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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黑龙江珍宝岛湿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高高的瞭望台放眼望去，蓝天下，大片
的绿草衬托着一个个小湖泊，美不胜收。

“湿地里还有各种珍稀动植物和中草药
呢。”黑龙江珍宝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副局长张希国说。

正说着，一只白鹭出现在我们眼前。
“东北人把白鹭、苍鹭等水禽叫‘长脖老
等’。它长时间站在水里，伸长脖子等待鱼
儿游来。”张希国说，为了能让“长脖老等”
吃到鱼，珍宝岛湿地保护区的人作了很多
努力，“我们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是不允
许农业耕作的，农药和化肥会破坏湿地的
环境”。

三江平原拥有中国面积最大的湿地，
湿地面积达到 292.75 平方公里。这些湿
地支撑着 37 个生态系统，上千种植物和
528 种脊椎动物，其中包括列入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红色名单的23种全球濒危物种。

然而，原来的湿地并没有这样的美
景。上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湿地被开垦
成粮食生产基地。湿地面积从原来的 3.7
万平方公里减少到了 2000 年的 0.92 万平
方公里，其生态系统也濒临崩溃。

2002年，《国家湿地保护行动计划》开
始施行。2005 年，亚行批准了 1500 万美
元贷款支持三江平原湿地保护项目，并帮
助黑龙江省政府获得全球环境基金赠款
1214万美元。

张希国说，近年来，珍宝岛湿地所在的
虎林市把湿地保护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
大举措来抓。2008年，黑龙江珍宝岛湿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成立，负责保护
区的日常保护、管理、监测、科研、宣教和发
展生态旅游等工作。他说，“从 2011 年开
始，我们用亚行的资金购买了电脑等办公

设施。亚行每年都派人来，从事湿地的保
护、法律法规、森林植物等湿地管理保护相
关知识的教育工作”。

张希国说，他们严格按照规定使用项
目资金,根据规划要求施工，保护区基础设
施日趋完善。他们将项目建设资金投入到
了以下项目中：月牙湖景区建设投入资金

150 万元、湿地景区输入电线路安装投入
15 万元、湿地景区机井建设投入资金 11
万元、湿地环保公共卫生间投入资金30万
元、野外监控设备投入资金125万元、管护
站设备投入资金73万余元。

记者在珍宝岛湿地见到了工作人员王
鹏，这位 27 岁的小伙子是虎林市珍宝岛乡
宝丰村的农民。他们一家曾在湿地开垦了
200亩地种庄稼，一旦发水，就会颗粒无收。
如今，王鹏做湿地管理员每个月赚2000多
元钱，他的妻子今年在保护区休息区内开了
个小卖店，卖快餐、冷饮和自己家产的蜂蜜等
特产。王鹏说：“有了这份工作，不再担心自然
灾害了，有工资就能旱涝保收。”

张希国说，珍宝岛自然保护区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与日俱增，自2008年经国务院
批准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来，珍宝
岛自然保护区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并先后获评“中国野生荷花之乡”“野生植
物之乡”“黑龙江省最美十大湿地”。

据了解，迄今为止，我国已吸引了约两
亿元人民币的外资用于湿地保护、湿地恢
复和能力建设。在三江平原七星河保护区
内，科研人员崔守斌对白鹭进行了追踪研
究，发现其数量由2011年的600只上升至
2014年的1000多只。他说，“我们在湿地
管理上的投入，以及在保护珍稀候鸟栖息
地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对于三江平原、中国
乃至整个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

走进黑龙江三江平原：

珍 宝 岛 湿 地 白 鹭 飞
本报记者 陈 颐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 《关于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
生 态 文 明 试 验 区 的 意 见》（以 下 简 称

《意 见》） 及 《国 家 生 态 文 明 试 验 区
（福建）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福建方
案》），明确将通过设立若干试验区，
形成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国家级综合试
验平台。

根据《意见》，我国将通过试验探索，
力争到 2017 年形成若干可操作、有效管
用的生态文明制度成果；到 2020 年，试
验区率先建成较为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形成一批可在全国复制推广的重
大制度成果。

有关专家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制度建
设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难度，通过设立
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将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发展绿色产业、
提供更多更好的绿色产品提供新的机会
和空间。

