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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地利人和

一方面，人在努力；另一方面，
天也在帮忙。在采访中，马乐平和惠
磊都提到了这一点。近年来疏勒河河
源来水明显增多，是近年来少见的丰
水年。大环境变好，与人们对生态环
境的保护分不开。

近年来，甘肃省疏勒河流域水资
源局全面推进水环境保护和水生态修
复，如今，疏勒河两岸的天更蓝了、

山更绿了、水更清了，环境更优美
了。绿色已成为疏勒河水利事业发展
的 “主色调”。

“再返回去看的时候，我们发现，
疏勒河沿岸之前去查勘时很好走的古
河道，现在我们车走已经很难走了，植
被恢复得比较好。”王忠静说，“疏勒河
水资源局和敦煌市对于《规划》中各项
工作的实施是到位的。”

如果节水的势头继续保持，同时
丰水年持续，那么疏勒河生态修复的

效果将越来越好，王忠静说：“这是
基于科学论证得出的判断！”

今后，敦煌水资源的利用与保护
仍然任重而道远。“敦煌市近年来的
旅游人口快速增加，我们也在重新评
估敦煌市本身因为需水量变化导致用
水新需求的增加。人口越多，生活用
水量和经济用水量将不断加大。但是
要相信，人的行为和理念是非常重要
的，人的行为能够为生态治理和恢复
留下空间。”王忠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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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旬，冬日的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阳光正好。在保护区西端和库姆塔格
沙漠东缘交汇地，一片海子出现在眼前。这片海子水面宽阔，在阳光照耀下波光粼粼。丛丛
芦苇间，鸟儿翩翩起舞，这便是哈拉奇。

得益于《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的实施，党河重新回到疏勒河的怀
抱，二者交汇后疏勒河全程再现“大河西流”，全程流淌，而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
获得了疏勒河水的稳定地表径流补给。鉴于此，从2017年开始，曾经干涸的“哈拉奇”开
始偶现水面。而今年雨水充足，水面也比前两年要大，达到了5平方公里。

古河道不清晰了

疏 勒 河 ， 发 源 于 青 海 省 境
内，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
干流全长670公里，流域总面积17
万平方公里，是一条自东向西流
淌的内陆河。地质年代，疏勒河
曾流入新疆境内的罗布泊。

据 资 料 调 查 及 论 证 分 析 ，
1958 年双塔水库建成后，疏勒河
就只能到达玉门关以东的哈拉湖

（今青盐池）。党河是疏勒河最大
的支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
由 于 大 规 模 移 民 进 行 农 垦 和 军
垦、区域耕地和人口数量增多、

大型水库建设等人为活动影响，
20 世纪 70 年代，党河和疏勒河不
再交汇。

由于上游截流开发，导致敦煌
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植被
退化或者消失，湿地生物多样性减
少，生态恶化。敦煌西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生态系统出现萎缩。

而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在阻隔库姆塔格沙漠东侵、控
制土壤侵蚀、防止土地沙化、维
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有着其它系
统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甘、新、
青三省区交界处的珍稀濒危野生
动物良好的栖息地。生态的持续恶

化直接威胁着文化名城敦煌的生
存安全，关系着莫高窟、月牙泉等
人文自然景观的存续，更关系着周
边县市、河西走廊的生态安全。

“当时我们去敦煌西湖自然保
护区考察的时候，生态环境有越
来越恶化的趋势，植被退化现象
明显。树感觉没有生机。疏勒河
的古河道也不清晰了。我们去做
规划查勘的时候，沿着疏勒河的
古河道走的时候，很容易走。”

《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
综合规划》 项目可行性报告课题
负责人、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
副院长王忠静说。

投资12亿治河流

为 了 解 决 生 态 退 化 问 题 ，
2011 年 6 月，国务院批准了 《敦
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
合规划》。《规划》 研究提出“南
护水源、中建绿洲、西拒风沙、
北通疏勒”的总体规划思路和

“内节外调统筹、西护北通并举，水
源绿洲稳定、经济生态均衡”的总
体规划布局。投资12亿余元，治理
疏勒河干流水系，阻止库姆塔格沙
漠东侵。规划到 2020年，党河与疏
勒河干流河水汇合后进入西湖，水
量稳定在3800万立方米以上。

这一重任自然落在了疏勒河

的管理者——甘肃省疏勒河流域
水资源局的肩上。

要实现疏勒河碧波荡漾，难
度很大。“因为疏勒河流域内年降
水量不足60毫米，蒸发量3000毫
米以上，属大陆荒漠干旱型气
候，水资源匮乏，用水矛盾突
出。如何挤出生态用水排往中下
游河道，是疏勒河水资源管理的
头等大事。”甘肃省疏勒河流域水
资源局规划处处长惠磊告诉记者。

今天，疏勒河下游河道生态
修复良好，红柳等天然植被生长
茂密，似乎难以想象当年的破败
景象是什么样。能拥有今天的成
果实属来之不易。

上游节水补下游

“ 《规划》 实施后，通过灌
区水资源合理配置和水权制度建
设，实现了上游节水，这样才能
有水向下游补给。同时疏勒河下
游有的地方自然河道消失或不
通，我们就对河道进行归束和疏
浚。”甘肃省疏勒河流域水资源局
副局长马乐平说。

