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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曹红艳报道：环
境保护部日前通报的 2017 年全国

“12369” 环 保 举 报 办 理 情 况 显
示，涉及大气、噪声污染的举报最
多，分别占 56.7%、34.6%；其次
为涉及水污染的举报，占 10.7%；
举报量相对较少的为固废、辐射污
染 和 生 态 破 坏 ， 分 别 占 2.0% 、
0.8%和0.4%。

数据显示，大气污染方面，
反映恶臭/异味污染最多，占涉气
举报的 30.6%，其次为反映烟粉
尘及工业废气污染，分别占涉气
举报的26.0%和21.7%。噪声污染
方面，反映建筑施工和工业噪声
较 多 ， 分 别 占 噪 声 举 报 的
49.0%、26.6%。水污染方面，反

映工业废水污染的最多，占涉水
举报的51.1%。

从举报行业情况来看，公众反
映最集中的行业是建筑业，占
31.3%，主要是夜间施工噪声问
题。其次是住宿餐饮娱乐业和化工
业，分别占 19.2%和 12.5%。在
2017 年的全部举报中，垃圾处理
行业占比仅3%，但在公众重复举
报人次最多的企业中，垃圾处理厂
占 30%，特别是反映广东、上海
等地区垃圾处理厂的举报较多。

据介绍，对于举报属实的处理
意见中，对企业下达限期整改的占
比最多，为33.0%。其次为现场纠
正、停产治理、取缔关闭，四者合
计占全部处理意见的80.7%。

隆冬时节，黄河源头青海省果洛
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已是呵气成冰的
极寒天气。玛多县扎陵湖东岸，尕泽
村牧民更登尖措正骑着摩托车在湖
边巡查管护，摩托车上的袋子里装着
沿途捡拾的垃圾，“我现在是三江源
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保护环境
本来就是每个人的责任，现在还有工
资拿，真是一举两得”。

生态保护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来到位于黄河源头的玛多县，经
济日报记者看到，曾经一度“斑秃”的
黑土滩再次披上绿装，远处的湖泊群
宛若点缀在草原上的蓝宝石，在阳光
下闪耀着美丽的光芒，“千湖美景”重
现眼前。

“草高了，河面变得宽阔了，野生
动物都回来了。”玛多县扎陵湖乡牧
民曲加说，如今在扎陵湖畔，随处可
见斑头雁、赤麻鸭、藏野驴等野生动
物自由觅食、怡然自得的景象。

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不
仅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还
是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地，是高
原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生态地
位十分重要。上世纪 70 年代，受自
然和人为因素影响，这一地区生态加
速退化。在青海果洛州、玉树州，草
原上裸露的黑土滩不断扩大，不少河
湖一度干涸。

自 2005 年开始，国家启动三江
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二期工程，截
至目前，累计在草原植被恢复、沙漠
化治理等生态修复领域投入资金
183.5亿元，初步遏制了这一地区的
生态退化趋势。最新监测数据显示，
与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前的2004年相
比，三江源地区各类草地平均覆盖度
增加 11.6%，牧草产草量每亩增加
29.66 千克，荒漠化面积减少近 500
平方公里，湿地面积增长近 5 成，现
有面积超过800万公顷，位列全国第
一。

2015 年 12 月，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

案。作为首个试点，三江源正式走
进国家公园时代，目标瞄准建设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示范区，共
建共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先行
区”。

“这意味着三江源地区将打破原
有生态保护模式，在无任何成熟经验
可供参照的情况下，探索建立更科
学、更有效的全新生态保护体制。”三
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李晓南说。

记者从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
园区曲麻莱管理处获悉，该管理处牧
民监测员最近在地处长江源头的通
天河畔记录到欧亚水獭的活动影
像。近年来，这一物种还频繁现身于
澜沧江源头地区。

曲麻莱管理处生态环境和自然
资源管理局局长尕塔介绍，该局雪豹
监测队队员索南达杰近日在巡护过
程中近距离拍摄到欧亚水獭捕鱼的
画面。“以前只听说过通天河流域有
水獭，但从来没见过。近年来随着生
态保护力度加大，通天河流域各类野
生动物数量均有所增长，此次拍摄到
水獭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尕塔说。

一体管理

实行生态全要素保护

玛多，藏语意为“黄河之源”，是
黄河源头第一县，平均海拔4500米
以上，地处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黄河源园区核心腹地。

玛多县河流众多、湖泊密布，但
由于湿地、林地、农牧、渔业、风景区
等管理部门条块分割、政出多门、职
能重叠交叉，谁都在管却谁也不能一
管到底，“九龙治水”的弊端十分突
出，影响了管理效果。

