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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福 建

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福建生态环境继
续保持全国“优等生”地位——全省12条主
要河流水质继续保持为优，Ⅰ至Ⅲ类水质比
例为96.5％，同比提高3.2个百分点，其中Ⅰ
至Ⅱ类水质比例为60.1%，同比提高16.4个百
分点；9 个设区城市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
比例为 98.4%，同比提高 0.5个百分点，比全
国平均水平高 19.6 个百分点；PM2.5 年均浓
度 27 微克每立方米，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42%；厦门和福州在全国 74 个重点城市空气
质量排名中分列第4位和第5位；森林覆盖率
65.95%，继续保持全国首位……

2016年，福建省紧紧抓住建设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战略机遇，在环境质量高位运行
的高起点上持续发力，不仅在体制机制创新
上不断突破，为全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引领探
路；更通过令人称羡的环境质量，让八闽的
生态画卷更加清新动人，成为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

强化顶层设计 引领绿色崛起

生态环境“优等生”的漂亮答卷，福建
如何做到？

“清新福建的金字招牌离不开天帮忙，但
更关键的是人努力。”福建省环保厅有关负责
人坦言，近年来，福建不断强化顶层设计，
始于“问”，却不止于“答”，前瞻性地提出
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并以此
为蓝图，大力推动环境保护工作，为福建当
好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探路者”和“引领
者”提供坚实保障。

创新生态环保目标责任制。率先在全国
成立以省委书记为组长、省长为常务副组长
的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率先在全国建立
党政领导生态目标责任制，将市长环保目标
责任书升格为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

任书；率先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开展环境保
护督查，共查处 289 家违法企业，移送公安
行政拘留18人，已问责17名党政机关和国有
企业负责人；率先在全省经济运行分析会上
把环境保护作为重要内容，统筹经济发展与
环境保护，让环保工作不得力的地方“脸红
出汗”。

创新环境管理体制。在全省重要生态功
能区、生态敏感区和脆弱区划定生态红线，
并制定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办法。以改善环境
质量为核心，建立定期和实时环境质量会商
机制，及时分析研判环境质量状况和变化趋
势，精准实施环境治理措施。建立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等制度。

推进环保市场化机制建设。出台 《关于
全面实施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的意
见》，排污权交易总额已达3.83亿元，走在全
国前列。建立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制度，出台

《福 建 企 业 环 境 信 用 评 价 实 施 意 见 （试
行）》，建成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管理系统，已
有2277家参评。出台《关于推行环境污染责
任保险制度的意见》；扎实推进环境污染第三
方治理。

打好三大战役 力保优中求进

2016年不仅是“十三五”环境保护的顶
层设计之年，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
福建省环保厅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通过
牵头组织实施“水十条”年度计划，牵头制
定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年度方案，率先出
台《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着力
打好水、大气、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让人
民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取得的成效切身有感。

抓水污染防治。推进造纸、印染等十大
重点行业专项整治，持续整治矿山采选行
业。加强畜禽养殖污染整治。2016年列入省

级考核的 44 条小流域已有 18 条水质得到提
升。加大对饮用水源安全隐患排查和问题整
治，督促一批安全隐患整改。

抓大气污染防治。深化火电、钢铁等重
点行业污染治理，落实环保电价等政策。持
续推进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目前已完成
改造 27 台，占应实施改造机组装机容量的
65.9%。推进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VOCs治
理。推进移动源污染治理，全省共淘汰黄标
车近9万辆。

抓土壤污染防治。完成土壤环境质量国
控监测点位设置和全省7400多家土壤污染源
重点企业空间位置遥感核实工作。启动土壤
污染治理修复前期工作。强化危险废物规范
化管理，全省新建成 7 个危险废物处置设
施，建成省级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

同时，加强执法从源头遏制污染，2016
年福建省行政处罚案件 3795 件，罚款 1.4 亿
元，全省查封扣押 1212 起、限产停产 241
起、行政拘留 339 起，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
罪案件178起。