在节水上，甘肃省疏勒河流域
水资源局通过实施水权制度和用
水精确计量措施，使老百姓用水和
自己的钱袋子结合起来，大家都开
始算计着按需用水。

“以前是按亩收费，农户总觉
得多浇水就是多产出，后来实行
精细化管理，水权制度建设把资
源分到了各个用水户，这之后，
我们把用水计量变成了电子计
量。”惠磊说。

据马乐平介绍，甘肃省疏勒
河水资源局全面落实渠道衬砌、
激光平地、大地改小等常规节水

措施，建成大田常规节水面积
108万亩，占灌区灌溉面积的80%
以上；积极推广滴灌、管灌、温
室大棚微喷灌等高新节水技术，
新建高效节水面积 3 万亩，亩均
节水260方。

只有省出来水，才能向下游
生态泄水。2011 年开始实施的

《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
综合规划》，在疏勒河灌区实施了
灌区节水改造、干流河道恢复与
归束和水权制度等建设内容。

通过对疏勒河下游干流河道
实施恢复和归束整治工程，100多
千米的河道由东向西延伸至玉门
关断面，疏勒河输水通道被全程打
通了。2017年，随着《规划》任务的
基本完成，党河重新回到疏勒河的
怀抱。而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也获得了疏勒河水的稳定地表
径流补给，生态治理成果逐步显
现，出现了前文中提到的海子——

“哈拉奇”，标志着西湖自然保护区
的水环境得到了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逐步完
善，从责任分配、责任履行、责任监督、责任追究等
多个环节建立起一系列制度政策措施。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则进一步明确了最需要坚持与落实的制度、最
需要建立与完善的制度，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
向、明确了路径。

此次《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特别强调了建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等面向政府监管责任的重要
责任制度。未来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更需要坚持生
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范各类开发、利用、保护活动。

实践中我们深刻感受到，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与被
督察地方、单位的根本目的完全一致，都是为了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党中央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决策部
署落地生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在推动地方不断改善
环境质量的同时，也为地方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高
质量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
供了强大动力。

从第一轮督察和“回头看”以及今年开展的第二
轮第一批督察情况看，各地对待环境督察的态度上，
存在不同的情形：有的地方把督察当成重要契机，着
力提升本地区生态环境水平。但是也有一些地方不去
真抓真管，反而弄虚作假、欺骗瞒报；有的地方被动
应对；还有一些地方对问题整改走过场、抓表面，治
标不治本，不敢较真碰硬，担当作为不够，导致问题
久拖不决，没有成效。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要坚决纠正生态环保领域的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把监督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决
策部署落实情况摆在首要位置，严肃查处生态环保工
作中表态调门高、实际行动少、有令不行、有禁不
止、严重违背绿色发展理念、严重违背经济发展长远
利益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利剑，绝不
是一时一事一阵子的事情，而是要长期坚持的。用好
问责武器，对敷衍整改、表面整改、虚假整改的，督
促有关部门严肃追责问责，发挥“问责一个、警醒一
片、教育一片”的震慑效果。做到实事求是，科学、
规范、精准问责，准确厘清责任，防止泛化滥化，让
被问责的同志心服口服。

生态环境监测和考核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或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其中，考核制度是决定生
态文明建设能否落地的关键性制度，而监测制度又是
考核制度的基础。

生态环境监测是了解、掌握、评估、预测生态环
境质量状况的基本手段，是生态环境信息的主要来
源，也是决策者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生态环境考核
可对一定时期内特定主体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落实情
况进行考核，并依此进行奖惩，它是推动中央决策部
署落实和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生态环境监测和考核制度以最严格的形式将资源
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的情况反映出来，
并形成科学的评价考核体系，引导各级地方党委和政
府形成正确的政绩观，实现政绩观从“唯GDP论”向

“绿色 GDP 论”或“GEP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论”
转型，督促地方政府自觉践行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提供更多优质生
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生态环境监测和考核制
度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监测领域和监
测范围还不够宽；二是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不高；三是
由于生态环境数据获取不足、数据质量不高，增加了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难度，降低了生态环境考核
的约束力和公信力；四是生态环境监测制度与统计制
度、评价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奖惩制度等评价考核
制度的衔接不够，导致制度的综合效益没有得到很好
体现。

因此，有必要按照十九大关于美丽中国建设的战
略部署，认真总结各地经验，针对上述问题，进一步
完善和实施好生态环境监测和考核制度，充分发挥好
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关键性作用。

（作者系中央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生态文
明建设教研室主任）

任重道远
李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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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大批“回家”的大天鹅聚集在山东荣成天鹅湖畔越冬，预计11月底基本栖息完毕。 王福东摄 （人民视觉）

布哈河大桥是青海湖湟鱼洄游河道上的
“生态公路桥”。 潘彬彬摄 （新华社发）

浙江省宁波市市民在风景如画的慈溪峙山
公园游玩。 胡学军摄 （人民视觉）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马拉松爱好者奔跑
在美丽的生态田园间。王华斌摄 （人民图片）

甘肃陇南文县天池镇巡河员在洋汤河清
理河道。 李旭春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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