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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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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鲍晓倩报道：环境保护部近日
通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重点流域水污
染防治专项规划实施情况考核暂行办法》（以下
简称《考核办法》），环境保护部会同发展改革委、
监察部、水利部、南水北调办等部门，分别对淮河

（含南水北调东线）、海河、辽河、松花江、巢湖、滇
池、黄河中上游、三峡库区及其上游、长江中下游
等9个流域涉及的25个省（区、市）人民政府2012
年 度 实 施《 重 点 流 域 水 污 染 防 治 规 划

（2011-2015年）》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
治规划（2011-2015年）》（以下合并简称《规划》）
情况进行了考核。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12年，各省（区、
市）全力实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项规划，水
污染防治取得了积极进展。淮河流域山东省、江
苏省、安徽省，海河流域山东省、内蒙古自治区、河
南省，辽河流域辽宁省，黄河中上游流域河南省，
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流域重庆市，长江中下游流域
江苏省、江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徽省、河南省
2012年度《规划》实施情况良好。

截至 2012 年底，《规划》共安排项目 6844
个，已完成（含调试）项目1840个，占项目总数的
26.9%；在建 1461 个，占 21.3%；前期准备 1449
个，占21.2%；未启动2094个，占30.6%。长江中
下游、海河、淮河、黄河中下游、松花江、辽河、巢
湖、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滇池的水污染防治项目
完成率分别为 41.3%、36.6%、34.8%、23.0%、
22.0%、21.3%、15.0%、8.4%、6.9%。《规划》确定
的428个考核断面，实际考核断面415个。其中
达标断面324个，占断面总数的78.1%；未达标断
面 91个，占断面总数的 21.9%。淮河流域、长江
中下游流域、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海河流域、辽河
流域、黄河中上游、松花江流域、滇池流域和巢湖
流域考核断面综合达标率（达标断面比例）分别
为 89.9%、87.5%、83.7%、81.8%、79.2%、75.0%、
62.9%、48.3%和33.3%。

这位负责人表示，当前水环境形势依然严
峻，规划项目实施进度不够理想，农业面源污染
量大面广，管理手段薄弱，已经成为流域治理的
重点和难点问题。结构性和区域性污染也日渐
突出，各流域城市污水处理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管
网不配套、处理设施效能发挥不足、脱氮除磷设
施建设滞后、污泥得不到妥善处置等问题。

下一步，环境保护部将按照《考核办法》要
求，对未通过考核的辽河流域吉林省四平市相关
区县、巢湖流域安徽省合肥市相关区县和六安市
相关区县、滇池流域云南省昆明市相关区县、三
峡库区及上游流域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相关区县，暂停其新增主要水污染物排放建设
项目的环评审批。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省区市
人民政府将逐级分解规划目标、任务，明确建设
计划，拓宽投资渠道，落实建设资金，加强调度和
管理，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实现治污效果。

重点流域未达标

断面比例达 21.9%

环保产业为海岛生态“护航”
本报记者 杜 铭

广西昭平，森林覆盖率达 84.2%，人均有
林面积、人均活立木蓄积量均居广西前列，
是名副其实的生态大县。这里保留了“中国
最美乡村”黄姚古镇，培育壮大了亿健、将军
峰、象棋山、故乡等著名茶叶品牌。一直以
来，昭平人民吃的就是旅游、茶叶等生态饭。

昭平是生态大县，也是贫困县。当前广
西正在火热开展“美丽广西、清洁乡村”工
程，昭平找到了实现绿色崛起的新机遇，努

力朝着建设成为“全国有特色的宜居宜业养
生休闲型山水森林城”的目标迈进。

一片森林、一条桂江、一座古镇、一片茶
园、一群寿星。在该县归纳出来的五大资源
中,每一样都与生态有关。“绿色生态是昭平
最大的财富、最大的优势、最大的品牌。”昭
平县委书记陈有辉说：“昭平要搞清洁乡村，
要加大投入，因为这本身就是发展养生休闲
旅游业和生态农业的要求。”