激发环保动能 给力绿色发展

成绩属于过去，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
觉。新年新征程，更需要撸起袖子加油干。

日前召开的全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强
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做好生态环保工作的新部署、新要
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强烈意识，加快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务必把环保责任落实到位，强化“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坚决守住“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
的环保责任底线；务必把目标任务落实到
位，持续打好水、大气、土壤污染防治三大
攻坚战，不断提升环境质量，让群众有更多
的环境获得感；务必把问题整改落实到位，
坚持问题导向，采取有力措施，加快解决一
批群众感受直观、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
题；务必把项目建设落实到位，加大策划生
成力度，创新项目推进机制，加快补齐环境
短板；务必把长效机制落实到位，进一步抓
好考核评价机制，创新市场化机制，强化正
向激励机制，把工作着力点放在环保最需要
干、群众最希望办的事情上来。

福建省环保厅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项目上马，生态环
境面临巨大压力，保持和改善现有生态环境
质量的任务非常艰巨。福建省将继续在前期
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提升，形成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试验经验，走出一条既
符合中央顶层设计，又体现福建特色的环境
保护新路子。

在深化环境保护责任机制改革方面，完
善“党政同责”，健全“一岗双责”，深化

“一季一督查”；在强化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
革方面，实行环保垂管改革，完善陆域生态
保护红线，深化排污许可证制度，完善上下
游生态补偿机制，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试
点，推进生态系统价值核算；在深化环境保
护市场化机制改革方面，全面推行排污权交
易，大力推动环境第三方治理，推进环境污
染责任保险制度，开展企业环境信用评价。

同时，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严格落
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实行差别化市场准入政
策。在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大气污染联防
联治、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
策划生成一批环保治理项目，以项目推动环
境治理。通过绿色引领，服务发展大局。

为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环境更
好，2017年福建的生态文明建设还将推出以
下有措施——

“清新水域”工程，将重点推动解决八大

畜禽养殖重点区域污染整治，各类开发区、
工业园区全面实现污水集中治理，完成造纸
等十大重点行业专项整治。重点推进60条以
上小流域综合整治，30条以上小流域水质类
别达到提升目标。开展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
建设，保障饮用水水源地安全。

“洁净蓝天”工程，将推动各地全面完成
全省煤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任务，进一步提
高钢铁、水泥等行业的脱硫、脱硝、除尘效
率和环保治理设施稳定运行率。加大灰霾和
臭氧污染成因研究和治理力度，强化全省大
气污染联防联控和预警预报。

“清洁土壤”工程，将开展土壤污染状况
详查，建立土壤环境基础数据库。启动土壤
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巩固提升危险废物规
范化管理“达标升级”试点成果，利用全省
固体废物环境监管平台实现危险废物全过程
信息化监管。

清新福建，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本报福州电）

本报福州电（潘园园） 打开手机客户端，身边空气、水的质量及辐射等生态环境数据一
目了然；一旦发现污染，执法部门通过监测大数据第一时间找出污染源……福建省将推进生
态环境大数据 （生态云） 平台建设，力争年底前建成投入使用，届时，该平台将成为全国首
个省级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项目。

随着互联网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作为全国首个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省生态云平
台按“一中心、一平台、两类应用、两支撑”的总体架构，通过整合各类生态环境监测数
据、监管业务数据、互联网数据、外部共享数据 （海洋、气象、水文、人口、交通等），构建
覆盖省市两级一体的生态云平台和生态环境大数据应用体系。据悉，项目建设纵向连接国
家、省、市，横向覆盖生态监测各相关部门的监测数据网络，充分考虑互联网、社会舆情、
遥感卫星等外围数据，既有数据收集汇聚、也有分析研究，既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撑、也为企
业和公众提供服务，可最大程度上防止应用“烟囱”和信息“孤岛”现象，实现生态环境综
合决策科学化、监管精准化、公共服务便民化。

据福建省环保厅有关负责人表示，生态云平台将作为福建省生态环境类相关部门的唯一
大数据支撑平台，将立足本省，力争形成面向全国的可复制、可推广、可示范的成果，为生
态环境大数据建设和应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福建率先在全国建省级生态云

“清新福建”的神圣守护者
阮贞江 林祥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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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1日中午，福州一位外号“鸟人”的资深摄影师常秋月给记者打来电话，
满含惋惜地说：“东方白鹳飞走了，不知什么时候再回来？”

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世界濒危物种。据介绍，由于人口密集和工农
业的发展，使得原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残存的东方白鹳繁殖地变得
越来越狭小。目前，世界仅有的东方白鹳野生种群不到3000只。

