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大气十条”“水十条”相继发布后，人们期盼“土十条”尽快出台——

“ 厚 土 载 污 ”待 遏 制
本报记者 杜 芳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

罗小扇扑流萤”。夏天是观

赏萤火虫的季节。近年来，

随着人们越来越渴望亲近大

自然，到野外观赏萤火虫渐

渐流行起来。在南京，到紫

金山等景区看萤火虫甚至成

为市民夏季的一项休闲娱乐

活动。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

是，人们到大自然中追寻童

趣、浪漫的行动，却有可能

让这种美丽的小生命陷入灭

顶之灾。人类活动骤然增多

会影响萤火虫的生存繁衍，

萤火虫发光是为了求偶，人

造光源会影响萤火虫。在很

多地方，随着游客纷至沓

来，萤火虫的数量明显减

少。今年，由于前来观赏萤

火虫的人流过于集中，南京

各大景区不得不拉起警戒

线，开辟“萤火虫观赏通

道”，以防止游人惊扰了小

生灵。

观赏萤火虫，出发点是

为了亲近自然、热爱生命，

但也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举

止，切勿把亲近自然变成了

伤害生灵，好心办了坏事。

这种案例屡见不鲜。更有甚

者，有地方为了营造浪漫气

氛以吸引游客，大量捕捉萤

火虫用于在活动现场集体放

飞。这种刻意营造出的所谓

情调与浪漫，背后是以萤火

虫“遭殃”为代价，其本质和一些人为了“放生”

行善而大量捕捉动物没什么不同，折射出生态环保

意识的欠缺。

为了提醒游客注意自己的行为，保护萤火虫，

南京市景区管理部门和多个微信公众号向市民发出

了观赏萤火虫的“六不倡议”，即不开车、不透露

地点、不用光源、不大声喧哗、不抓捕、不干扰。

这种倡议非常及时，体现了对自然和生命的尊重。

每个市民都应该积极响应倡议，争做一个文明、环

保的游客，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提高自己的环保意识

和素养，不要让自己的行为伤害了我们所热爱的大

自然。

世界这么大，越来越多的人想走出去“看看”

这个美丽的星球，随着人类活动的足迹越来越广、

越来越远，受到影响的不止是小小的萤火虫。如果

我们每个人在亲近大自然的同时，不注意保护自然

与生态平衡，那么地球生态系统终将难以承受人类

活动的破坏，大自然的美丽终将不再。

大自然的万千生灵都是地球生态系统的组成部

分，值得人类尊重和保护。我们既要亲近自然，也

要学会敬畏自然、保护自然，让大自然的一草一木

都不受打扰、快乐地生长。

我们该如何

﹃
亲近自然

﹄

金

名

正如蓝天不能雾霾如盖，江河不得
污水横流，大地亦不能厚土载污。“大
气十条”、“水十条”已经相继发布，人
们翘首以盼的“土十条”何时出台？

2015 年是第 68 届联合国大会确定
的 “ 国 际 土 壤 年 ”。 日 前 ， 中 国 科 学
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农业部和环境
保护部等部门联合举办“土壤与生态环
境安全——国际土壤年在中国”战略与
决策高层论坛，密切关注“土十条”进
展，共同为土地质量安全问题把脉。

土壤安全制约粮食安全

尽管我国粮食生产已经实现历史性
的“十一连增”，但是农业部副部长张
桃林依然感到压力重重，因为粮食安全
的源头保障——土地质量不容乐观。

“粮食的连年增收，一定程度上是
建立在水土等农业自然资源高强度开发
利用和农药化肥大量投入使用的基础
上。”张桃林说。2013 年我国农业化肥
施用量为 5912 万吨，按农业种植面积计
算化肥用量为 321.5kg/hm2，远高于世
界平均水平，分别是美国的 2.6 倍和欧
盟 的 2.5 倍 。 而 我 国 农 药 用 量 仍 然 较
大，近年来稳定在 32 万吨左右，占世界
农药总用量的 1/7。

