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 建 东 山 岛 又 称“ 蝠
岛”，它像一只展翅飞翔的蝙
蝠，盘踞在海峡西岸东海与
南海交汇处。新中国成立前
的东山岛风沙弥漫、缺水少
树、一片荒芜。上世纪 50 年
代开始，在原县委书记谷文昌
带领下，全县军民“上战秃头
山，下战飞沙滩”，掀起了兴修
水利、植树造林的浪潮。经过
多年持续不断的生态恢复和
保护，如今的东山岛绿树掩
映、天蓝海碧，被誉为中国十
大美丽海岛之一，也成为享誉
全国的度假天堂。

在马銮湾、金銮湾滨海
度假区，各地慕名而来的度
假者或在蔚蓝的大海中畅
游，或在洁白的沙滩上漫步，
海风微微拂面，让人心旷神
怡。

度假要在海滨，生活还
要在岛内。东山人最钟情的
是岛内一个个各具田园风光
的小村庄，这些小村庄既是
村民生活的家园，也是周边
城里人休闲放松的乐园。位
于杏陈镇的前何村就是近几
年名头渐响的“美丽乡村”的
一个杰出代表。

在前何村港后雅美宜居
片 区 ，记 者 看 到 一 株 株 近
200 年树龄的黄连木参天蔽
日 ，旁 边 一 条 小 河 宁 静 悠
远。河畔的社区公园内，绿
草红花交相辉映，几个儿童
嬉戏的雕塑更给这里平添了
几分生气。村民朱裕琴吃过早饭正在散步，她告诉《经济
日报》记者，大家没事都喜欢沿着河边小路散步，或者围
坐在公园木椅上聊天。

“不过这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朱裕琴指着记者坐着
的地方打趣地说，“4 年前，这里还是一大片旱厕和猪圈，
臭气熏天、垃圾遍地、老鼠猖獗、苍蝇蚊子满天飞，人在这
里站一会儿就会被叮得一身包，更别说像我们这样坐着
说话。不过现在好了，蚊子苍蝇都没有了，家里都不需要
蚊香了”。

“以前村民一直使用旱厕，又都养猪，港后自然村这
一片就成了全村最脏乱差的地方，最多的时候有 100 多
个旱厕和猪圈。”前何村党支部书记何秀荣说，“过去十几
年来，我们村里进行了绿化改造，对垃圾进行集中清理，
还实现了雨污分流，村里面貌大幅改观。但是这里情况
复杂，改造阻力很大，需投入资金也很多，因此脏乱差的
局面维持了好多年”。

何秀荣说，“后来县里提倡‘学文昌、见行动’，我们也
下定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村党支部、村委会、村老人协
会、村民协会一起做工作，和所有村民达成了集体改造的
一致意见。村里又先期筹措了 1000 多万元资金，终于
从 2013年开始了港后片区的改造。到目前，村里已经投
入了 3000 多万元用于生态建设，全村面貌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以前总觉得城里好，现在觉得还是我们村里最好，
你看我家住着 3 层的楼房，和别墅一样，空气又清新，环
境又整洁，让我去城里我还不去呢。”朱裕琴说。

告别朱裕琴，沿着河边小路一路走过，路边五颜六色
的花儿争奇斗艳，不远处一片片青枣园郁郁葱葱。大片
的池塘里，粉红色的荷花娇艳欲滴，成群的小鱼自在而又
悠闲，一幅世外桃源般的田园景象。

杏陈镇副镇长、原驻前何村工作组组长朱添喜说：
“前何村的变化，我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虽然我已经
离开前何村了，但有时间就会过来走走看看，也是一种享
受啊！”他告诉记者，现在不光前何村人很享受，城里人、
甚至周边漳浦县、云霄县、漳州市的人周末也经常会过
来，在这里看荷花、品荷花茶、吃烧烤。去年这里接待游
客超过 5000人次，今年估计会更多。

“3000 多万元对村里来说可不是小数目，这投资从
哪里来呢？”前何村村委会主任何来发解开了记者的疑
问，他说：“现在村里 60%以上的家庭都搞滩涂水产养
殖，还有人外出打工，村里还有几个大规模水产加工企
业，村集体收入在全县数一数二，村民人均年收入保守算
也超过 2万元。大家日子都过得好着哩！”

饮水当思源，站在谷文昌当年和群众挖掘的一口水
井旁，记者不禁想，谷文昌留给东山人民的，不仅是一排
排的防护林和一座座水利设施，更是优良的工作作风和
丰厚的生态基因。如今，东山的森林覆盖率依然在逐年
提高，越来越多的“美丽乡村”正在不断涌现，东山人民也
享受到了“百姓富、生态美”的幸福生活。

