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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长江流域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日前已

经国务院批复。作为首部经国务院批准的流

域性国家级国土空间专项规划，《规划》对长

江经济带和长江流域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

用、修复等各类活动进行了总体引导和管控。

自然资源部空间规划局副局长苗泽介

绍：“《规划》具有开创性、战略性、协调性和可

操作性，对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深化‘多

规合一’改革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也将为进

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支撑构建

新发展格局，促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发挥重要作用。”

涉及长江流域 1173个县
级行政区域

长江经济带横贯东西、承接南北、通江达

海，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长江流域是一个

整体，沿江各地共饮一江水，是一个生态共同

体。此次《规划》从长江经济带整体性和长江

流域系统性着眼，范围包括长江经济带和长

江流域的陆域国土、内水，以及有关领海。其

中，陆域面积 240 万平方公里，包括长江经济

带 11 个省份全域，以及长江保护法规定的长

江流域其他 8 省份的相关县级行政区域，共

计 1173 个县级行政区域。

作为长江经济带—长江流域空间发展的

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规划》推动形

成承载多种功能、区域协调发展的云贵川渝

区域、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三角洲区域三大主

体功能综合布局。

苗泽介绍，这是统筹考虑区域内人口、资

源、产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要素配置，基

于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

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成果做出的安排。

将推进分布式构建相对完备的区域产业链、

供应链；系统调整区域农业、生态、城镇等功

能空间结构和布局，在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上协调解决空间矛盾冲突；确定区

域性差异化综合措施，促进开发和保护有机

结合，支撑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

经济布局。

到 2025 年，长江大保护
格局基本形成

《规划》实施过程中如何统筹发展与安

全？苗泽介绍，《规划》对长江经济带和长江

流域提出了筑牢空间安全底线的要求，明确

了推动空间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指引。

在坚守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地质安全、

防洪安全等安全底线的基础上，《规划》提出，

到 2025 年，长江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江湖

关系明显改善；到 2035 年，全面建成健康安

澜、生态优美、协调联结、繁荣宜居、特色彰显

的黄金经济带。

多道“安全线”筑牢安全发展的空间基

础。据了解，到 2035 年，长江经济带—长江

流域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59974 万亩，其中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49845 万亩；生

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 80.66 万平方千米；城

镇开发边界面积控制在 7.97 万平方千米以

内 ；用 水 总 量 不 超 过 国 家 下 达 指 标 ，其 中

2025 年不超过 2783.5 亿立方米。明确自然

灾害风险重点防控区域，划定地质灾害、洪

涝、森林防火等风险控制线，落实战略性矿产

资源、历史文化保护等安全保障空间，全面锚

固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底线。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绿色发展示范带

如何实现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黄金经

济带的目标？《规划》对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格局进行了系统安排。苗泽介绍，对于

发展农业，《规划》要求因地制宜打造优质高

效现代化农业空间，支撑长江流域建设成为

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区、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

兴示范区。对于不断提升国土空间宜居性水

平，《规划》要求落实国家重大战略要求，畅通

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间网络联结，促进

区域人口、资源、产业、基础设施等要素合理

流动和高效集聚，合理保障产业发展、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设施等空间，促进山水人城和谐

相融，塑造发展新优势。

对于加强生态保护，《规划》明确，提升生

态系统稳定性，严格落实大陆自然岸线保有

率指标，以流域和区域为单元实施江湖源头、

冰川冻土、河流湖泊、森林湿地、河口海湾等

保护修复，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

展示范带。

“《规划》是对长江经济带—长江流域国

土空间作出的全局安排，是有关地方编制实

施各级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依据，具有严肃

性权威性，必须严格执行。”苗泽表示，要落实

《规划》实施各级行政主体责任，加强区域内

相关规划的衔接和约束，健全国土空间管控

机制，强化《规划》实施部门指导监督，健全省

际协商合作机制，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上图：长江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四褐山

段，货物运输船舶在长江航道上往来穿梭。

王玉实摄（影像中国）

《长江经济带—长江流域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获批复

绘空间蓝图 护一江碧水
本报记者 朱 隽

核心阅读

国务院日前批复《长江经
济带—长江流域国土空间规
划（2021—2035年）》。《规划》
范围包括长江经济带和长江
流域的陆域国土、内水，以及
有关领海，对长江经济带和长
江流域国土空间保护、开发、
利用、修复等各类活动进行总
体引导和管控，为其构建可持
续发展的空间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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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月 25日电 （记者张璁）记者

近日从司法部获悉：截至 2023 年底，全国经

司法行政机关登记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

287 家，鉴定人 5098 名，其中不预先收费的机

构达 141 家，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规范化、法治

化水平不断提高。据统计，自 2015 年环境损

害司法鉴定纳入统一登记管理范围以来办理

案件 10 万余件，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执法

司法活动提供了重要证据支撑。

据了解，为解决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在委

托阶段收取费用，造成办案经费压力较大的

问题，司法部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2019 年

建立了不预先收费鉴定制度，引导鉴定机构

先提供鉴定服务，后收取鉴定费用，有效缓解

检察机关经费压力。

据 介 绍 ，随 着 近 年 来 生 态 环 境 和 资 源

保 护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的 持 续 增 长 ，检 察 机 关

鉴定需求不断增加。为巩固和深化不预先

收 费 制 度 成 果 ，适 应 生 态 环 境 和 资 源 保 护

公 益 诉 讼 新 情 况 、新 要 求 ，2023 年 ，司 法 部

对不预先收费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开

展 评 估 、调 整 、补 充 ，确 定 了 141 家 不 预 先

收 费 的 机 构 。 这 些 机 构 大 多 由 高 等 院 校 、

科 研 院 所 等 单 位 发 起 设 立 ，执 业 范 围 涵 盖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全部 7
大类 47 个鉴定分领域，能够更好地为检察

