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25 日至 28 日，环境保护部第
八督查组来到云南，对云南省落实环境
执 法 监 管 重 点 工 作 情 况 进 行 了 督 查 。

《经济日报》 记者随督查组对云南省环
境执法监管重点工作情况进行了深入
采访。

4 天时间内，督查组听取了云南省环
保部门工作情况汇报，查阅了各级环保
部门有关工作文件和资料，并对昆明
市、玉溪市、大理白族自治州等地进行
了重点督查。督查组表示，此次督查主
要侧重于两方面，一是看各级环保部门
如何规划环保执法监管工作，二是看各
级政府如何落实相关工作。

事实上，在督查组来到云南之前，
云南省内部已经开始了层层自我加压。
为了推动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工作，
云南省政府出台了 《关于加强环境监管
执法的实施意见》，云南省环保厅下发了

《关于加快推进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整
改工作的通知》，各级政府和环保部门也
制订了本地区工作方案，并予以推动
实施。

为了督促工作进度，云南省环保厅
组成五个检查组，对各州 （市） 环保违
法违规项目清理工作进行现场检查督
促，并在阶段性检查结束后，召开了部
分重点州 （市） 整改工作座谈会。

“云南省明确各级环保部门的‘一把
手’是整改工作的总负责人，明确任务
分工，责任到岗到人，细化措施步骤，
快速有序推进整改工作。”云南省环保厅

副厅长高正文说，云南省环保厅还建立
了信息调度和进展情况通报制度，督促
各地政府和环保部门加快整改进度。督
促工作成效显著，一些地区的整顿工作
进展很快。例如，截至 10 月底，玉溪市
违法违规项目清理整顿已完成 97%。

然而，环保工作并非一帆风顺，由
于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工作进展差别也
较大。“一些地区存在环保部门‘单打独
斗’的情况，项目仅由环保部门备案或
临时备案，其他部门参与度较低。而环
保部门往往受到执法力量和职务职能的

限制，需要进一步落实政府主体责任，
形 成 各 部 门 之 间 的 协 同 效 应 。” 高 正
文说。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环保部门来说
是不小的工作压力。10 月 26 日，督查组
在对清水海饮水工程水源地现场检查时
发现，该工程所包含的水源地一二级保
护区内还存在约 37000 名居民，这些都
是保护区划定前的老居民，此外，保护
区范围内还存在交通穿越问题。10 月 28
日，督查组在与大理白族自治州环保部
门交流及对洱海水源地现场检查时发

现，洱海范围内 5 个水源地二级保护区
内均不同程度存在交通穿越情况，仍住
着原住居民。

近些年，由于洱海周边游客众多，
居民将自家房屋改建成客栈的情况十分
普遍，洱海范围内水源地保护工作压力
陡升。“越来越多的游客给洱海带来了巨
大的环保压力，我们必须顶住压力，保
持住优质的洱海环境和水质，把洱海永
远作为我们的母亲湖。”大理州环保局局
长李劲松说。

为保护洱海，大理有关部门全面加大
执法力度，对乱排污水、乱占滩地、违规建
设等行为进行了查处。对于沿湖客栈经
营实行环保不过关“一票否决”，没有环保
手续的一律关停。为提升执法力度，大理
州还建立了联合联动执法机制，环保、公
安、工商联合执法，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接配合，将洱海流域 16 个乡镇划分为 6
个片区，整合各级执法力量，建立 6 个联
动执法组。在联合执法机制下，执法力度
和执法频率都大幅提升，有效制约了当地
的环境违法行为。

作为洱海最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
双廊镇历来人流量巨大，环保工作也极
为艰巨。为推动社会参与、全民治湖，
双廊相继成立了双廊客栈协会和餐饮协
会。协会成立后，积极参与洱海保护工
作，逐步在每条巷道发展一名“环保巷
长”，在每家客栈、餐饮经营户中发展一
名“环保义工”，使环保工作延伸到每条
线，落实到每个点。

随着“双 11”的临近，海量快递所带来的浪费、污染等问题也引发广泛关注——

快递包装需要“绿”起来
本报记者 刘晓峰 徐 红

近日，网友“一生无忧”在网上购
买了一只玻璃水杯，当他拿到“宝贝”
时泪奔了。商家怕杯子在运输环节破
损，就把杯子连同包装盒一起，用胶带
里三层外三层裹了个结结实实，如同一
只粽子。“一生无忧”拿来了剪子、刀
子，甚至钳子，费了好大劲，水杯才露
出真容。

这样的包装，网购达人们早已见怪
不怪，有人还特别发明了针对快递包装
的“开箱神器”，在淘宝上售卖。据了
解，由快递业拉动的下游包装产业规模
已超过百亿元。

随着“双 11”的临近，快递行业又
将迎来一轮业务高潮。海量快递所带来
的如包装材料不环保、浪费惊人、污染
环境等问题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快递层层包装为哪般

近日，国家邮政局发布 《中国快递
领 域 绿 色 包 装 发 展 现 状 及 趋 势 报
告》，按照平均每票快件使用 1 米长胶带
来计算，2015 年，全国快递业使用的胶
带 总 长 度 为 169.85 亿 米 ， 可 绕 赤 道
425圈。