面对清洁乡村活动，昭平打的是“绿色算
盘”。于是，一个年内财政投入3000万元的计
划便顺利推出了。财政资金重点投向垃圾池、
垃圾中转站等公共基础设施，而日常保洁则由
村民为主体并探索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对县城
20公里以内的5个乡镇实行“村收集、镇运输、
县处理”全覆盖，20 公里以外的 7 个乡镇实行

“屯分类、村收集、镇运输、镇处理”。
从昭平县城南的明源街进入昭平镇龙

坪村大洲屯,美丽的荷塘、清澈的溪流、清洁
的田园、优美的村庄相得益彰。村中的小公

园里,三三两两的村民或小憩、或闲聊、或端
坐、或下棋,一派恬静悠然的景象。

增加农村垃圾清运设施，建立农村保洁
机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保洁工作薄弱
甚至空白的现象。“要从根本上实现‘清洁家
园、清洁水源、清洁田园’的目标，还得在转
变农村生产方式、建立农村循环生产体系上
下功夫，走一条‘环境友好、集约高效、协调
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崛起之路。”昭平县县长
刘秋梅对记者说。

“大道理我不清楚，但我看到不放农药、
专施有机肥的有机茶能卖更高的价钱，我们
就都不放农药而是装诱虫灯、放农家肥了。”
一位茶农的心里话道出了他对生态的理解。

生态意识、清洁习惯往往是在生态产业的
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2012年，昭平县茶园
面积达到16万亩，已经通过无公害茶园认证面
积 11.2 万亩。全年干茶产量 7000 多吨，总产
值近8亿元。直接从事茶叶产业人数约8万人，
全县农民人均茶叶单项收入达1550元。

“现在我们家煮饭、烧水炒菜全部用沼
气,既省钱又卫生,不烧柴火,饭菜同样香!”
在昭平县昭平镇江口村农户李新的家,只见
庭院内干干净净,厨房里整洁卫生。

来到李新家的桑园,他的爱人正忙着组
织村民给桑树施肥。李新告诉记者:“养蚕
剩余的蚕沙经过沼气池发酵后的沼气液和
沼气渣施用于桑苗,桑叶绿油油的,生态养
蚕效果很好。”

近年来，昭平县积极推广实施现代生态农
业种养模式,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实现了沼
气、养殖、种植、生态环保的联动效应,形成了富
有地方特色的生态循环农业产业链。目前,该
县已建成农村户用沼气池4.5万座,适宜建池农
户入户率达 70%,年可节约薪柴 11.3 万吨,仅
此项全县可节支增收约5020多万元；全县涌现
出如江口村的“桑—蚕—沼—桑”、福行村的“猪
—沼—茶”、临江村的“猪—沼—鱼”、河井村的

“猪—沼—果”、龙坪村的“猪—沼—菜”等一大
批极具地方特色的生态循环模式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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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白沙岛上，统一的白墙、黑瓦、蓝色
门窗以及干净整洁的街道，让人感觉朴素又
宁静。这里没有工业，没有汽车，只有环岛电
瓶车往来穿梭。但并不是每个海岛都这样幸
运，同样在浙江舟山群岛的韭山列岛，长期以
来却遭到无序无度开发，致使许多海洋渔业
资源浪费、国家珍稀保护动物减少、海洋生态
系统遭到严重破坏。

我国拥有面积大于 500 平方米的海岛
7300 多个，海岛陆域总面积近 8 万平方千
米，海岛岸线总长 14000 多千米。全国海岛
人口约 500 余万人，海岛地区年生产总值近
3000 亿元。近年来，海岛地区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但海岛生态文明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个别海岛地区目前尚未制定完善的发
展规划，没有合理地确定开发和保护区域，随
意、粗放型开发现象仍然存在；许多海岛的
水、电、交通等基础设施薄弱，生活必需品紧
缺；一些海岛地区环境保护手段和措施比较
落后，甚至个别海岛污水直接排海，垃圾裸露
堆放，对海岛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由于自
然灾害和人为原因，海岛生态环境遭受破
坏。如随意倾倒垃圾、污水和有害废物，造成
海岛本体及周边海域生态恶化；偷采、滥采珊
瑚礁以及其他珍稀动植物资源，随意砍伐红
树林，致使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降
低，海岛生态系统退化；海岛百姓环境保护意
识淡薄。一些岛上居民随意丢弃生活垃圾、
私搭乱盖房屋、随意排放生活污水等现象仍
然存在。”在此次全国海岛联席会上，国家海
洋局对海岛地区目前面临的生态文明建设问
题作了以上总结。