机关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案

件提供鉴定服务。

积极支持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

司法部确定141家不预先收费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
本报北京 2月 25日电 （记者李红梅）

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2023 年中国风能太

阳能资源年景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公

报》显 示 ，2023 年 全 国 风 能 资 源 为 正 常 年

景，太阳能资源为偏小年景。

《公 报》显 示 ，在 风 能 资 源 方 面 ，2023
年，全国风能资源为正常年景，新疆南部、

内蒙古中西部、四川大部、云南东北部、华

南北部等地 70 米高度风能资源较近 10 年

偏 好 。 从 空 间 分 布 看 ，内 蒙 古 中 东 部 、黑

龙江东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新疆北部

和 东 部 、青 藏 高 原 、云 贵 高 原 的 山 脊 地 区

等地风能资源较好，70 米高度平均风功率

密度超 300 瓦/平方米，有利于风力发电。

在“ 十 四 五 ”重 大 陆 上 新 能 源 基 地 中 ，新

疆、河西走廊、黄河几字弯、冀北等新能源

基地风能资源好。

在太阳能资源方面，2023 年，全国太阳

能资源为偏小年景，年平均水平面总辐照

量 约 为 1496.1 千 瓦 时/平 方 米 ，较 近 10 年

平 均 值 偏 小 1.27%（19 千 瓦 时/平 方 米）。

从空间分布看，2023 年，我国西部地区的太

阳能资源优于中东部地区，新疆、内蒙古、

西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藏、西南地

区西部等地太阳能资源最丰富。在“十四

五”重大陆上新能源基地中，新疆、河西走

廊、黄河上游、黄河几字弯、冀北等新能源

基地太阳能资源较好。

中国气象局发布《2023年中国风能太阳能资源年景公报》
风能资源为正常年景，太阳能资源为偏小年景

小到一虫一草，大到山川海洋，都有

独特的奥秘；生态的修复与治理，碳排放

的测算与控制，也都包含专业的原理。

生态保护的背后，需要丰富而系统的理

论知识支撑。做好生态科普，是提升全

民生态文明素养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公众生态保护意识持续提

升，对生态科普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引导

公众拥抱自然、热爱环境、重视健康，帮

助公众真正获得、理解和思考与生态环

境相关的知识，就显得尤为重要。做好

生态科普，可以帮助公众更清晰地了解

生态环境的基本知识，让公众更好参与

生态保护。

生态文明素养其实是人类生存和持

续发展的重要能力，但要提升生态文明

素养，不能一蹴而就，还得久久为功。生

态科普应该面向更广泛的群体，通过更

生动灵活的形式来开展。

近年来，一些传统媒体利用内容生产

优势推出了不少生态科普精品。报纸杂

志、广播电视上涌现了丰富的生态科普内容，受到广泛欢迎。

青少年是生态科普面向的重点人群，也是构建美好生态

的未来力量。对于青少年而言，图书是重要的生态科普内容

载体之一，是启发青少年产生兴趣和探索思考的重要工具。

近期，随着新学期到来，挑选新的课外读物也列入中小学生及

其家长的日程。然而，不少学生和家长反映，目前市面上的自

然科普类图书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种类覆盖不够全面等问题，

而且，对于自然科普类内容的判断与选择也存在较高门槛，呼

吁更多的出版机构、科普作者投入其中，开发更多优质的生态

科普读物，并通过建立专业的评价、筛选和推广机制，帮助中

小学生选择更合适的生态科普读物。

同时，新媒体平台也是传播生态知识、倡导生态理念的关

键途径。就像部分面向青少年群体的科普类杂志，受众并不局

限于青少年，群众喜闻乐见的生态科普知识也不仅仅通过纸质

出版物传递。比如，一些科普杂志的社交媒体账号活跃，不少

网友会提供形形色色的动植物图片和视频让账号管理者辨认，

相关内容的点击量和转发率都很高；短视频平台有不少自然博

物类博主讲解各类自然现象和科学常识，不少科学家也通过新

媒体平台向公众传播生态知识，潜移默化地提高公众的生态文

明素养。这些内容受到欢迎说明公众对于自然生态知识充满

兴趣，也证明新媒体平台已经成为生态科普的重要渠道。

春意渐浓，草长莺飞，又将迎来踏青好时节，生态科普也

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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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生态文明素养，
不能一蹴而就，还得久久
为功。生态科普应该面向
更广泛的群体，通过更生
动灵活的形式来开展

本报北京 2月 25日电 （记者李红梅）25 日白天，安徽、

江西、上海等地出现小雪或雨夹雪，贵州、湖南等地部分地区

出现冻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南方大部地区气温偏

低，28 日至 3 月 1 日还将有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地区。25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发布低温蓝色预警。

预计 25 日 20 时至 27 日 20 时，湖北东南部、江西西部和中

南部、湖南东部和中南部、贵州大部、广西大部、广东西北部等

地日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 5—7摄氏度，部分地区偏低 7摄

氏度以上；其间，最低气温 0摄氏度线位于浙江中北部、安徽南

部、湖北南部至湖南南部和西部、贵州中部一带。

南方地区有雨雪天气。预计 25 日夜间至 27 日白天，西南

地区东部、江汉、江淮西部、江南、华南以及内蒙古中东部、东

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27 日夜间至 29 日白

天，江南中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雨。

气象专家提醒，25 日凌晨，中央气象台解除冰冻黄色预

警。虽然预警解除，但公众外出仍需警惕路面湿滑，注意交通

安全。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大部地区气温仍偏低，公众需持续

做好防寒保暖措施。

未来三天南方大部地区气温偏低

中央气象台发布低温蓝色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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