“当前支撑粮食生产的各种资源要
素 和 环 境 生 态 已 绷 得 很 紧 。” 张 桃 林
说。就耕地土壤质量而言，根据国土资
源部 2009 年发布的报告和 2013 年发布
的第 2 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我国耕地
质量整体偏低，耕地基础地力对粮食产
量的贡献率为 50%左右，远低于欧美等
国 70%至 80%的水平。中低产田占 2/3，
坡 耕 地 约 占 40%， 土 壤 养 分 失 衡 比 较
普遍。

不仅如此，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导致
一些地区土壤退化严重，如西北地区水
土流失及沙化、次生盐渍化，东北部分
地区黑土地变薄，南方红黄壤酸化加
速，设施蔬菜地 （大棚） 土壤酸化、盐
渍化和连作障碍等退化问题日益突出。
此外，还有部分耕地因受到中重度污染
已不适宜耕种粮食作物。

作为人类生存之基的土壤，甚至还
成了大部分污染物的主要消纳地，质量
受到显著影响。“2014 年 4 月环境保护
部、国土资源部发布的 《全国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公报》 显示，全国土壤环境状
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
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
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全国土壤总的
点位超标率为 16.1%。”环保部副部长李
干杰说。

“土壤安全问题已严重制约国家粮
食安全、食品安全、水安全和生态环境
安全，进而影响到国家安全和国际履约
能力。”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尚勇强调，围绕土壤安全，协调发挥
土壤的生产功能、环境保护功能、生态

支撑功能，既是土壤科学的国际前沿课
题，也是我国紧迫的现实需求。

土壤污染为何难测难管

“一旦土壤被污染，就不是那么简
单能恢复的。”李干杰给人们敲响了警
钟，也道出了土壤治理的难点：与水体
和大气污染相比，土壤污染具有隐蔽
性、滞后性和难可逆性。特别是重金属
污染，因为难以降解，导致重金属对土
壤的污染基本上不可逆转。土壤污染一
旦发生，仅仅依靠切断污染源的方法很
难恢复。总体来说，治理土壤污染的成
本高、周期长、难度大。

张桃林认为，要有针对性地开展资
源环境利用保护和修复治理，目前农业
资源环境监测评估方法尚需完善。“由
于我国土壤及产地环境在类型和成因上
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现行农业资源环境
监测评估方法还不完善，监测评估结果
往往不能客观精准反映资源环境真实状
态和趋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资源
环境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以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为例，2014
年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 显
示 ， 全 国 耕 地 土 壤 点 位 超 标 率 达
19.4%，其中重度污染点位占 1.1%；而
1999 年国土资源部完成的我国中东部主
要农耕生产区的调查结果表明，12.1%
的土壤存在潜在的重金属污染风险；农
业部 2001 年以来对一些重点区域耕地
土壤先后进行了 4 次调查，结果则是总
超标率为 10.2%。“之所以出现上述差
异，究其原因，第一是由于调查的目
的、方法、采样点的布局选择和采样密
度有差异，第二则是由于评价指标体系
尚不健全”。张桃林说。

“应该加强普查摸底，尽快弄清农
业面源污染及土壤退化的类型、范围、
程度与成因，建立国家级面源污染、产
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等数据库，及时掌握
农业资源环境状况及动态趋势。科学规

划、分类指导，制定国家及地方农业环
境污染治理规划。”张桃林说。

在污染“测不准”之外，土壤治理
还面临更加突出的难点：“管不住”。中
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沈仁芳表
示，管理技术落后与政策法律缺失也让
土壤治理难以顺利进行。

“尽管我国在土壤退化阻控和障碍
消减方面研发了相应的施肥、水分、农
艺、生物、耕作等管理技术体系，但由
于不合理的耕作管理措施，导致我国养
分资源严重浪费，降低了土壤质量，对
生态环境也造成威胁。尤其在土壤修复
与保育技术体系方面，管理技术与政策
法律十分不足。而且至今尚未出台和建
立较为完整的土壤保护与管理政策及相
应的法律法规。”沈仁芳说。

土壤治污立法刻不容缓

我国目前尚无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项
法律法规，只有一些相关规定散见于其
他有关的法律文件或政策文件中。这些
规定存在明显缺陷。“首先这些规定分
散且不系统，往往一部有关的法文件中
只有一两个相关的法律规范，这使得土
壤污染防治无法系统有效地进行。其次
可操作性不强。现行有关土壤污染防治
的法律条款只是原则性、概括性地指出
要‘防止土壤污染’‘改良土壤’，而对
于如何保护土壤环境不受污染，如何对
已污染的土壤环境进行整治、修复或改
良，并未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难以具
体实施。此外，这些规定明显滞后，不
能适应目前的要求。”李干杰强调，加
快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刻不容缓。

