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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27日电 （记者寇江泽）3 月 27 日，生态环境部

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

示，生态环境部将积极谋划与美丽中国建设相适应的生态环境领

域科技发展顶层设计，组织开展中长期战略研究，储备推出一批

重大科技项目和科技工程。

近年来，生态环境部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改革，推动

实施生态环境科技创新重大行动，推进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国家

重大科技专项部署，深入推进 PM2.5 和臭氧污染协同防控“一市

一策”驻点跟踪研究，全面实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一市一

策”驻点跟踪研究（二期），启动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第一期）驻点科技帮扶，扎实推进技术培训和科技咨询服

务。国家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服务平台强化平台技术供

给质量，提炼形成约 2000 项重点技术。

王志斌表示，生态环境部将持续深化生态环境科技改革，加

强战略研究和顶层设计，制定发布关于加强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

新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政策文件；推进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国家

重大科技专项实施；聚焦美丽中国建设重点任务，持续凝练储备

推出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和科技工程；组织实施科技帮扶行动，促

进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深化国家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综合

服务平台建设。

记者还获悉：生态环境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

部、水利部印发《关于公布第二批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城市名

单的通知》，确定第二批 19 个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城市，包括

河北省邢台市、山西省吕梁市、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浙江省湖

州市等。生态环境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支持，

引导试点地区着力构建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循环利用有机结合的

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体系，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和典型案例，探索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路径。

聚焦美丽中国建设重点任务

我国将推出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和科技工程

本报北京 3月 27日电 （记者郁静娴）日前，农业农村部、公安

部联合印发通知，决定自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在沿黄九省

份同步开展 2024 年黄河休禁渔期专项执法行动（以下简称“专项

行动”），切实维护黄河休禁渔期秩序。

专项行动明确 4 项主要任务：一是严打非法捕捞行为。紧盯

关键环节、重点群体和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执法投入，创新执法手

段，提升执法质效；加强行刑衔接，强化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损害

赔偿。二是实施流域分段管控。黄河河源区和上游水域实行常年

禁渔，要强化常态化巡护，实行全时管控；中游和下游水域实行阶

段性休禁渔，要严查“三无”船舶涉渔等严重违法行为；海河交汇区

域要重点盯防海船逆流非法捕捞。三是加强市场销售监管。积极

配合市场监管等部门，实行全环节监管，溯源倒查非法水产品来

源，斩断“捕、运、销”黑色利益链。四是强化垂钓监管。多措并举

加强垂钓活动监督管理，严查各类破坏水生生物资源的禁用钓具

钓法，防止以休闲垂钓为名从事非法捕捞生产作业。

两部门强调，开展专项行动是落实黄河休禁渔期制度、促进黄

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举措，沿黄各地渔业渔政和公安部门

要强化部门联动、区域联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高要求，严

厉打击各类违反黄河休禁渔期规定违法违规活动，确保黄河休禁

渔期制度执行到位、黄河水生生物资源得到有效养护。

促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两部门联合部署黄河休禁渔期专项执法行动

在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镇大溪村，海拔

800 米的半山腰之上，一棵棵茶树正冒出新

芽，漫山遍野皆绿意。

其中，有一棵茶树被木质隔栅保护起

来，格外显眼。上前一探，这棵茶树有 1.5 米

高，树冠直径达 2 米，和周围的普通茶树相

比明显偏大，前面还立着一块石碑，碑上写

着“树龄 1000 年”“保护等级 1 级”的字样。

安吉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推广研究员赖

建红介绍，上世纪 80 年代，当地农技人员在

大溪村横坑坞偶然发现了这棵古茶树，其春

茶嫩芽叶张呈玉白色，茎脉呈微绿色，成叶

后，夏秋时其新梢又呈绿色，经鉴定与古籍

中记载一致，为珍稀茶树良种。次年，安吉

县林业科学研究所技术人员剪 取 此 树 枝

条 ，插 穗 繁 育 出 茶 树 品 种 白 叶 1 号，对古

茶树的保护性利用由此展开。“现在安吉广

泛种植的白叶 1 号茶树母本，均源于眼前这

棵古茶树。”赖建红说。

提及保护培育的过程，赖建红直言艰

辛。这棵茶树结的种子繁育后生长出的茶

树叶片是绿色的，没有遗传母本叶白脉翠

的特征。想要得到有这种特征的茶树，必

须要用扦插方式无性繁育。

“品种繁育是一个长期的工程，需要一

代代人接力。”赖建红说，“茶树生长需要每

年精心管护，春季采完茶后进行修株补肥，

夏季抗旱保苗，冬季施足茶肥保证来年春

芽粗壮有力。”

