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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福建

流域环境治理
河长制确保河长治

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
建的水环境质量长期位居全国前列。2015
年，该省12条主要河流水质保持为优，水域
功能达标率 98.1%、一类至三类水质占比
9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30个百分点。

水质好，河长制功不可没。为了让母亲
河碧水长流，2014年，福建省就开始实施河
长制，闽江和九龙江、敖江流域分别由一位
副省长担任河长，并确定其为河流保护管理
的第一责任人。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
院长曹文志认为，福建省主要河流流域边界
不规则，跨不同的行政区，给流域环境治理
带来了一些困难。河长制通过“包河治水”
弥补此前“九龙治水”的制度缺陷，较好地
解决流域环境管理难的问题。

根据《福建方案》，福建省将全面落实河
长制，实施一河一策。同时，健全河湖执法
体系，完善河湖管护标准体系和监督考核机
制。到2018年，将形成河岸生态保护、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地下水警戒保护等 3 条蓝线
管理制度，实现水清、河畅、岸绿、生态。

海洋环境治理
源头防控至关重要

“十二五”期间，该省近岸海域海水质量
实现持续改善，第一、二类海水水质海域面
积比例从 61.6%提高到 66.1%，劣四类海水水
质海域面积比例从 19.1%降低到 7.5%；13 个
主要海湾的劣四类水质海水面积由 41.0%降
低到28.9%。

“海洋本身对污染物有一定净化功能，但
这种功能不是无限的，当海洋自身净化能力
无法满足需求时，就会导致海洋污染。”曹文
志认为，控制入海污染物总量，找到污染源
并及时采取措施，对海洋环境保护至关重要。

《福建方案》提出，完善陆源污染物排海
总量控制和污染源追踪制度，开展九龙江-
厦门湾等重点海湾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试
点。同时，建立流域污染治理与河口及海岸
带污染防治的海陆联动机制，加强对入海河
流主要污染物和重点排污口的长期监测工

作，加大对高污染、高浓度污染物排放入海
行为的惩罚力度。

农村环境治理
推进污染第三方治理

清溪门前过，美丽村中留。为了让农村
环境“大变脸”，《福建方案》 提出，从2016
年起，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治理 3 年提
升专项行动，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污水治理工
作，推行户分类、村收集、乡中转、县处理
的城乡一体化垃圾处理模式。

“避免政府大包大揽，让专业的人做专业
的事。”曹文志表示，《福建方案》 一大亮点
就在于鼓励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措施，积极
推进农村环境第三方治理，即排污企业或政
府以签订合同的方式，将企业产生的污染物
交给环境服务市场主体 （第三方专业环保公
司） 治理，达到更好地治理农业面源污染问
题的目的。

曹文志表示，针对农业生活生产所带来
的环境污染及环境破坏现象，要落实以绿色
环保为导向的生态农业补贴政策，加快推进
化肥、农药、农膜减量化以及畜禽养殖废弃
物资源化和无害化，鼓励生产并使用可降解
农膜，并构建化肥农药包装物、农膜回收贮
运加工网络。

监测监察执法
将全面实行垂管制度

“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是环境治理
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曹文志表示，《福建
方案》 提出在莆田市优先开展环保机构监测
监察垂直管理试点，2017年在全省全面实行
垂直管理制度，此举将解决制约环保的体制
机制障碍，标本兼治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将
有力推动环境质量改善。

与此同时，污染治理，督企更督政。根
据 《福建方案》，2016 年起，每两年对区

（市） 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落实环保决策部

署、突出环境问题处理以及履行环保责任情
况等，进行一次全面督察。

根据《福建方案》，该省将构建从设区市
到乡村的四级网格，将污染源“一网打尽”。
曹文志表示，一旦完善四级网格化，将构建
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体系，“一网”
捕获污染源，推动环保精细化、精准化监
管，提高环境综合管理能力。

司法保护机制
筑牢生态法治屏障

曹文志说，福建省历经30多年的司法改
革探索，强化绿色施政理念，从绿色福建、
生态福建到清新福建，形成了环境资源司法
保护机制的“福建样本”。2013 年 6 月“两
高”司法解释出台实施以来，到2015年，该
省环保部门共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环境污染
犯罪案件 365 起，法院已依法审理判决案件
143个、入刑243人。

举司法之力推进绿色发展，筑牢生态法
治屏障。根据《福建方案》，该省将建立环境
资源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无缝衔接机

制，对严重违反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利用等
方面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置。健全法
院、检察院环境资源司法职能配置，到 2017
年实现全省全覆盖，建立全过程全方位的环
境资源司法保护体系。

信息公开制度
充分听取公众意见

“环境治理离不开公众参与。环境信息越
公开，公众参与程度越高，环境保护就越有
力。”曹文志表示，环境信息是政府及环保部
门开展环境管理的基本条件，也是公众参与
环境保护的重要前提。

如今，公众只要打开手机，环保部门公布
的空气质量实时情况，闽江、九龙江、汀江等水
质情况，对271家重点环境监控企业的在线监
测情况，各种权威监测数据一目了然。

根据《福建方案》，福建省将不断发挥环
保 12369 投诉平台和信访渠道作用，健全公
众举报制度，公开曝光环境违法事件。同
时，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充分
听取公众对重大决策和建设项目的意见。

标本兼治标本兼治 多措并举多措并举

福建力保生态环境长治久安福建力保生态环境长治久安
潘园园

面对污染，如何“亮剑”？破解治理难

题，如何创新机制？从河长制到监测执法垂

管，《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福建） 实施方

案》（简称 《福建方案》） 从源头开出六大

“处方”，确保全省生态环境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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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方或圆的土楼，分布在福建的青山绿水间，65 岁的阿耕
（下图），日复一日地向人们讲述着自己的家——福建龙岩永定县
的客家土楼“振成楼”，它是 2008年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遗产名录的46座土楼之一。

