事古树的故事R

本报北京 1月 3日电 （记者董丝雨）记者从国家林草

局获悉：为加强陆生野生动物种群及其栖息地保护，我国发

布了首批 789 处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保护了

82.36%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种类。

根据我国陆生野生动物物种的重要性、种群数量和栖

息地区位重要性、特殊代表性等，首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

息地共分为珍贵濒危物种生存繁衍区域、野生动物集群分

布区域等 6 类，涉及 31 个省份，覆盖了 565 种国家一、二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繁衍地、迁飞地，包括兽类

127 种、鸟类 339 种、两栖爬行类 62 种、昆虫 37 种。

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对加强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保护

的要求，国家林草局组织专家收集了 20 多年来我国各项野

生动物资源调查所掌握的信息、数据，分类梳理了我国野生

动物自然分布的特点、种群活动规律和生物学习性，制定了

《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认定暂行办法》，对陆生野生动

物重要栖息地的认定标准、评估程序、档案信息、范围划定、

命名规则等作出技术性规范。经逐一分析评估，筛选出第

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

国家林草局发布

首批789处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

本报北京 1月 3日电 （记者董丝雨）日前，由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提出，全国湿地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中国

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起草编制的《湿地生态

修复技术规程》（以下简称《规程》）林业行业标准发布实施。

《规程》首次以行业标准的形式，规范了湿地生态修复

的流程和技术实施等要求，填补了湿地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标准化的空白，对推进我国湿地全面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据悉，《规程》以生态优先、自然修复、科学施策、整体修

复为原则，制定了湿地退化修复前生态调查、退化生态状况

诊断、修复目标设定和方法选择、生态修复方案制定和技术

实施、生态监测及修复效果评估等技术流程；明确了生物完

整性、土壤种子库、指示物种、水质、水源补给状况等湿地退

化生态状况评估指标；提出了根据退化诊断结果，并结合湿

地生态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确定生态修复的结构完

整性和功能稳定性等不同目标，分区分类选择自然恢复、人

工辅助和生态重建等修复方式；阐述了微地形改造、基质修

复、水文恢复和水质改善、生物多样性及其生境恢复、生态

监测与效果评估等技术规程；提供了常用的湿地植物种类

及种植要求的资料性附表。

推进湿地全面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湿地生态修复技术规程发布实施

本报北京 1月 3日电 （刘毅、黄锦）中国人民大学环境

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

展与战略研究院近日联合发布“中国城市生态资产管理指

数 2023”。

据介绍，这是中国城市生态资产管理指数的首次发布。

该指数以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评估对象，编制涵盖生态资

源禀赋、政府生态资产管理、生态保护补偿、市场化价值实现

四大领域，在广泛收集数据及科学赋权的基础上，形成城市

生态资产管理综合指数和四大领域分指数，全面评估了全国

地级及以上城市生态资产管理的现状及特点。

“中国城市生态资产管理指数”首次发布

图 ① ② ：银 杏 村 秋 色（摄 于

2023 年 9 月）。

唐陆奇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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