即使精心保护，这棵古茶树也曾遭遇

危机 。“ 2011 年 初 ，山 上 雨 雪 大 ，这 棵 古茶

树 2/3 的枝叶被冻掉，差点救不活。”76 岁

的大溪村村民潘春花说。村干部余红军告

诉记者，县里将这棵古茶树的日常管护工

作 交 给 村 里 ，潘 春 花 主 动 承 担 ，一 干 就 是

30 多年。

潘春花说，过去她最愁遇到下雨天，因

为山上的雨水流下来，会让半山腰的这棵古

茶树泡在水里，树的根部很容易烂掉。如果

遇上极端天气，危害可能更严重。后来，县、

镇、村筹集了专项资金，修建沟渠，缓解了排

水难题，又专门修建游览步道和观光平台，

方便游客上山观赏。

如今，潘春花的手机隔三差五就能收到

“安吉白茶气象服务专题”短信，这是安吉县气

象局、县农业农村局为茶叶种植、生产、销售提

供的全产业链式气象服务。有了天气信息作

为参考，她在古茶树的日常保护中也从容多

了。“去年冬天下了几场大雪，多亏短信及时提

醒，我们提早准备，搭建起可以遮挡风雪的简

易棚，让古茶树顺利过冬。”潘春花说。

安吉白茶产业越做越大，效益越来越

好，安吉县推出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举

措，以保障安吉白茶的品质——严格控制种

植面积，不允许毁林种茶，不允许挤占基本

耕地种茶，不适合茶树生长的区域一律不许

种茶……

“有时很难想象，从一棵古茶树，竟发

展起了安吉最有特色的产业之一。”赖建红

说，如今，安吉茶园面积达 20.06 万亩，产值

35.88 亿 元 ，全 县 农 民 实 现 人 均 增 收 近 万

元，“现在，每到采茶季，数十万采茶工人汇

聚安吉，热闹又壮观，成为当地一道独特风

景线，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如今，白叶 1 号茶苗还从安吉种到了湖

南古丈，四川青川，贵州普安、沿河、雷山等

地。 2018 年至今，安吉陆续为三省五县的

村庄捐赠出 3670 万株白叶 1 号茶苗，成就了

“一片叶子富了八方百姓”的佳话。

图①：大溪村的古茶树。

图②：清晨云雾笼罩下的茶园。

以上图片均为潘学康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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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的故事古树的故事R

本报北京 3 月 27 日电 （记者常钦）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 国 首 次 完 成

683 个 城 市 城 区 范 围 确 定 。 基 于 第 三 次

国土调查数据，683 个设市城市城区范围

（城市化标准统计区）总面积为 11.02 万平

方千米。基于 2021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

据 ，683 个 设 市 城 市 城 区 实 体 地 域 范 围

（实 际 建 设 区 域）总 面 积 为 7.80 万 平 方

千米。

据 介 绍 ，城 区 是 指 城 市 实 际 开 发 建

设 、市 政 公 用 设 施 和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功 能

覆 盖 的 空 间 地 域 范 围 ，是 观 察 城 市 化 发

展 演 化 趋 势 、研 究 城 市 化 的 基 本 空 间 单

元。实现城市城区空间范围确定的标准

化，是科学实施城市统计监测、促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性工作。

自 2019 年 7 月起，自然资源部联合同

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哈尔滨工业

大学等，开展相关标准研究。在确立制度

和技术规范的基础上，2023年，自然资源部

应用全国国土调查成果，组织 683个设市城

市全面开展了城区范围确定工作，形成我

国第一版城市城区范围矢量数据集，首次

实现城市城区范围的空间化、定量化和精

准化，为城市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体检

评估等工作提供了基础支撑。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二级巡

视员王伟介绍，目前，城区范围确定成果已应用到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和实施监测、城市空间监测和体检评估、城市地价

动态监测、沿海城市地面沉降监测等国土空间监测分析工

作中，促进了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未来，自然资源部

将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继续推进城区范围确定成果在

自然资源管理和经济社会综合统计等领域的应用，为规划

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宜业、宜居、宜游、宜乐”城镇环境提

供支撑，助力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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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沈阳 3月 27日电 （记者刘洪超）记者从辽宁省

林草局获悉：今年辽宁将以推进高标准建设科学绿化示

范省为目标，高质量推进国土绿化建设，计划全年完成造

林面积 110 万亩，村庄绿化植树 300 万株，全民义务植树

6000 万株。

据悉，今年辽宁省林草系统将持续打好生态修复保

卫战，具体从造林绿化、防沙治沙和草原湿地保护修复三

个方面重点开展工作。为推进“绿满辽宁”工程建设，辽

宁省计划今年完成建设任务 265.9 万亩，其中辽西北防风

治沙固土项目建设任务 204 万亩，绿化扩面提质项目建设

任务 61.9 万亩。

此外，辽宁计划自今年开展辽宁省科尔沁沙地南缘系

统治理示范工程。示范工程建设期为 2024 年—2026 年，规

划 23 个示范项目 57 处示范点，安排林草建设任务 120 万

亩，耕地治理 116 万亩，小流域综合治理 47 万亩。

据了解，示范工程东起昌图县三江口镇、西至凌源市

小城子镇，长 1044 公里、平均宽度 11 公里，涉及康平县、彰

武县、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北票市、朝阳县、建平县等 8个县

（市）72个乡（镇、街道、场），区域面积 1793万亩。工程区内

沙化、荒漠化土地占辽宁省沙化、荒漠化土地面积的近一

半，是辽宁省沙化、荒漠化土地分布的重点区域。同时，辽

宁将以保护修复为重点，稳步推进草原湿地生态治理。

高质量推进国土绿化建设

辽宁计划今年完成造林面积110万亩

本报贵阳 3月 27日电 （记者陈隽逸）近日，贵州剑河

古生物化石暨“金钉子”司法保护基地在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揭牌成立，旨在确保古生物化石和