如今，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推进，玛多县将原有的国
土、环保、水利等部门一并纳入三
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
统一下设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
局，森林公安、国土执法、环境执

法、草原监理、渔政执法等执法机
构被整合组建为管委会资源环境执
法局。

2016年6月7日，三江源国家公
园管理局挂牌成立，长江源、黄河源、
澜沧江源三个园区管委会一并成
立。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全民所有的
自然资源资产委托管理局负责保护、
管理和运营，按照山水林草湖一体化
管理保护原则，对园区范围内的自然
保护区、重要湿地、重要饮用水源地
进行功能重组，打破了原来各类保护
地和各功能分区之间人为分割、各自
为政、条块管理、互不融通的体制弊
端。同时，将原本分散在林业、国土、
环保、水利、农牧等部门的生态保护
管理职责全部归口并入管理局和三
个园区管委会。

2017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
局深入把握三江源生态系统的特殊
性，全力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
改革。为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组建了省、州、县、
乡、村五级综合管理实体，实现生态
全要素保护和一体化管理，并对3个
园区所涉4个县进行大部门制改革，
彻底解决“九龙治水”和监管执法碎
片化问题；同时，设立了玉树市人民
法院三江源生态法庭。

经过改革探索，“九龙治水”的生
态保护管理格局被打破，初步建立了
相关法律政策体系、标准体系和规划
管理体系，摸清了自然资源资产本
底，国家公园形象及其管理体制初步
建立。

2018 年 1 月 17 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对外公布《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
规划》，明确至2020年正式设立三江
源国家公园；到2025年，保护和管理
体制机制不断健全，法规政策体系、
标准体系趋于完善，管理运行有序高
效；到2035年，保护和管理体制机制
完善，行政管理范围与生态系统相协
调，实现对三江源自然生态系统的完
整保护，建成现代化国家公园，成为
我国国家公园的典范。

三江源头打造国家公园典范
本报记者 马玉宏 通讯员 得 乾

1月22日，伴随着两台新安装
的10千伏直热式储能锅炉发出均匀
的“嗡嗡”声，一股股热水经供热
管网流向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的各
个角落，为千家万户送去暖流。至
此，玛多县城煤锅炉改电锅炉项目
全面投入运行。

有着“黄河源头第一县”之称
的果洛州玛多县位于三江源生态保
护核心区，是我国重要的水源涵养
地和生态安全屏障。

在国家电网公司与青海省的共
同努力下，玛多县清洁取暖 3 年规
划和县城实施方案正式推出。按照

“示范先行、规划引领、逐步推
广 ” 的 思 路 ， 2017 年 至 2019 年

间，将通过推广普及电锅炉、电热
炕等清洁取暖方式，将玛多县燃煤
锅炉集中供暖区域、散烧煤区域全
部改为清洁取暖。2017年6月，玛
多 县 城 清 洁 取 暖 示 范 工 程 先 行
实施。

记者了解到，为保证全县供暖
区域内各家各户温度趋于平均、保
持适宜，并最大限度降低能耗，经
过反复测算，玛多县最终将全部供
暖区域重新划分为 4 个供暖片区，
共新建4台10千伏直热式电锅炉和
29台高碳分子发热电锅炉，并合理
布局热源点位置，将各片区供暖半
径控制在 1 千米以内，确保管网末
端的供暖效果。

随着全县“煤改电”项目的竣
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玛
多县支行先前用于供暖的 4 蒸吨燃
煤锅炉“光荣下岗”。副行长永旦尖
措介绍，玛多冬季多风，燃煤取暖
不仅排放大，散煤扬尘也非常大，

“现在多好，不仅室内温度提起来
了，办公和生活环境也洁净了，感
觉天更蓝了”。

截至目前，玛多县包括农业银
行在内的大大小小13台燃煤锅炉已
全部停运，据测算，每年可减少燃
煤 22577 吨，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
6 万吨、二氧化硫 196 吨、氮氧化
物170吨。

果洛州副州长张文庆说：“玛多

县清洁取暖项目的投运，既是打造
‘无煤化’清洁取暖示范县的开局之
篇，也是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建设的又一新亮点，对于加快
玛多县乃至全州绿色发展意义重
大。”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国家电网
总投资1.21亿元的清洁取暖配套电
网工程与“煤改电”项目主体工程
同步开工，新建 110 千伏变电站 1
座、改扩建35千伏变电站1座，新
增变电容量63兆伏安；新建110千
伏线路 4.2 千米、10 千伏线路 16.6
千米。