报告还显示，2015 年，全国快递消
耗快递运单约 207 亿枚、编织袋约 31 亿
条、塑料袋约 82.68 亿个、封套约 31.05
亿个、包装箱约 99.22 亿个、内部缓冲
物约 29.77亿个。

对于电商企业来说，层层包装是无
奈之举。“快递公司每天有几千件收发
量，一件网上商城售出的商品，从卖家
到买家要经过 7 道程序周转，商品需经
由分散到集中再到分散的反复运输，这
个过程中造成外包装破损在所难免。”
一位经营化妆品的电商负责人表示，不
多在包装箱里塞进点填充物，运输途中
如出现破损，损失的不只是货品，还会
面临买家给的差评。

对卖家和消费者来说，多一层包装
就多一重保障。作为网络卖家，客户的
评价对生意好坏至关重要。因此，为防
止运输中的损坏，只好在包装上多下功
夫。记者调查发现，大多数网民都知道
快递过度包装会造成浪费和环境污染，
但他们同时认为，“金钟罩、铁布衫”
式的包装令人放心。

根据国家邮政局预测，今年前三季
度，全国快递业务量不断刷新纪录，累
计完成 211 亿件，年底有望突破 300 亿
件。与此同时，快递生态链的绿色发展
之路却任重道远。过度包装和二次包
装、使用不环保的劣质包装材料，以及
包装回收再利用难等，禁锢和阻碍着快

递业的绿色发展。

谁来为环保材料买单

绿色快递包装不是技术问题，而是
成本问题。

“环保材料虽好，却无法避免成本
上升的现实问题。”菜鸟网络 CEO 章文
红曾做过调查：一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
8 分钱，而一个可降解的塑料袋价格是
其 4 至 5 倍。高成本导致推广难，谁来
买单成为问题的焦点。

章文红建议，由政府、商家、物流
企业、物流平台、消费者“5 方联动”，
共同成立绿色基金，补贴相关费用。

北京印刷学院青岛研究院副院长朱
磊介绍，部分消费者愿意自掏腰包使用
绿色可降解材料来包装产品。不少快递
企业和电商平台也在努力降低环保材料
的使用成本。

记者了解到，申通快递在各网点推
广重复使用的环保编织袋，最高能使用
50 次以上，编织袋上装有芯片，可实现
信息追踪。顺丰速运也在中转场地逐步
使用可重复利用的环保帆布袋。经测
试，一条帆布袋能够重复使用约 20 次、

成本为 15 元左右，平均使用成本可以降
到 0.75元每条，甚至更低。

京东商城总监高宇表示，京东在全
国有 200 多个仓库，可以直接本地化配
送发货，减少了中间环节，避免过度包
装、不规范包装。而在北上广三大区域
启动的纸箱回收策略，实现了纸箱的循
环再利用。目前京东有 10%的纸箱被二
次利用。

今年 6 月，菜鸟网络联合国内外 32
家知名物流企业结成了绿色联盟，启动
了 “ 绿 动 计 划 ”， 推 动 物 流 业 向 低 排
放、无污染、可循环发展。联盟承诺到
2020 年，替换 50%的包装材料，填充
物替换为 100%可降解绿色包材；通过
使用新能源车辆，可回收材料、重复使
用包装，建立包装材料回收体系等举
措 ， 争 取 使 行 业 总 体 碳 排 放 减 少 362
万吨。

如何助力绿色快递推广

快递业经过 10 年发展，已经解决了
用户点对点、门到门的投递，实现了规
模化发展。同时，也引发了成长的“烦
恼”和转型的“阵痛”。

广东省邮政管理局局长江明发认
为，快递服务的终点在民生，痛点在末
端，切入点在绿色。推广绿色快递，应
从绿色包装、绿色投递、绿色通行方面
进行创新。

绿色包装方面，要着眼绿色发展，
积极推广技术先进、节能环保的新产
品、新材料在行业中的应用，减少收
寄、分拣、封发、运输、投递等环节对
环境的污染和资源消耗。同时，引导快
递企业建立包装袋回收点，配合生产企
业设立废旧包装回收设施，实现包装物
的回收再利用。

绿色投递方面，重点支持与绿色发
展有关的技术研发，支持新能源车、绿
色物料辅料、建筑节能等项目在行业内
开展试点，增加易于循环利用的环保包
装。据悉，国外已有厂家生产出更易回
收处理的纸球，原料就是废弃的纸张，
经过简单加工后成为球状，在具备防
震、重复使用功能的同时，又可回收
处理。

绿色通行方面，发展统一配送、共
同配送，促进运输车辆节能减排。利用
大数据技术、地理信息技术优化运输投
递路线设计，提高运输效率。

用好环保执法的“利剑”
——环保部督查组云南随行记

本报记者 袁 勇

本报讯 记者李哲报道：关于环境保护法的执法
检查报告日前提请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审议。报告显示，“史上最严环保法”出台以来，
我国环境执法力度明显加大。2015 年，各级环保部门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 9.7 万余份，罚款超过 42.5 亿元，分
别同比增长 17%和 34%。