海岛应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
博弈？“海岛地区建设绝不能走大陆上传统的
高能耗、高污染的老路子，必须把生态文明建
设放在首位。”国家海洋局副局长张宏声强调。

为解决海岛地区基础设施落后、自然资
源匮乏以及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国家相继
启动了海岛生态修复、海岛生态实验基地建
设等行动，引导新能源、新技术、新材料在海
岛开发保护中应用。本次全国海岛联席会议
邀请环保企业参加“节能环保技术产品展示
会”和“海岛生态文明建设论坛”，就是希望为
海岛地区和环保产业界架起信息沟通与合作
交流的“桥梁”。

海岛：对环保产业有特殊贡献

张宏声指出，海岛生态文明建设要发挥
好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两个方面的作用。今
后在海岛生态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中，要加
强政府引导，通过政策、资金等手段引导节能
环保技术产品加快在海岛地区推广应用。企
业要加强科技创新，提升产品技术水平，切实
开发研制适用于海岛的节能技术产品。

在本次会议上，国家海洋局海岛管理司
司长吕彩霞发布了《适用于海岛的节能环保
技术产品目录》，共涉及固废处理、可再生能
源利用、生态修复与保护、节能环保建筑材料
与工艺、水处理与利用共 5 个大类 45 个型号
产品，BME 抑尘技术及解决方案、Puresino
超滤膜系列产品、海水淡化装置、风光互补照
明设备、海水源热泵机组等在业界广受好评
的多项国内外高新技术产品均收录在内。

据了解，这是我国首次为海岛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技术产品方面的指导性意见。这份

《目录》的制订是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受国
家海洋局委托，协助筛选环保技术和组织环
保企业参加海岛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副秘书长郝淳介
绍，海岛对环境保护技术产品的需求主要集
中在可再生能源技术产品、绿色环保建筑产
品、污水处理与回用技术产品、固体废弃物综
合处理技术产品、水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产品
和海岛生态修复技术。“我国在这些领域拥有
丰富的技术储备和较高的研发生产能力，相
信可以助力海岛生态文明建设。”

他说，我国环保产业经过 30 多年的发
展，整体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不

断缩小，部分领域甚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比如江西金达莱的兼氧膜生物反应器就曾战
胜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中标联合国维和部
队的生活污水处理设备。

实际上，海岛地区自身对于节能环保技
术也具有强烈的需求。浙江舟山市普陀区副
区长张文科介绍，国电舟山普陀 6 号海上风
电场 2 区工程前期工作正在加紧推进，成为
浙江省首个获得国家“路条”的海上风电场项
目，该项目总投资 30 亿元，装机容量为 25 万
千瓦。普陀区已建成海水淡化工程 3 处，其
中，六横 10 万吨/日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工
程计划在今年底投入使用。

海岛：对环保技术有特殊需求

“节能环保技术产品市场不规范，产品良
莠不齐，市场准入门槛低，使用节能环保产品
的成本过高，售后服务差，影响了节能环保技
术产品的推广应用。”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县县
长董智武的发言，反映了很多海岛地区在选
择节能环保技术产品时遇到的苦恼。他说，
洞头县城南污水处理厂建成后，因处理技术
原因造成运行不稳定，而技术改造的费用又
很大，使发挥的效益受到很大影响。

此外，由于海岛风力大，洞头县现有公用
设施上安装的风能、太阳能利用设备抵抗风
力能力弱，受损严重，不利于在海岛地区的推
广；还有一些假冒伪劣的节能环保技术产品
充斥市场，使人们很难判定产品的真假，打击
人们使用消费的积极性。

由此可见，受海岛特殊地理自然环境条
件、特别是台风的影响，对节能环保新技术产
品的质量要求比在大陆上要高很多，如材料
的抗风、耐腐蚀等，开发应用的关键技术还有
待提高。