阿耕姓林，名日耕，意为“日日耕田”。在他的家乡永定县，
土楼千姿百态，最大的承启楼有 384 个房间，高峰时住过 800 多
人；现存最古老的集庆楼则经历了600年沧桑。“振成楼是最具代
表性的土楼之一，被称为‘土楼王子’。”阿耕说。

圆形的振成楼始建于1912年，历时5年建成，占地5000平方
米，拥有 200 多个房间，其布局蕴含中国传统风水和八卦原理。
阿耕生于振成楼，童年就在楼里度过。上世纪80年代初，建筑专
家和游客开始造访土楼，尤其是振成楼。阿耕开始领着客人四处
观赏土楼，还请他们喝茶吃饭饮酒，展现了客家人的热情好客。

“这些客人一进入振成楼就无比兴奋，里里外外看个不停。”
阿耕说，“从那时起，我意识到我的家是个宝藏。”

从1992年起，在专家和村民的不断呼吁下，福建省政府和地
方政府历经十多年的不断努力，2008年 7月，福建土楼最终获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声誉给永定土楼带来每年数百万国内外游客，也给阿耕
带来滚滚财源。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最早在土楼内开商店办旅
馆，此后他的家庭产业日益兴旺。而令阿耕闻名遐迩的，是他对
土楼的讲解。

1991年，40岁的阿耕被永定县旅游局聘为首位土楼导游，由
此开始了其后半生的新职业。他的讲解带有浓重的客家口音，但
这“土味”使他更具魅力，成为最受欢迎的土楼导游。

“我每天向游客讲解我的家，有时一天讲五六场。”阿耕说。
尽管只念过小学，阿耕将自己的解说词和土楼题刻等集结成

册，出版了一本有关土楼的畅销书，迄今已经卖了2万多本。“振
成楼是一本读不完的书，我讲解时根据游客的品位和需要进行选
择，有针对性地讲。”阿耕说。

然而，由于语言障
碍 ， 对 来 自 外 国 的 游
客，阿耕却没有多少选
择。“希望土楼能有多语
种导游，也希望有更多
的土楼书籍翻译成外国
文字。”他说。

游客潮使许多土楼
主人回归土楼。振成楼
现住有 15 户约 80 人，大
多从事旅游业。

阿耕真诚地说：“我
喜欢与来自国内外的客
人聊天，在土楼里，我
能触摸到外面的世界。”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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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州大学、福建宁
德市屏南县委宣传部等联合在
福州多所高校举办“耕读乐”
福州高校巡回展。今年以来，
福建宁德市积极开展以“树清
廉家风 立崇廉家规”为主题的
好家风建设活动，其下辖的屏南
县将“家”文化与本地孝德文化、
耕读文化、甘国宝文化、廉洁文
化相结合，积极推动屏南本土
家规家训文化“走出去”，传播
向善向上的正能量。

图为福州大学学生参观屏
南县耕读文化博物馆提供的甘
国宝家风文化物件。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耕读乐耕读乐 家风扬家风扬

本报福州电（王文清）“长期以来，福建
省重视支持宗教团体不断提高宗教院校规范
办学水平。作为福建省首个获批设立的高等
道教学院，海峡道教学院将立足福建，面向
全国招生。”这是福建省民族宗教厅副厅长林
致知近日在接受网络媒体专访时透露的。

据新华网报道，福建省是全国宗教工作重
点省份之一，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
基督教五大宗教齐全。据统计，全省信教人数
为193.5万人（不含佛、道教和民间信仰的善男
信女）；至 2015 年底，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
所 6763 处，县（市、区）及以上爱国宗教团体
282 个；现有 3 所宗教院校，即福建佛学院、福
建神学院和闽南佛学院，在校学生600余人。

据介绍，福建省民族宗教厅近年来帮助上
述3所宗教学院成功晋升本科院校；支持推动
福建神学院建设新校区，福建省政府与福州市

政府各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神学院新院建设，目
前新校区主体工程竣工并已投入使用。

据林致知介绍，获国家宗教局批复同意

并正在筹建中的福建海峡道教学院，学制分
为4年本科和3年大专，办学规模100人，立
足福建，面向全国招生。他说，多年来，福
建宗教院校为福建各地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
爱国爱教的宗教人才，基本满足了福建省宗
教人才的需求。

据新华网福州电（刘丰） 国家艺术基金
2016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大型跨
界魔幻剧《倩女幽魂》，将于2017年1月1日
在福州芳华剧场首演。

据介绍，《倩女幽魂》将聊斋故事搬上越剧
舞台的同时，还融入了杂技、魔术和现代舞等元
素，以气势恢宏的交响乐演绎缱绻悱恻的人鬼
情缘。该剧总导演、福建省芳华越剧团团长黄国
庆曾担任福建省杂技团团长，据他介绍，这个跨

界剧酝酿了3年，今年进行排演，剧中几乎所有
演员都在跨界。担任该剧魔术设计的是原福建
省杂技团国家一级魔术师林宝玉，她为《倩女幽
魂》设计了“更衣术”“画中出人”“刺剑穿身”“掏
心术”等数十种魔术元素。

此前，《倩女幽魂》 在福建、上海、浙
江等地进行了试演，取得热烈反响。明年元
旦该剧将在福州正式公演，据悉，2017年该
剧在全国将有30余场巡演计划。

福建筹建海峡道教学院

跨界魔幻剧《倩女幽魂》元旦首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