“金钉子”的安全与完整，防止古生物化石、“金钉子”遭受

破坏，依法保护古生物化石分布区生态环境。

当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

院 、雷 山 县 人 民 法 院 、剑 河 县 人 民 法 院 还 联 合 发 布 了

《贵 州 剑 河 古 生 物 化 石 暨“ 金 钉 子 ”司 法 保 护 令》，明 确

禁 止 未 经 许 可 ，擅 自 挖 掘 古 生 物 化 石 及 实 施 对“ 金 钉

子 ”破 坏 行 为 ；禁 止 未 按 照 批 准 方 案 ，挖 掘 古 生 物 化 石

和 实 施 其 他 对“ 金 钉 子 ”破 坏 行 为 ；禁 止 非 法 开 发 、采

集、买卖、转让、运输、加工、收藏古生物化石；禁止在古

生 物 化 石 群 及“ 金 钉 子 ”区 域 内 实 施 放 牧 、生 火 、扳 弄 、

采石、取土等；禁止在保护区内修建不符合规划的建筑

物、构筑物及道路等；禁止从事破坏古生物化石地和遗

址的其他违法行为。

2018 年 6 月，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正式批准把全球寒

武系第三统及第五阶共同底界的标准层型剖面和点位建

立在剑河县八郎村附近的乌溜—曾家崖剖面，这是中国第

十一颗、贵州省第一颗“金钉子”。剑河“金钉子”不仅是寒

武系乌溜阶所在地层的全球最好剖面和最高研究水平，也

是全球该段地层和地质年代对比的国际标准。下一步，贵

州将进一步强化司法能动性，创新探索古生物化石司法保

护路径，守护好贵州首颗“金钉子”。

贵州剑河古生物化石暨“金钉子”司法保护基地成立

依法保护古生物化石分布区生态环境

茶树

山茶科山茶属，通常为乔木、小乔木或

灌木，叶形有椭圆形、长椭圆形、披针形等。

茶树原产于中国，被世界上 60 多个国

家引种栽培。茶树生长需要合适的日照、

温度、地形与水分，要求土层较厚，地下水

位低，土壤肥力较高。

本报北京 3月 27日电 （记者王浩）记者从水利部获悉：3 月

27 日，黄河内蒙古河段全线开河，黄河封冻河段全线开通，标志着

黄河 2023 至 2024 年度防凌工作顺利结束。

本年度黄河凌情总体平稳，未发生凌汛灾害。2023年 11月 14日

黄河上游出现首凌、12 月 15 日出现首封后，中下游陆续封河，至 12
月 31 日全河达到最大封河长度 832.4 千米。从今年 1 月初开始，受

气温回升影响，封冻河段开始解冻开河，至 3 月 27 日全线开河，凌

汛期历时 135 天，全线开河日期较常年偏晚 2 天。

水利部密切关注天气、水情、冰情、河情、工情，指导督促黄河

水利委员会和有关部门采取无人机航拍、站点监测、地面巡测等方

式逐日跟踪凌情信息，滚动开展预报预警；科学调度骨干工程，精

细调度刘家峡、海勃湾、万家寨、小浪底等水库，为平稳封河和开河

创造有利条件；及时启用河套灌区及乌梁素海、乌兰布和等应急分

洪区分凌 3.97 亿立方米，减轻内蒙古河段防凌压力。此外，水利部

门督促地方及时拆除跨河浮桥等行凌障碍，强化重点工程、险工险

段巡查防守，确保人员和工程安全。

黄 河 封 冻 河 段 全 线 开 通
2023至 2024年度防凌工作结束

①①

②②

本报兰州 3月 27日电 （记者银燕）记者从近日召开的甘肃省

生态环境厅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甘肃探索健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

机制，在推动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

补偿主体从省内扩展到省外，同时，积极推进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

建设。

2023 年 3 月，甘肃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甘肃省财政厅印发《关于

加快建立和完善省内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意见》，继续鼓励市县开

展黄河干流、黑河、石羊河、渭河、白龙江等流域生态补偿工作。为

巩固已有成果，进一步健全完善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甘肃省下

达市州省级奖补资金 1 亿元，在激励省内相关市州开展补偿的同

时，积极协商相邻省份，进一步将补偿主体从省内扩展到省外，与

四川签订了第二轮横向生态补偿协议，与宁夏签订了《黄河流域

（甘肃—宁夏段）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同时，以定西、陇南、甘南等

为重点区域，围绕渭河流域、白龙江流域、九甸峡水库水源地横向

生态补偿工作开展调研。

甘肃省还积极推进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为加快实现黄

河流域水源涵养高水平保护，切实保障兰州市刘家峡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安全，兰州市政府、临夏回族自治州政府于去年 12月签

订《兰州市刘家峡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生态补偿协议》。

甘肃完善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下达市州省级奖补资金1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