“海岛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要求提供低成
本、经济实用的技术和产品；居民居住比较分
散，要求通过小型设备实现污染物的分散处
置；水电等基础条件不足，要求设备节电、质
量可靠、易于维护；自然条件相对恶劣，要求
厂家有针对性地进行防风、防潮、防腐等设
计。”郝淳强调，由于海岛与陆地环境有较大
不同，使得海岛对环保技术产品的需求也与
陆地上的有一定差异，这需要环保企业进一
步开发出适用的技术和产品。

郝淳进一步指出，此次出台《目录》是希
望推进为海岛生态建设服务的环保产业发
展，通过市场的竞争机制，优胜劣汰，从而提
升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水平，这既是挑战，也
是一种机遇。

董智武等海岛地区的代表还反映，国家
对节能环保产品的推广应用缺少系统、全面
的政策制度保障，特别是风能、太阳能、潮汐
能等开发成本高、见效慢的清洁能源发展方
面，政策扶持力度偏弱，不利于清洁能源的开
发利用。而县级地方财政十分有限，基础设
施投入对财力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

此外，由于远离大陆和诸多资源环境因
素制约，导致海岛人才集聚较难和本地人才
外流，海洋科技与管理人才短缺，这也制约
了环保节能新技术产品在海岛落户开发和
应用。白沙岛由于没有学校，很多居民为了
子 女 上 学 已 经 举 家 搬 迁 ，这 个 过 去 拥 有
2800 多人的小岛，现在只有 800 人在岛上
日常居住。

绿色聚焦绿色聚焦

从空中俯瞰，浙江舟山白沙岛就像一只展开翅膀的美丽蝴蝶，亭亭玉立于

东海之中。

虽然名气无法和不远处的普陀山相比，但拥有良好海洋生态环境的白沙岛

却是海钓爱好者心目中的顶级钓场，每年都会吸引大批海钓爱好者前来一展身

手。这个仅 2.88平方公里的小岛，如今日接待游客量最多可达 1500人次。

海岛天生丽质，但这份美丽也格外需要细心“呵护”。

“海岛自然生态脆弱，环境承载能力低，一旦被破坏，就无法逆转、难以恢复，多

年来生态保护的成果将毁于一旦。”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县长周崇凝告诉记者，随

着南澳大桥即将建成通车，岛上建设项目和进岛游客已经明显增多，生态环境保护

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随着我国将发展海洋经济上升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海岛的开发与保护

也逐渐引起人们重视。日前，在浙江舟山市举办的第十八次全国海岛联席

会议上，环保产业如何更好地为海岛生态文明建设服务，成 为 政 府 与 业 界

交流的主题。

环保部公布重点流域水污染防

治专项规划2012年度考核结果——

清洁乡村，昭平打出“绿色算盘”
本报记者 周骁骏 童 政

清洁乡村，昭平打出“绿色算盘”
本报记者 周骁骏 童 政

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水淡化研究所研发

的风光油储海水淡化一体化装置受到参会

者的关注。 本报记者 杜 铭摄

本报讯 记者艾芳报道：眼下，因受能源、
环保、用工成本攀升等因素影响，以及国内房地
产市场的变化，中国家居建材行业陷入了低迷
期。面对严峻的市场考验，近日圣象集团执行
总裁郭辉表示将打造绿色产业链，致力于整个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圣象的绿色产业链包括基材、工厂、研发、设
计四大环节。郭辉表示，基材选择国外经FSC权
威认证的合法优质木材，生产和研发中实现了生
产过程的“废料零排放”，在品质控制上，圣象实验
室也获得了国家级实验室认可，并与美国合作建
成世界一流的圣象 E0级健康基材生产基地，率
先在中国采用F4星级国外先进标准。

家居业启动“绿色产业链”

日前，一辆空气动力节能公交车亮相北京街

头。这种完全用空气动力代替普通汽、柴油发动

机起步的技术起到了减少油耗、减少污染的节能

减排效果。 新华社记者 李明放摄

空气动力节能公交车亮相北京

经过环境综合整治的舟山白沙岛面目一新，成为海钓爱好者心中的乐园。 本报记者 杜 铭摄经过环境综合整治的舟山白沙岛面目一新经过环境综合整治的舟山白沙岛面目一新，，成为海钓爱好者心中的乐园成为海钓爱好者心中的乐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杜杜 铭铭摄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