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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自 然 资 源 部 、生 态 环 境

部、财 政 部、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国 家 金 融 监 督 管 理 总 局、中 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要求全面推进绿

色矿山建设，加快矿业绿色低碳转

型发展。

为持续推动矿业领域生态文明

建设，立足新阶段、聚焦新要求，进

一步加强绿色矿山建设，规范指导

地方更好开展相关工作，记者采访

了自然资源部相关司局负责人。

据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

绿色矿业、绿色矿山建设先后被写

入国家“十三五”“十四五”规划纲要

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

意见》等重要文件。

自然资源部相关司局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我国加快矿业转型与绿

色发展，通过树立千家绿色矿山典

范，示范引领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

设进程，基本形成绿色矿山建设新

格局，构建矿业发展方式转变新途

径 ，建 立 绿 色 矿 业 发 展 工 作 新 机

制。绿色矿山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通过各级政府和矿山企业的共同努

力，截至目前，共有国家级绿色矿山

1000 余家，省级以下绿色矿山 3000
余家。

《通 知》明 确 ，全 面 推 进 绿 色

矿山建设。自然资源部相关司局

负 责 人 说 ，此 前 对 绿 色 矿 山 的 定

位为少数优秀矿山，起示范引领作用。新发展阶段对绿色

矿山建设提出新要求，《通知》将绿色矿山建设的推进方式

转 为 全 面 推 进 ，要 求 各 地 立 足 矿 业 发 展 实 际 ，通 过 合 同 管

理，分类施策，有序全面推进新建矿山、生产矿山开展绿色

矿山创建。

《通知》要求，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矿业绿

色低碳发展，通过政府引导、部门协作、企业主建、社会监督，

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全过程，切实提升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水平，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到 2028 年

底，绿色矿山建设工作机制更加完善，持证在产的 90%大型矿

山、80%中型矿山要达到绿色矿山标准要求，各地可结合实

际，参照绿色矿山标准加强小型矿山管理。

自然资源部相关司局负责人说，《通知》修改中延续政

府引导、部门协作、企业主建、社会监督的工作体系，确保

管 理 政 策 的 延 续 ，进 一 步 健 全 协 调 机 制 ，继 续 推 动 绿 色 矿

山建设。

《通知》明确，强化绿色矿山名录动态管理。制定《绿色矿

山名录动态管理要求》，推动绿色矿山名录建立健全“有进有

出”的动态管理机制，将符合标准条件的矿山企业纳入省级或

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不符合标准要求的及时按程序移出，并

对移出名录的多种情形进行了明确。

在充分调研基础上，修订缩减完善评价指标。《通知》修订

完善国家级绿色矿山建设评价指标，将 2020 年发布试行的

100 项 1000 分的评价指标，精简至 49 项 100 分，突出重点指

标，切实提高指标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将评价指标设置为

约束性指标和提升性指标，约束性指标为底线要求。同时计

划组织研究制定露天开采矿山、地热矿泉水等绿色矿山行业

标准，进一步健全标准体系。

《通知》强调，将进一步强化绿色矿山建设工作的监督考

核。对已有绿色矿山，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每年抽取

不低于 10%的比例开展实地核查。对尚未开展创建的矿山，

加大指导督导力度，督促尽快开展绿色矿山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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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成都 4月 16日电 （记者王明峰）《四川省工业产品

绿色设计指南（2024 版）》日前发布，以加快推动产品全生命

周期绿色转型升级、提升工业产品绿色竞争优势。

下一步，四川省将大力实施绿色制造工程，以绿色设计为

抓手和突破口，全面推进绿色赋能产业转型、能源清洁高效利

用、资源集约循环利用、生产过程清洁改造、绿色技术研发推

广、绿色供给能力提升等“六大行动”，加快推动制造业全方位

转型、全过程改造、全链条变革、全领域提升。

四川发布工业产品绿色设计指南

蔚蓝海面上，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南日

镇鲍鱼养殖户骆金顺拉起一笼南日鲍，喜悦

挂在脸上。

鲍鱼的生长对水质要求很高。在南日岛

东岱湾，骆金顺养了 20 多年鲍鱼。 20 多年

里，他见证了这片海域生态环境的变化，也经

历过鲍鱼品质随环境变化的起落。“早年间，

只顾规模，不计后果，眼看着养殖区一年年扩

大，最后超负荷养殖，不仅水质下降，鲍鱼品

质也跟着遭殃。”骆金顺回忆。

2018 年起，莆田市启动海洋环境生态整

治。通过建设南日岛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

区，实施海上养殖设施转型升级，推广生态养

殖技术，引进生态友好型养殖品种，推动渔业

发展绿色转型。

科学规划空间布局，
升级养殖设施

海 域 面 积 2800 平 方 公 里 ，秀 屿 区 海 洋

资 源 丰 富 ，全 区 近 1/10 的 人 口 从 事 渔 业 相

关工作。

在南日海洋集团副总经理陈亚威的印象

里，南日岛过去也曾出现养殖无序、无度的情

况。“航道堵塞，渔船难行，海区腥臭味明显，

偶尔还会出现水质富营养化导致的赤潮等现

象。”陈亚威说，“环境一差，海产品难免遭殃，

一旦发生赤潮，对海产品的影响不堪设想。”