中央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意见》 明确提出“制定实施土壤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优先保护耕地土壤环
境，强化工业污染场地治理，开展土壤
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土壤污染防治
法》 也于今年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立法规划。

环保部自 2006 年起着手启动土壤
污染防治立法研究工作。2013 年，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列入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全国人大环
资委委托环境保护部起草 《土壤污染防
治法》。目前，草案建议稿已经提交全
国人大环资委。环境保护部正会同相关
部门抓紧编制全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

李干杰指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将
突出两个重点、三个环节。“要紧紧抓
住农用地和污染场地两个重点，对症下
药，提出分级分类管理等一系列制度要
求，因地制宜，能治则治，暂时不能治
的抓好风险管控，确保安全利用。”李
干杰说。三个环节即“防、控、治”。

“防”就是通过建立严格的法规制度，
实施严格的监督监管，严防新的土壤污
染产生。“控”就是开展调查、排查，
掌握土壤污染状况及分布，采取有效手
段，防范和控制污染风险。“治”就是
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分类施策，在
典型地区组织开展土壤污染治理试点示
范，逐步建立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技术体
系，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土壤污染治
理修复。

李干杰还透露，在 《土壤污染防治
法》 出台之前，会积极研究制定配套政
策标准和技术体系。先期研究制定 《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条例》、《污染场地
土壤环境管理办法》、《农用地土壤环境
管理办法》 等法规和规章。修订发布

《土壤环境质量新标准》 和相关土壤环
境标准，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
示范，建立土壤污染与治理修复技术体
系，为法律的出台和实施提供有力的技
术支撑。

“我们要用 6 年到 7 年时间，使土壤
污染恶化趋势得到遏制，全国土壤环境
状况稳中向好。具体地说，就是使农用
地土壤环境得到有效保护，污染严重耕
地实现有序休养生息，建设用地土壤环
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污染防治试
点示范取得明显成效。”李干杰说。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北京市第四中级人
民法院 23 日正式受理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
研究所诉北京都市芳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
九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固体废物污染责任纠纷。据
悉，此案为北京地区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据了解，原告诉称，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
镇的都市芳园小区，有一个总面积约 200亩的湖泊
湿地。自 2014 年 10 月起，两被告在没有办理许可
手续的情况下，将建筑垃圾和建筑开槽土等倾倒入
湖，填埋湖泊区域，严重破坏了植被、湿地等生态
系统。经小区业主多次向政府反映、举报，北京市
昌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进行了调查认
定，10 月 25 日，城管执法人员向被告送达 《责令
改正通知书》。

原告对两被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包括：立即停止
在北京市昌平区都市芳园小区湖泊区域的施工作
业，不得继续倾倒渣土等固体废物，不得继续破坏
原有生态；判令两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包
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和监测、监管等费
用，共 950 万元，用于原地恢复当地植被以及修复
生态服务功能等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期间损
失，即赔偿涉案湖泊区域植物群落、湿地生态受到
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费，用于北京市
昌平区湿地保护等公益事业。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北京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受理
原告索赔生态修复费用近千万元

“你看这位大爷，这么热的天还在山上
割草，身体好得很！”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
族自治县沙坝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易元
富指着自家养牛场外小山坡上的杨大爷
说。“背靠大山搞养殖是运气好，这草又肥
又嫩，喂牛最合适。”杨大爷把捆紧的草堆
往肩上一扛，迈开大步走下山坡，快步进入
养牛场。养牛场里的 250 多头肉牛早已被
订购，“最远的卖到江苏、上海，每年有 50
多万元收入，不枉我当年贷款都要养牛。”
易元富说。

初夏时节，记者在沙坝村采访发现，不
少乡亲摆脱了地震的阴影，靠着山区良好
的生态环境，通过种养殖业发家致富。生
态种养殖成为沙坝村远近闻名的一张名
片，也是其农产品畅销的主要原因。

