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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建跨省湖长协作机制

本报讯 记者薛海燕 蒋波报
道：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以下简
称太湖局）日前联合江苏省、浙江省
河长办在江苏省宜兴市召开太湖湖
长协作会议，审议通过太湖湖长协
商协作机制规则，正式建立太湖湖
长协商协作机制。

太湖湖长协商协作机制是我国
首个跨省湖泊湖长高层次议事协调
平台。该机制设江苏、浙江省级太
湖湖长和太湖局主要负责人三位召
集人，成员包括环太湖省、市不同层
级湖长、主要出入太湖河流的县

（市、区）河长、太湖局和相关省市河
长办人员，并在面积大、岸线长的江
苏省河长办设办公室，由江苏省河
长办会同浙江省河长办和太湖局共
同负责日常工作。该机制不改变已
建湖长制河长制体系和各部门职责
分工，主要采取协作会议、联合巡
湖、专题协商等多种灵活形式，进一
步加强太湖沿湖地区间、湖长河长
间的协调联动，统筹推进太湖、入湖
河道和周边陆域的综合治理和管理
保护，协调解决跨区域、跨部门的重
大问题，推动太湖湖长制工作取得
更大实效。

太湖位于长三角地区的核心位
置，地跨江苏、浙江两省，沿湖涉及
苏州、无锡、常州、湖州四市。目前
相关省市已按照《关于在湖泊实施
湖长制的指导意见》，分级设置太湖
湖长，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太湖湖
长制工作。但是由于太湖水事关系
复杂，出入湖河流众多，水流交换频
繁，水土资源开发利用需求高，管理
保护是一项任务艰巨的系统工程，
需要沿太湖省市多方共同参与，需
要太湖各级湖长、出入湖河道河长
之间协作联动，统筹水资源利用、水
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水域岸线管
理等各项工作。因此，建立太湖湖
长协商协作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

水利部副部长魏山忠表示，沿太
湖各地要尽快完善各级湖长体系，落
实地方党政领导湖泊管理保护责任，
扎实推进湖长制6大任务，确保在今
年年底前不折不扣地完成全面建立
湖长制的工作任务。同时，不断夯实
河湖管护的工作基础，深入开展河湖

“清四乱”专项行动，进一步加大考核
问责力度，全力推动河长制湖长制从

“有名”向“有实”转变。

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2018年度报告发布

我国碳减排成效明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惠敏

用卫星看到的全球生

态是什么样的呢？近日，

科技部发布全球生态环境

遥感监测2018年度报告，

对全球碳源汇时空分布状

况、“一带一路”生态环境

状况及态势等专题开展监

测分析。

“获取全球生态环境变化信息
用什么方法最好？卫星遥感技术是
最佳选择。卫星视野广阔，可以适
应大尺度观测需求，同时卫星运转
周期多种多样，短则几小时，长则十
几天，可以周期性地获取地表信息
的变化数据。”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
测年度报告工作专家组组长、中国
科学院院士郭华东说，《全球生态环
境遥感监测 2018 年度报告》使用的
国 产 数 据 比 例 已 经 达 到 57% ，而
2012年首次发布此报告时的国产数
据使用率仅为17%。

我国碳排放强度快速刹车

“2016 年发射的碳卫星作为我
们获取数据的利器，已发挥了重要

作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研究员卢
乃锰表示，“全球碳源汇时空分布状
况”是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报告
2018 年新拓展的一个专题，报告充
分发挥我国首颗全球大气二氧化碳
监测科学试验卫星（TanSat）技术优
势，结合多源遥感数据，监测分析了
2010 年至 2017 年全球大气二氧化
碳时空分布格局。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全面监测
全球二氧化碳浓度分布情况，我国已于
2016年12月发射首颗二氧化碳观测科
学实验卫星TanSat。TanSat卫星可
高精度地反演大气中的CO2柱浓度，监
测大气CO2浓度分布情况，是全球性碳
浓度多星观测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利用碳卫星TanSat生成了国际
首套2017年TanSat全球叶绿素荧光
产品，该产品可用来监测全球植被生长