福建东山前何村

：

传承生态基因

畅享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薛志伟

近日，环保部通报了 2016 年上半
年 8 起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及数据弄虚
作假案例，并提出将篡改、伪造监测数
据或出具虚假监测报告的社会环境监测
机构及从事设备生产、销售、运维的厂
商列入“严重失信主体‘黑名单’”，
及时公开披露相关信息，让弄虚作假者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在全国环境信用体系建设探索和实

践的过程中，江苏省多措并举，以绿色
信用制衡“黑色”企业的做法成效显
著，有力地推动了江苏的绿色发展。

企业自律谋求发展

“环境信用保持得好，让企业能够
在贷款利率上获得更多优惠，向政府申
请资金补助时能够被优先安排，水电费
的缴纳还更加便宜，激励我们把这份绿
色事业坚持做下去。”江苏省沙钢集团
有限公司环保资源处处长张新说。

在江苏，环保信用评价指标从高到
低依次为绿色、蓝色、黄色、红色、黑
色 5 个等级，连续多年一直维持在蓝色
及以上评级的江苏省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就把环境信用体系建设当成企业得以立
身立业的分内事。

环保工作做得好，企业的投入不能
少，张新的心里有本账：“沙钢每年在
环保运行上的投入达到 35 亿元，平均
每吨钢材就享有 170 元的环保维护费
用，并做到环保设备与生产设备同时运
行、同时维护、同时检修，实现污染防
治长效管理。”

为了扎实推进企业的环境信用体系
建设工作，沙钢实行激励机制，完善环保
考核体系，并将其纳入各分厂（部门）的
年度承包合同。同时，所有环保指标实
绩都与月度经济责任制挂钩，按月对标
考核，实施严格的节奖超罚措施。

“个人的百分制环保考评得分纳入
绩效管理，如果当月出现扣分情况，那
么个人奖金就会相应打折扣。此外，我
们还设置了各部门的集体环保考评，分
为绿、蓝、红、黑旗得主，获得红、黑
旗的集体同样按比例扣除奖金并及时督
促整改。”张新向记者介绍。

企业通过建立健全环境行为信用评
价制度，激励并约束自身的综合性环境
政策措施，有利于提高企业环境自律意
识和环保社会责任意识，促进企业从漠
视污染、消极治理、被动应付向重视环

保、清洁生产、主动减排转变，绿色生产
才能为企业开辟出更多申请项目资金的
绿色通道。

红黑失信处处受阻

守信畅通，失信难行，环境信用体系
建设就是要在守信与失信间达到制衡。
2015 年 12 月，江苏省环保厅联合省物价
局印发了《关于根据环保信用评价等级
试行差别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在全国
率先建立针对年度环保信用评价等级为
红色、黑色的部分高污染企业的差别电
价政策，用电价格在现行价格基础上每
千瓦时加价 0.05 元和 0.1 元；2016 年 2
月，江苏省环保厅又联合省财政厅、物价
局、住建厅、水利厅印发了《江苏省污水
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分档制
定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初定环保信用评
价黑色等级企业水价上调 1 元，红色等
级企业水价上调 0.6元。

今年 6 月，江苏省宿迁市环保局召
开发布会，通报了对 180 家市控重点企
业 2015 年度环境行为开展的环保信用
等级评价工作，有 5 家企业因环保信用
极差被评为“黑色企业”。这些企业除
了将被环保部门依照规定采取暂停下一
年度申报各类环保专项资金资格，金融
机构不予提供贷款支持，发生环境违法
行为按自由裁量同档次上限处罚，并取
消各类由环保主管部门组织的评优评奖
资格等惩戒性措施外，电力部门还将对

红色、黑色企业电价分别上调加收。
“以往环保部门只能采取行政措施

进行监管，如今建设环境信用体系进一
步利用市场手段倒逼企业重视环保，那
些红黑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即是敲断
了它们的资金链，影响生产，付出的代
价远比放任污染的获利要大。”江苏省
环保厅法规处调研员龚志军说。

2015 年，江苏省共有 22542 家污染
企业参与环保信用评价，878家国控重点
污染源企业共评出绿色企业 280 家、蓝
色企业 415 家、黄色企业 118 家、红色企
业 43 家、黑色企业 22 家。龚志军表示，
评价结果均已在江苏环保网站公布，并
与金融、物价、工商等部门共享，实行联
动惩戒，督促企业持续改进环境行为，自
觉履行环境保护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