为何要搭建综合性试验平台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仍滞
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制度体系尚
不健全，体制机制瓶颈亟待突破，迫切
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相结合，
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和各地发展阶段的生
态文明制度模式。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
划纲要明确提出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此次《意见》的出台，有
利于树立正确的改革方向，加强对地方
的指导，将各项改革决策部署落地，加快
推进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进程。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勇
表示，试验区是承担国家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创新试验的综合性平台，通过试验
区的探索，主要是鼓励发挥地方首创精
神，就一些难度较大、确需先行探索的生
态文明重大制度开展先行先试。

“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中国
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
分析说，自然生态系统具有系统性和完
整性，资源和环境的开发与保护必须遵
循自然演变的内在规律。从我国面临的
主要生态环境问题看，区域性大气污染、
土壤污染和流域性水污染防治，以及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保护是重点和难点，
需要针对区域和流域特点给出系统性的
解决方案。

王毅表示，我国的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已步入“深水区”，但落实生态文明建
设领域的改革任务却出现“部门化”“碎
片化”现象。例如，存在各类缺少相互协
调的基于部门授权或环境要素的生态文
明“试点示范区”。

“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可以打破部门的利益格局，统筹推

进各类试点示范，解决生态文明建设的
热点难点问题，实现相关改革目标。”王
毅说，设立“试验区”体现出改革的系统
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要求。

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研
究室主任杨春平认为，由于各部门职责
分工不同，试点示范只能局限在某一个
领域或侧面，使本应属系统工程的生态
文明建设被人为割裂，政策资源被分散
使用，不能形成合力，基层干部和群众的
思想认识模糊，地方的实践不能很好地
与中央的顶层设计有机结合起来。《意
见》明确提出要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可以更好地整合各种资
源，形成工作合力，集中开展试点试验，
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模式，为建成
较为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探索合理
路径。

首批试验区为何选择闽赣贵

《意见》指出，综合考虑各地现有的
生态文明改革实践基础、区域差异性和
发展阶段等因素，首批选择生态基础较
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福建省、江
西省和贵州省作为试验区。

张勇表示，选择福建、江西、贵州作
为第一批试验区，主要由于这 3 个省份均
为生态环境基础较好、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地区。与此同时，
这 3 个省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有利于探索不同发展阶
段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模式。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巡视员
林向东告诉《经济日报》记者，福建省多
年来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保
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留住了绿水青
山，成为全国 5 个省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区之一。此次《福建方案》的出台，将推
动福建以更高的标准、更大的勇气推进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当好“试验田”，将生
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绿色发展、

绿色富省、绿色惠民。
《意见》明确，试验区不搞评比授牌、

不搞政策洼地，数量将从严控制，务求改
革实效。今后将根据改革举措落实情况
和试验任务的需要，适时选择不同类型、
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开展试验区建设。

张勇指出，根据《意见》要求，未经党
中央、国务院批准，各部门不再自行设
立、批复冠以“生态文明”字样的各类试
点、示范、工程、基地等；已自行开展的各
类生态文明试点示范到期一律结束，不
再 延 期 ，最 迟 结 束 时 间 不 得 晚 于
2020 年。

据介绍，目前，有关部门已经开展了
一些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试点示范，在
模式探索、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也存在着试点过多过散、重复交
叉等问题。

张勇表示，有关部门将通过统一规
范各类生态文明试点示范，对试验区内
已开展的生态文明试点示范区进行整
合，统一规范管理。各相关部门和地区
要根据工作职责加强指导支持，做好各
项改革任务的协调衔接，避免交叉重复
工作。

为何强调制度创新是基础

作为国家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试验
区是承担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创新试
验的综合性平台，需要把生态文明制度
创新作为基础。

杨春平表示，我国各方面的现状与
生态文明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
现在现有法规政策标准等制度体系还没
有完全形成正向引导、反向制约的发展
机制。

“设立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就是要
聚集改革资源，以体制创新、制度供给、
模式探索为重点，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总体方案中重点改革任务取得重大进

展 ，形 成 较 为 完 善 的 生 态 文 明 制 度 体
系。”杨春平说。

杨春平表示，《福建方案》就是以体
制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为重点，向影响
生态文明建设的痼疾开刀，查补制度漏
洞，涉及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
管制制度、健全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
场体系、建立多元化的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健全环境治理体系、建立健全自然资
源资产产权制度、开展绿色发展绩效评
价考核等 6 个方面 20 多项制度创新，充
分体现了国家试验区试验的重点。