很难想象，沙坝村在汶川地震中有
106人遇难、192户房屋倒塌，道路、沟渠等
基础设施全毁。更不幸的是，2013 年 7 月
9 日，一场特大洪灾造成唐家山堰塞湖溃
坝，冲毁了该村 35 户群众新建的房屋，寨
子里刚刚兴起的旅游业遭遇灭顶之灾。

在规划重建时，沙坝村根据依山而建
的实际，在土地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当地政
府合理安排项目资金，整理出耕地 350 余
亩。在合理利用耕地基础上，沙坝村按照

“劳务输出、特色种养殖和体验旅游相结
合”的发展思路，推进全面新村建设。毗邻
老县城地震遗址，独特的区位优势，让富有
远见的沙坝人又一次把握住了机遇。“建设
旅游村，积极发展生态农业休闲观光旅游”
成为该村致富的又一渠道。

利用山区特殊的气候优势，重点发展
猕猴桃种植是村民们共同商讨的结果。记
者在半山腰的猕猴桃基地看到，有农民正

在给果树施肥，一排排果树枝繁叶茂，挂
满果实。49 岁的女村支书余志丽告诉记
者，近 200亩猕猴桃种植由一个专业合作
社统一管理，村民把土地以入股的方式交
给合作社。“每亩猕猴桃可以收入 3000
元，是种粮纯收入的 5 倍以上，能带动
300 名农民致富。国庆前后产果子的时
候，还会吸引更多游客来采摘、品尝。”
余志丽说。

除了发展种植业，像易元富一样“靠山
吃山”发展养殖业的农户不在少数。张良
的生态土鸡养殖合作社在一处幽静的山坳
里，山边有一处开阔的斜坡，正好放养土
鸡。记者见到他时，他穿着一双高筒靴，从
矮矮的鸡舍钻出来，抹了一把头上的汗。

“我养鸡快 4 年了，去年合作社收入 10 万
元左右。规模养鸡，一定要选好的场地，很
多贩子来收鸡都要看看有没有放养，这样
的鸡肉味道更好。”张良说。

除了背靠大山外，蜿蜒曲折的湔江绕
村而过，河道漂流也吸引了很多游客的目
光。发展农家乐成为不少村民增收的渠
道，杨中燕便是尝到甜头的第一人。她利
用自家三层一底的小羌楼开起了羌寨第一
家农家乐。为了让生意更好，杨中燕报名
参加了培训班。“旅游培训帮助我们转变了
观念，但我们毕竟是农村人，对发展旅游有
想法没办法。”

如今的沙坝村，一座座古朴典雅的羌
族风情小楼错落有致，阡陌相连；四处飘溢
着清新的深山气息，醉人心扉；一眼望去，
青峰翠谷，绿意盎然。这里的村民在灾后
重建中充分利用自然条件，让得天独厚的
生态优势成为致富的推手，美好的生活充
满了希望。

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县沙坝村：

生 态 致 富 绿 满 山 乡
本报记者 刘 畅

四川省绵阳

市沙坝村猕猴桃

合作社农户正在

整理果树。

本报记者
刘 畅摄

全球环境基金确立在华执行机构
本 报 讯 记 者 曹 红 艳 报 道 ： 全 球 环 境 基 金

（GEF） 日前在京与环保部对外合作中心签署谅解
备忘录，批准其成为 GEF 全球第 16 家项目执行机
构，这也是中国唯一的 GEF 国家执行机构，将负
责开发、执行、监管 GEF的对华赠款项目。

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表示，作为致力于全球
环境治理的专门机构及当前唯一服务于多个环境
国际公约的资金机制运行实体，GEF 与中国开展
了大量的合作项目，这些合作项目加强了中国履
行国际环境公约的能力，引进了一批新技术和先
进的管理机制，提高了公众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意识，为推动中国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财政部国际财经合作司副司长程智军介绍，
过去 20 多年来，中国以创始成员国、捐资国和受
援国的身份，积极参加、支持 GEF 的发展，并与
GEF 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截至目前，GEF 总
共支持了 143 个中国国别项目，涉及 11 亿美元赠
款，GEF还支持中国参与了 44个区域和全球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