不仅是常秋月，福州当地很多人都对东方白鹳的离开感到失落。“这种失落、
惆怅，是兴奋过后的失落，快乐过后的惆怅。”摄影师卢山认为，东方白鹳已给福
州人带来了 35天快乐日子。这种快乐本质上是福州人对“清新福建”自豪感的外
露，对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的期待。

卢山是“送别”东方白鹳离开福州的观鸟者之一。据其描述，11日早上6时30
分，东方白鹳一如往常飞上30多米高的通信塔台，迎着朝阳，不停地整理着华丽的
羽毛，接着又做了几个单腿侧立、抖动翅膀、前后翻、左右摆动脑袋的造型，每个
动作都赢得塔下摄影者和观鸟者阵阵赞叹声。

两个小时后，东方白鹳从通信塔顶飞到八一水库浅水地带捉鱼。“黑色的长嘴
巴、细长的红色小脚、白色的身子、黑灰相间的大翅膀，在浅水中穿行，显得格外
优雅漂亮。”卢山说，30分钟后，东方白鹳又飞上了塔顶。它这样来回飞了两次。
中午11时，它再次飞上通信塔顶，这一次东方白鹳再也没有下来，它从塔顶飞到湿
地上空，旋转一圈后，直插云霄，消失在天际。

从1月8日到2月11日，东方白鹳现身福州市郊的八一水库湿地，短短的35天
内，福州八一水库大坝右侧不到两平方公里的湿地上，成为福州市民关注的中心。
前往这里观鸟、摄鸟的市民络绎不绝，观鸟协会人员每天在此蹲守。此事经媒体报
道后，吸引了大批摄影爱好者，来自北京、江苏、浙江、广东的观鸟爱好者不在少
数。

据统计，除去雨天，到福州八一水库湿地拍东方白鹳的人，每天多则超过300
人，少则也不下百人。资深拍鸟人老吴遗憾地说，拍了30多天东方白鹳这种大鸟，

以后再拍当地的白鹭、翠鸟等小鸟，“肯定不习惯了”。
东方白鹳也成为了不少福州市民日常谈资。说到东方白

鹳的到来，人们众口一词，源于“好的环境”，交谈中透着骄傲。
“每天都有众多人前往观鸟，有的上午去了下午还去，人们从水
库栈道经过东方白鹳时，都放慢步伐，压低声音。”卢山说，35天
时间里，没有发生一起人为袭击、惊扰白鹳的情况。

东方白鹳为什么能停留福州，飞走后还会再来吗？有观
鸟专家认为，福建多年来持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成为目前
全国唯一保持水、大气、生态环境全优的省份，这也是东方
白鹳在福建越冬并超期滞留的主要原因。立春过后，气温回
升，当地气候已不适应白鹳了，导致其离开福州。作为首个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随着去年 8 月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福建） 实施方案》的发布，福建生态环境将进一步改善，可
以预期，今后还会有更多的珍稀鸟类飞到福州越冬。

（据新华社福州电）
图为在福州八一水库通信塔上空展翅飞翔的东方白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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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网福州电 （刘丰） 丁酉春，
两年一届的福建省水仙花奖如期而至。
由福建省文联、省文化厅、省剧协联合
主办的第13届福建省戏剧水仙花奖决赛
近日在福州鸣锣。

本届大赛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阶
段。经过八闽各地报名及遴选，共有
350 余位选手从各分赛区的初选中脱颖
而出。

之后，他们将在为期 11 天、16 台

专场决赛期间，分别在福州 4家剧场登
台角逐；参赛选手分为专业组、民营职
业剧团组、院校组；参演戏剧包括京
剧、越剧、话剧、闽剧、梨园戏、高甲
戏、芗剧 （歌仔戏）、莆仙戏、木偶
戏、北路戏、闽西汉剧、南平南词戏等
剧种；值得一提的是，平讲戏、四平戏
等濒危剧种，也在暌违比赛舞台多年后
再次亮相。

据介绍，本届福建戏剧水仙花奖着

眼于表演者本身，通过限定时间内的唱
念做打和演奏的发挥，展现演员对剧种
艺术的传承与创造，特别是演奏员之间
运用器乐演奏的娴熟程度和协同表演的
默契性。

闽戏剧水仙花奖决赛鸣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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