“这些体制创新和制度完善较好地
体现了中央的顶层设计，如果能取得重
大进展，必将有效提升生态文明建设领
域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杨春平
表示。

“我国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的核心是
构 建 一 整 套 生 态 文 明 制 度 。” 王 毅 表
示，生态文明制度既包括促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也包括行
政管理体制。一方面，需要继承国内外
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成熟
经验与制度；另一方面，也必须坚持以
人为本、问题导向，推进科学、系统、
有效的制度创新。与此同时，根据资源
环境问题的公共性特点，还要关注政策
的 转 型 过 渡 与 各 利 益 相 关 方 的 协 同
共治。

《意见》明确，鼓励试验区因地制宜，
结合本地区实际大胆探索，全方位开展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创新试验，允许试错、
包容失败、及时纠错，注重总结经验。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具
有相当的复杂性和难度。”王毅说，构建
生态文明治理体系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
改革和创新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鉴
于制度的基础性、引领性及一些基本问
题的不确定性，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更不
应急于求成，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发展转
型的规律，并与现有法律和管理体制相
适应。

中办、国办联合发文部署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试验平台
本报记者 林火灿

湖北石首麋鹿种群发展迅速

不要忽视噪声污染

这 个 环 境 短 板
洪 远

环保部近日发布的《中
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
显示，2015 年全国环保部门
共收到环境噪声投诉35.4万
件，这一数据已占到当年环
境总投诉的三分之一。凌晨

车辆声、半夜狗叫声、建筑工地施工声⋯⋯无处不在
的噪声污染正在成为不可忽视的环境短板。

早有研究表明，噪声污染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会
造成危害。2011 年，世卫组织和欧盟合作研究中
心曾公开了一份关于噪音对健康影响的全面报告：

《噪音污染导致的疾病负担》。根据该报告，噪声危
害已成为继空气污染之后人类公共健康的第二个杀
手。噪声污染不仅会使人产生消极、烦闷的心理状
态，影响睡眠质量，损伤听觉器官，噪声作用于中
枢神经系统，还会引起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
等心血管疾病。

噪声危害导致民众对噪声的投诉高发。但在现
实生活中，对噪声的投诉及降噪似乎成了“疑难杂
症”：首先是人们常常投诉无门。噪声污染种类繁
杂，工商、城管、公安机关等部门对于噪音的管理
权限分工并不明确。其次是执法难度大。尽管按照
我国城市环境噪声标准，居民区一般为白天 55 分
贝、夜间 45 分贝，对各类车辆出厂行驶噪声也有
相关限制标准，但相关部门对于交通、装修等噪声
的取证、处罚难度很大。此外，城市规划不充分、
不合理，噪声防范措施、降噪技术不够，以及社会
道德等因素掺杂其中让降噪“良方”难觅。

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对于控制噪声污染都采
取了不少措施，但不可否认，控制噪声污染还是个悬
而未决的难题。相关报告显示，仅 2015 年国家、地
方就颁布了 9 部环境噪声相关标准规范，各省（区、
市）制定印发了29 部噪声污染防治相关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国家相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还开展了功
能区划调整、新生产机动车噪声检验、绿色护考、达
标区创建等工作。还有一些地方探索更加有效的防
治模式，诸如北京采取了加强噪声污染源的日常监
控、完善地方标准等手段治理噪声污染；上海建立了
约 700 平方公里的外环区域城市噪声地图和数据库
等，也取得了一些经验。

尽管噪声污染与大气、水、土壤的污染表现不
同，但同属于环境公害，治理噪声污染迫切需要相关
部门与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改变噪声污染违法成
本低的现状，解决调查取证难、部门交叉管理、处罚
主体不明、噪声污染治理执法缺位和错位等问题，都
需要尽快制定更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方案。

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麋鹿（8
月 27 日摄）。近年来，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麋鹿种群发展迅速，已由 1993 年 10 月和 1994 年 11
月分两批从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引进的 64 头发展到
如今的1000余头。 新华社记者 杜华举摄

图为一望无际的黑龙江珍宝岛湿地。 本报记者 陈 颐摄

福建闽江畔的滩涂经过整治福建闽江畔的滩涂经过整治，，修建为湿地公园修建为湿地公园，，呈现出一派天蓝呈现出一派天蓝、、水清水清、、草绿的景象草绿的景象。。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陈 煜煜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