“配套电网建设不仅解决了玛多
县电网基础薄弱问题，满足了清洁
取暖需求，更为玛多县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国网果洛供电
公司副经理庞广明说。

“推行清洁取暖最重要的还是生
态意义。”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营销
部主任展洁说，未来，以玛多县清
洁取暖为示范，国家电网将在三江
源保护区 17 个县推进清洁供暖项
目，助力构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和
青海生态文明示范省建设。

“黄河源头第一县”实现清洁供暖

本报记者 石 晶 通讯员 王宏霞

2017年环保举报办理情况公布

大气污染举报占六成

1月28日，湖北保康县后坪镇，雪后初霁的风力发电场与蓝天、白云、高
山、雪地、树林构成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据了解，保康县后坪镇黄连山风力
发电场共有24台风力发电机组投入运营，总装机4.8万千瓦，采用全球领先
的低风速发电技术，年上网电量达8280万千瓦时，年发电收入4955万元。

陈泉霖摄

风力发电好风光

冬日的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虎
山镇海滩，全然没有清冷与寂寥，
推土机扬起臂膀，卷起片片金沙，
在海岸间来回穿梭。“这是在紧锣
密鼓地抢回岸线。”作为项目施工
主体方，岚山区海洋渔业局局长郑
培晋介绍，截至 1 月 17 日，虎山
镇海岸带整治修复项目已完成沙滩
恢复60%以上，一条长约2000米
的天然海岸线即将还给大自然。

这片海岸带是岚山区两大渔港
所在地，1000 多艘船只曾在此停
泊，并从这里奔赴大海，捕捞起销
往全国各地的海产品。上世纪 90
年代，这里是当地首屈一指的海水
浴场，时至今日仍然存有2公里的
优质沙滩带。然而，随着工业大潮
来袭，工业港口用海需求旺盛，日
照市于 2015 年调整海洋功能区
划，将这片建码头的天然良址划为
港口航运区。短短几年，岚桥港、
日照港、山钢港集中布局。依托于
港口交通优势，这里很快成为大量
临港工业项目的首选区域，原本
25 千米的优质海岸线，仅剩下 2
千米。

旅游功能逐步退出的同时，这
片美丽的海域开始蒙尘，各类污水
无序排放，私搭乱建、乱倒垃圾、
盗沙盗采现象频发，区域海岸生态
系统遭受着日渐严重的破坏。同
时，随着两侧工业大项目配套码
头、岚桥港区填海造地形成的两条

“长臂”渐渐包拢渔港，渔港入海
口眼看要被牢牢锁住，这片天然海
岸线很快将不复存在。

“这片海岸线太金贵了，一旦

被填埋将不可再生。既然目前还未
开建变成实质的航运区，可否修改
规划，还当地群众一个亲海、近海
的原生态岸线？”郑培晋大胆提出
了这一设想。

他的想法很快引起了岚山区
领导群众的强烈共鸣。“既要金山
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绝不能让
岚山宝贵的资源在我们手里浪
费，绝不能让岚山在城市规划过
程中留下难以修复的‘疤痕’，要
把最好的岸线还给自然，把最美
的海景留给群众，建设滨海宜居
城市。”

“拯救”2000 米天然海岸线
计划被提上日程。岚山否决了多
个大项目选址、港口泊位建设的
申请，压缩了一个码头项目建
设。作为被否决的项目之一，一
家大型新能源材料项目负责人大
惑不解，投资几十亿元的优质项
目，在别处是“香饽饽”，在这里
竟被果断拒绝？最终，岚山争取
到了利益各方的理解和支持。东
潘渔港现行的渔港码头继续留
用，对一路之隔的海岸带连带西
潘渔港进行整治修复。

据悉，整个海岸带修复工程投
资估算近2500 万元，建设内容涵
盖沿海岸带护岸建设、护岸顶部路
面硬化、沙滩回填、岸线环境综合
整治等诸多方面。工程全部完成
后，将还给老百姓一片真正天然、
优质的“黄金”沙滩。预计工程将
于 2018 年 8 月完成，届时，这里
将和紧邻的景区串点成线，成为又
一条优质滨海旅游线路。

山东日照市岚山区：

将海岸线还给大自然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王 田

按照《三江源国家公

园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

青海三江源地区全力开展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

革，打破过去“九龙治水”

的管理格局，初步建立了

相关法律政策体系、标准

体系和规划管理体系，摸

清了自然资源资产本底，

国家公园形象及其管理体

制初步建立

青海玉树杂多县水系众多，河流密布，并享有“澜沧江源头第一县”的美称。图为美丽的杂多草原。（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