绿色信用遍地开花

环境信用体系让失信者尝到破坏生
态环境的苦滋味，江苏省在完成年度试
点任务的基础上，还结合各地实际进行
了深入探索。

扬州、泰州两市建立了环保信用审
查制度，要求在履行环境执法监管、环保
行政许可、环保引导资金安排等日常环
境管理活动时，查询企业环保信用评价
结果及动态修复情况。扬州市还率先在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领域提出信用承
诺要求，要求企业在提交环评文件审批
申请时，一并提交承诺书，对自身的信用

状况、申请材料的真实性以及违约责任
作出书面承诺，2015 年对环评文件进行
信用承诺的企业（项目）已达 40个。

“苏州工业园区作为环保信用审查
和信用承诺的试点单位，也已经完善了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平台，除法定企业必
须公开信息外，还推动了 60 家企业参
与公开，建立了更为深入全面的自愿性
环境信息公开和报告制度。”江苏省环
保厅政策法规处副处长贺震说。

此 外 ， 江 苏 省 13 个 省 辖 市 环 保
局、银监分局及相关部门都相继建立了
环境保护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各部门互
通有无，搭建起信息共享的平台，由绿
色信用延伸而来的绿色信贷成为江苏省
环境信用体系建设的一大亮点。

在此基础上，江苏省多地与人民银
行实行联动，对不同信用等级的企业执
行不同的信贷政策。贺震介绍，以江阴
市为例，对黄色等级企业不再安排与原
产品、技术和污染水平相同、涉及重复
建设的信贷资金，对红色等级企业不再
新增贷款，并逐步压缩原有信贷规模，
对黑色企业则收回贷款。

截至 2015 年末，江苏省主要机构绿
色信贷比年初增减情况为绿色等级企业
增加贷款 534.53 亿元，蓝色等级企业增
加贷款 118.63 亿元，红色等级企业贷款
减少到 5.11 亿元，黑色等级企业贷款减
少到 13.38 亿元，绿色信贷政策不偏不
倚、奖惩有据，发挥出了市场监管的强大
震慑力。

江苏探索环境信用体系建设——

以绿色信用制衡“黑色”企业
本报记者 曹红艳 郭静原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和上海市规划和
国土资源管理局日前制定并实施《上海市
经营性用地和工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

“谁污染、谁治理，谁使用、谁负责”，
按照《办法》规定，上海市经营性用地和工
业用地要以“全生命周期管理，按阶段监
管落实”的原则，在土地储备、出让、收回、
续期前等阶段，土地使用权人（含土地储
备机构）应组织完成土壤环境调查评估，
并向环保部门申请。经认定存在污染并
且需要治理修复的，应承担土壤环境修复
的责任和费用，使之达到环保要求。

探索“全生命周期”之路

早在 2014 年，上海就开始对工业用
地施行“全生命周期”管理。

上海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当时要求，要
将新增供应的工业用地产业项目类、工业
用地标准厂房类、研发总部产业项目类、
研发总部通用类均纳入全生命周期管理，
将项目建设投入、产出、节能、环保、就业
等要素纳入合同管理，以实现土地利用管
理系统化、精细化、动态化，促进城市可持
续发展。

比如，其中的“土地受让人按开工、竣
工、投产等时间决定缴纳履约保证金”，业
内人士分析认为，此项规定可以更好地督
促受让人尽早开发建设，促进项目投产落
地，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上海当时还建立了工业用地利用绩
效评估制度，分别在达产阶段、达产后
第 3 年以及今后每 3 年、出让年期到期
前 1 年等阶段，对企业的土地利用绩效
等履约情况进行评估，其结果将直接决
定企业是否能继续使用土地。值得关注

的是，在对工业用地进行“全生命周
期”管理之际，上海就提出了“谁污
染、谁付费”的原则，要求工业用地使
用权转让、收回之前和定期评估阶段，
须进行土壤地下水地质环境质量检测，
造成环境污染的要负责修复。

在对工业用地实施全生命周期管理
的一年后，上海发布《关于加强本市经营
性用地出让管理的若干规定(试行)》。

根据 《规定》，商业、办公、商品住
宅等经营性用地也实行全生命周期管
理，将项目建设、功能实现、运营管
理、节能环保等经济、社会、环境各要
素纳入合同管理，实现土地利用管理系
统化、精细化、动态化。