2020 年，莆田市进一步启动海上养殖转

型升级整治，引导海上养殖向生态、绿色方向

发展。

整 治 的 第 一 步 ，就 是 科 学 规 划 空 间 布

局。秀屿区根据海域实际情况，将海域划分

为养殖区、限养区和禁养区。在养殖区和限

养区，养殖户按一定密度，依规进行渔业养

殖；在禁养区内，禁止开展养殖活动。与此同

时，实施渔业结构调整，进一步优化海上养殖

空间，调整网箱渔排布局，降低养殖密度；推

广生态养殖模式，布局深远海养殖，在外海区

增加藻类养殖面积，深化养殖尾水治理。

藻类养殖区、鱼类养殖区、鲍养殖区和

深水网箱区……南日岛东岱湾海域的养殖

区 被 进 一 步 细 分 ，各 养 殖 品 类 一 目 了 然 。

站在养殖渔排上放眼望去，航道畅通、海水

洁净、海面规整。再细看渔排，原先的传统

泡 沫 浮 球 不 见 了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环 保 型 塑

胶浮球。

与养殖区域规划一同进行的，还有养殖

设施的升级改造。“我们引导养殖户改造升级

养殖设施，将传统老旧渔排改为环保型塑胶

渔排，将传统泡沫浮球改造为环保型塑胶浮

球。”秀屿区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严志洪介

绍，目前，秀屿区已升级改造完成渔排 2.5 万

口、浮球 4.5 万亩。

环境好了，海产品品质也在提升。“我们

家的鲍鱼鲜爽可口，销路很好。”骆金顺说。

立足长远，推广环境
友好型养殖物种

据 统 计 ，以 生 蚝 、海 带 、龙 须 菜 为 主 的

藻 类 和 双 壳 贝 类 ，占 秀 屿 区 养 殖 品 种 的

90%。这背后，其实是当地发展生态养殖的

长远考量。

“藻类和双壳贝类的生长过程中，不需要

采取投饵等方式。”严志洪解释，不仅如此，一

些藻类和贝类还能调节水质，改善海洋环境。

在兴化湾海域，一根根浮筏上，吊养的生

蚝已有手掌大小，一排排龙须菜正进入收割

期，这里是林蚝（福建）水产有限公司的生态

养殖基地。

“ 共 同 守 护 ，让 生 态 环 境 持 续 向 好 ，好

生态又进一步赋能了我们的发展。”该公司

总 经 理 林 新 华 介 绍 ，生 态 养 殖 基 地 采 用 环

保 型 筏 式 浮 球 吊 养 模 式 ，长 出 来 的 生 蚝 个

头 更 大 、颜 色 更 白 、肉 质 更 紧 实 ，单 价 比 网

箱养殖的生蚝高出近 30%。

2022 年 5 月，一笔 20 多万元的碳汇交易

额成了林蚝公司的额外收益。原来，经专业

测算，林蚝公司近 3 年养殖生蚝所产生的海

洋渔业碳汇达 10840 吨。这笔海洋渔业碳汇

被一家企业购买，成为我国较早开展双壳贝

类碳汇交易的项目。

提升品质，发展生态
立体养殖

南日岛上的几方海水池塘，紧挨海岸。

池塘边，工人们正在清洗刚从池塘里捞出的

梭子蟹。

“虽然海水池塘养殖不直接在海上进行

操作，但由于养殖进水、排水与大海直连，如

果 不 保 证 水 质 ，仍 然 会 对 海 水 带 来 不 小 影

响。”严志洪介绍。

池塘现场负责人刘建成领着记者走近

池塘，“别看池塘普通，里面可大有文章。”他

介绍，池塘采用生态立体养殖模式，对“鱼—

贝—虾—蟹”进行混养，贝类在沙子底层，梭

子蟹在沙子表层，虾在池水中下层，鱼类在

池水中上层。“一口池塘就是一个小小的生

态圈，池塘内，鱼虾产生的废料供给其他生

物 ，贝 类 则 能 净 化 水 质 。”刘 建 成 道 出 其 中

秘诀。

“养殖密度不到以前的一半，效益却更

好 了 。”刘 建 成 干 了 一 辈 子 养 殖 ，从 前 养 殖

对虾，追求的是高密度养殖，如今不追求产

量，更注重品质了。“原先，养殖密度过高，

虾 容 易 得 白 斑 病 。 如 今 ，病 虾 被 梭 子 蟹 吃

掉，遏制了传染。生物防治，效果更好！”刘

建成说。

“保护海洋生态，就是守护蓝色粮仓。发

展生态养殖，不仅保护了海洋生态，也为渔民

带来收益。”秀屿区委书记张伯松说。

除推广生态立体养殖模式之外，针对目

前 秀 屿 区 内 陆 地 上 仍 存 在 少 量 高 密 度 养

殖的情况，秀屿区采取了三格式尾水处理加

生物净化的方式。严志洪介绍，尾水经过一

级级 沉 淀 后 ，通 过 吊 养 双 壳 贝 类 和 藻 类 进

行进一步生物净化，确保排进海洋的水能够

达标。

2023 年，秀屿区水产品总产量比去年同

期增长 5.08%。 2023 年，秀屿区近岸海域国

省控监测点位一、二类水质比例为 98%，在福

建省生态环境厅公布的全省春夏季近岸海域

水质排名中位列第一。2023 年，莆田市近岸

海域一、二类优良水质比例为 96.2%。

图①：莆田市南日岛。

蔡 昊摄（人民视觉）

图②：莆田市秀屿区南日镇附近海域，渔

民们驾船开展春季海上生产作业。

谢贵明摄（影像中国）

福建莆田加强海洋生态保护福建莆田加强海洋生态保护，，推进产业绿色发展推进产业绿色发展——

海净水美促丰收海净水美促丰收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崟欣王崟欣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核心阅读

福建省莆田市三湾环
绕，海洋资源丰富。近年
来，当地以南日岛建设国
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为契
机，大力推进海洋牧场建
设，通过升级养殖设施，倡
导环境友好型养殖物种，
发展生态立体养殖模式，
实现了海洋生态保护和产
业绿色发展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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