状况和植被生产力。”卢乃锰说。
报告显示，我国碳排放总体虽

呈上升趋势，但因积极采用了推广
应用清洁能源与实施重大生态工程
等措施，碳减排成效明显，排放增速
逐渐降低，自 2013 年以来增速基本
为零。2017 年单位 GDP 碳排放强
度比 2005 年下降了 46%，已提前实
现到 2020 年单位 GDP 排放强度下
降40%至45%的承诺。

卢乃锰说：“我国仍是碳排放大
国，经济增长伴随着碳排放的增长，
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减排
压力。建议加强科技创新，继续推
进产业转型升级与能源结构调整，
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

32处国家公园生态优良

报告以发展绿色“一带一路”为
研究背景，监测分析了该区域沿线
典型农牧交错带、海岸带与国家公
园的生态环境现状与态势，评价了
部分互联互通重大工程建设对当地
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揭示了区
域生态环境变化态势和动因，可为
推动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提供基础
数据与科学决策支撑。

“‘一带一路’生态环境状况及态
势”专题报告编写组组长、中国科学
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廖小罕研
究员介绍，这是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
测报告中第三次发布“一带一路”专
题报告。“前两个报告是摸底和面上
综合信息，今年的报告聚焦生态环境
脆弱区和自然保护区，更加集中分析

环境高敏感区生态情况。”
报告数据显示：“丝绸之路经济

带”农牧交错带植被生长状况主要受
水分条件的影响，在2000年至2017
年，大部分区域植被生长状况基本稳
定，无显著退化现象。其中，植被生长
状况保持稳定的面积占57.87%，有所
改 善 的 占 21.04% ，显 著 改 善 的 占
17.71%，变差的占3.39%。但报告认
为，人口的增长和农牧业的不断发展
会增加农牧交错带生态退化的风险。

丝绸之路经济走廊沿线11个国
家的32处国家公园的生态状况整体
表现优良，超过8成的国家公园生态
状况变化趋势稳中向好，景观结构完
整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廖小罕说：

“我国正在开展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
点，建议利用本报告的监测指标和方
法，进一步加强对我国国家公园优先
建设区域的选址研究，为国家公园的
建设与管理提供科学支持。”

报告还分析了“一带一路”互联
互通重大工程对环境的影响。报告
指出，被监测的4条已建铁路均采用
了绿色施工方法，有效降低了工程的
永久生态占用量，并加快了施工期间
临时生态占用的恢复。4条铁路平均
每公里的生态占用面积仅为 0.04 平
方公里，且以临时生态占用为主，截
至 2017 年底，临时生态占用面积已
修复约90%；已建和在建的8条道路
设计了大型动物保护通道15处、桥涵
洞3829 个、隧道110处，有效保障了
野生动物的自由迁徙和生态廊道的
联通。报告建议，未建工程项目应进
一步优化选线，注意生态环境保护，
尽可能避开沿线的自然保护地。

山东商河探索实施“无煤化”供暖

多能互补带来“绿色暖冬”
本报记者 彭 江

为让市民更深入了解垃圾分类和减量工作，深圳市城管局举行“市民代
表看垃圾分类”活动，邀请数十名市民代表参观垃圾焚烧、果蔬垃圾减量等
过程。福田区侨香村小区是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居民参与率和
投放准确率达到 50％以上。图为市民代表在侨香村小区的垃圾站了解生
活垃圾分类情况。 （新华社发）

自去年以来，山东省济南市商河
县紧紧围绕打造全省乃至全国“清洁
取暖无煤化示范县”目标，整合国内
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探索实
施立足当地、多能互补、多源协同的

“无煤化”新型供暖方式，加快构建以
地热为主的集中供暖和“空气源热
泵+光伏”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集
成为辅的现代化供暖体系。