针对力度空前的环境执法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沈跃跃列举了一系列数字：2015 年有 177 万
家企业接受了环保大检查，其中，19.1万家企业的违法
行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查处。从 2015 年到 2016 年 8
月份，全国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案件 1163 件，查封、扣押
案 件 8647 件 ，停 产 、限 产 案 件 4990 件 。 公 安 机 关
2015 年共破获各类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6035 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 1.2万余人，分别同比增长 16%和 42%。

重拳下，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16 年上半年，全
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6.7%，同比提高 4 个百分点；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
减少，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9.3%；地表水达到或好
于Ⅲ类水质比例为 68.8%。”沈跃跃说。

上 半 年 全 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9.3%

新“愚公”荒山植绿换来丰收果

深 圳 地 铁 9 号 线 于 10
月 28 日开通试运营，这不
仅是我国首条由房建企业承
建的地铁，更因其绿色的设
计、建设和运营理念被业内
誉为全国首条生态地铁。生
态地铁究竟是如何打造的？
记者日前进行了探访。

据介绍，深圳地铁 9 号
线全长 25.46 公里，共设车
站 22 座 ， 穿 越 南 山 、 福
田、罗湖三区，能有效缓解
中心区的交通压力。它的开
通对于深圳市实现“南北贯
通、东拓西联、中心强化、
两翼伸展”的空间发展战略
意义重大。

走进地铁 9 号线红树湾
南站的站厅，首先映入记者
眼帘的是画在墙上的 3 只黑
脸琵鹭。“作为最靠近红树
林自然保护区的车站之一，
红树湾南站是市民及游客乘
坐地铁前往红树林的重要站
点，我们旨在通过在文化墙
上展示黑脸琵鹭这一世界级
珍稀候鸟，向市民及游客传
达生态保护理念。”中建南
方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
飨民说。

深圳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是候鸟的栖息地，也是我国城市内唯一的国家自然保
护区，但地铁 9 号线侨城东车辆段工程工地与其仅隔
一条马路。如果施工中产生噪音和污染，破坏了候鸟
生存环境怎么办？李飨民表示，中国建筑为此开创了
地铁地下施工与地表生态恢复同时进行的施工模式。
一方面，增强绿色施工意识，在现场通过自动喷雾降
尘系统、雨水收集器、太阳能路灯、减噪围挡，将影
响鸟类的噪音和污染都力求控制得最低；另一方面，
通过绿色施工综合技术的充分应用，少砍红树植物
2000 多棵，并及时修复因施工需要而不得不损坏的
地表植被。

绿色发展，离不开创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在
地铁 9 号线建设中，我们首次引入了光导管技术。”
深圳地铁集团建设总部总工程师张中安说，除了在车
站公共区域引入自然光，地铁建设者们还通过光导管
将自然光引入地下，在地下空间营造自然景观，既环
保又节能，“这在国内地铁建设中也是首次使用”。

记者在深圳湾公园站看到，车站中部开了两个巨
大的采光天井，两侧还分别建有 3 个 2.6 米直径的阳
光导入系统。“通过这两个天井和 6 个导光系统，自
然光覆盖范围能达到 500 平方米。”李飨民解释，深
圳湾公园站标准段宽 28.4 米，主体上方有宽约 16 米
路中绿化带，车站及地面均有良好设置采光系统条
件。“这样的设计大大减少了车站灯具数量，降低了
照明用电。”在他看来，将自然光从地面引入地下，

“让人有一种回归大自然的感觉”。
同时，在设计施工中，地铁 9 号线还实现了还绿

于民。“笔架山地铁停车场位于笔架山公园内，为全
地下停车场。”李飨民告诉记者，中建施工人员通过
在车辆段平台顶部铺盖 1 米厚的覆土，以种植小型乔
木为主，将其建成了体育公园。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9 号线的列车也是生态环保
的。“我们车内的空调机组全部采用变频控制技术，
每台机组装有两台光粒子空气净化器，不仅能够减小
室内温度波动，还能节约能源，确保空气洁净。”据
深圳地铁集团董事长林茂德介绍，这些车辆全部由中
车长客公司按照深圳地铁的需求研发生产。

首次引入光导管技术

—
—

坐上生态地铁回归自然

本报记者

杨忠阳

今年 69 岁的赵景田家住河北省昌黎县长峪山

村。30 多年来，他在近百亩荒山上栽植苹果树、梨树

等果树，年产各类水果近 10 万斤，获得不错的经济效

益，赵景田也被当地群众称为新时代的“愚公”。图为

赵景田老人采摘苹果。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督查组在云南昆明水源地检查水源地保护情况。 本报记者 袁 勇摄

上图 北京西城区永安路上的一家快递中转站外，快递员在分拣包

裹。

右图 邮政 EMS 采用了自动分拣机，快递件在自动分拣机上被分到

相应格口，可大幅降低破损率。 本报记者 徐 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