比如，《规定》 指出，出让人应根据
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出让地块的土地
用途、混合用地建筑量比例、容积率、
建筑限高、住宅套数、公共空间等基础
出让条件，如明确社会停车场、社区公
共服务设施、物业用房等公建配套设施
建设要求。

这一《规定》也引入了“谁污染、谁治
理”的原则并强调，土地出让后，在使用过
程中发生污染的，应承担土壤和地下水地
质环境调查、评估及修复的相关费用。

今年，新的管理办法出台后，历经
3 年探索，上海环保、规土两个部门齐
抓共管，真正实现了工业用地和经营性
用地全覆盖、全要素、全过程的全生命
周期管理。

上海市规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上海土地资源极度紧缺。对土地实施
全生命周期管理，有利于从源头治理土壤
环境，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使各类企业
重视土地资源，促进城市优秀建筑的诞
生、保护和延续，提升城市整体建设品质
和服务管理功能。

环保、规土齐抓共管

全生命周期管理土壤环境，就是以
提高土地利用质量和效益为目的，以土
地出让合同为平台，对项目在用地期限
内的利用状况实施全过程动态评估和
监管。

上海此次出台管理办法，整合环保
局、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两个职能部门
共同负责。《办法》规定，上海市环保局负
责制定和完善经营性用地和工业用地全
生命周期管理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和
标准规范，加强场地环境评审专家库管
理，以及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治理修复等
从业单位管理。

新 《办法》 将对土地储备、续期与
收回进行分类管理。比如，《办法》 指
出，对需储备的经营性用地和工业用
地，原土地使用权人应组织开展土壤环
境调查评估，并将调查评估材料报送所
在地区 （县） 环保局，经环保部门认定
存在污染并需治理修复的，土地使用权
人应组织实施修复并达到环保要求。原
土地使用权人可以与土地储备机构协商
确定由土地储备机构负责落实土壤环境
调查评估与治理修复工作，并在收储补
偿协议中明确相关责任义务，相关费用
在收储补偿款中扣除。收储补偿协议约
定由土地储备机构负责开展土壤环境调
查评估与治理修复工作的，相关费用可
纳入土地储备成本。

此外，《办法》还要求环保部门应加强
土壤环境日常巡查，强化工业企业环境监
管，防止土壤污染。而土地储备、出让、收
回、续期等环节的土壤环境调查评估和治
理修复工作成果可以作为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的评价依据之一。

建设动态监测网络

土地使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想在
全生命周期管理中，清晰地掌握土地使用
以及土壤环境的状况，就要有一个动态监
测网络，实时抓取相关数据。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土壤环境监
测网络现已初步形成，并在完善之中。整
个上海被划分为近 7000 个面积 1 平方公
里的网格，每个网格内都设有 1 个监测
点，定期给土壤“体检”。

其中，土壤污染防治成为生态环境监
测的重点。目前，上海市土壤环境监测网
已覆盖全市各种土地类型。监测指标主要
包括 54 项无机指标，并计划增加多环芳
烃、有机氯农药等有机指标，并按4年一
次的频率，实施覆盖全市的监测工作。

上海地质调查研究院有关负责人介
绍，覆盖上海全市范围的地下水环境监测
网也计划于 2018 年建成，以便对浅层地
下水质状况进行长期监控，为生态环保乃
至城市安全保驾护航。

上海市规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他们
将和上海市环保局、上海市农委等部门密
切合作，整合健全全市土壤、地下水环境
监测网，形成全市“统一监测网络、统一规
范标准、统一信息共享平台、统一实施政
策体系”。此外，为加强土壤环境保护，上
海市还将建立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档
案，土壤和地下水的环境质量指标，也将
纳入耕地保护内容。

上海市政协委员崔海灵表示，环境
监测体系已搭好框架，这对摸清环保

“家底”很有帮助，接下来要着重加强对
监测数据的分析，“通过对数据的科学研
究，了解问题所在，有利于寻找解决问
题的办法”。

上海市对经营性用地和工业用地实行全生命周期管理——

“从一而终”保护土壤环境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宁夏红寺堡的林业行政执法人员在巡查草原。宁夏

吴忠市红寺堡区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生态环境脆弱。

为防止荒漠化的蔓延，红寺堡林业局在这里建立了酸枣

梁林业行政执法管理站，日夜巡护着这里的 35.5 万亩草

原和酸枣树林。

队员们每天一大早就骑马出发，首先对酸枣林集中

区进行巡护，然后分散到草原各点进行巡逻，当遇到偷偷

放牧破坏草原行为，队员们都会及时制止。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马背上的“绿色守护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