“用电取暖干净又环保，还有政
策补贴。”商河县许商街道孙家村村
民孙法金说。和孙法金一家一样享
受到健康低碳新生活的，在商河县目
前已有2万多户，他们均已完成电代
煤、气代煤工作，家家安上了新型空
气源热泵热风机，就此告别了传统的
燃煤取暖方式。而按照“一老一小、
优先保障”原则，全县 83 所学校、12
个镇（街道）敬老院，均实现清洁能源
取暖全覆盖。

项目推进资金保障先行。商河
县通过引进济南市大型供热企业
——济南热力集团，申请亚洲开发银
行 1.7 亿美元贷款。未来 5 年，商河
县将全面实施农村清洁取暖改造计
划，对县内主城区、11 个街镇核心
区、8 万户村居开展节能改造。总供

暖 面 积 198.75 万 平 方 米 ，预 计 到
2021 年，商河县农村清洁取暖计划
将完成8万户的改造目标。

商河县还引进了德国弗朗霍夫
研究所，制定了全国第一个冬季清洁
取暖无煤化示范县规划，并与清华大
学、中国建筑科学院签订了冬季清洁
取暖及农村住房节能改造研究基地

协议，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无煤化改
造提供保障。同时，综合利用多种天
然资源探索供暖新模式。他们分别
在玉皇庙镇 2 个村试点空气源热泵
热风机和热水机取暖，为中小学、敬
老院等单位提供借鉴；在沙河镇试点
沼气替代燃煤项目，日产沼气 5000
立方米，为700户村民供气、供热，为

推广“气代煤”提供支持；在县气象局
试点“空气源热泵+光伏发电”项目；
在古城小学等4个学校试点“空气源
热泵+中高温太阳能”项目等，为多
能互补取暖积累了多样化经验。其
中，科学利用近256亿立方米的地热
储备，运用“深层地热井+水源热泵
系统+回灌”技术，通过地热井将地
下热水引上来，经过供暖循环后再经
回灌井回灌地下，实现“只取热不取
水”。建立回灌远程自动化监测系
统，实现了对全县地下热水抽水量和
回灌量等数据的实时监测，有效避免
了因引热造成地下水沉降。该项目
惠及全县城区地热取暖小区 19 个、
供暖面积196.81万平方米。

地热、空气源热泵等供暖技术不
仅改善了商河城乡居民的生活，也对
商河的相关产业发展起到了强有力
的推动作用。目前，占地 38 万平方
米的温泉花卉产业基地已全面建成
地热智能连栋温室等配套设施，通过
同层回灌循环利用地热能源，年可替
代标准煤 4000 吨。借助地热资源
优势，商河县将打造东亚最大的多肉
植物种植基地和我国长江以北最大
的安祖花、蝴蝶兰生产基地。

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道场乡积极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实行村域网格管理，指导村民初分初拣、分类投放，聘请第三方机构实施分
类收集、定点投放、清运回收等，形成良性互动的运转体系。目前，全乡有8
个行政村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全覆盖。图为道场乡红里山村村民将初分
初拣的垃圾投入家门口的分类收集桶。 （新华社发）

江西鹰潭贵溪市彭湾村祝汪村小组内，保洁员将垃圾倒入全市统一标
准的环保封闭式转运车内，然后送至就近的清洁式深埋桶，再统一运走处
理。鹰潭市是全国 4 个城乡生活垃圾第三方治理试点城市之一，实行城乡
生活垃圾处理全域一体，清扫、收集、转运等流程通过 PPP 模式交由一家社
会企业负责，实现“一把扫帚扫全域”，城乡环境得到显著提升。徐 蓉摄

垃圾分类处理 环境显著提升

山东省商河县利用当地丰富地热资源，建成占地38万平方米的温泉花卉
产业基地，通过循环利用地热能源，年可替代标准煤 4000 吨。图为商河县
多肉植物种植基地。 本报记者 彭 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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