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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

不久前，由兴业银行独立主承销的青
岛水务集团2020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
据（蓝色债券）发行，发行规模3亿元，期限
3年，募集资金用于海水淡化项目建设。
这是我国首单蓝色债券，也是全球非金融
企业发行的首单蓝色债券。

青岛是我国较严重的缺水城市，人均
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1%，海水淡化是解决青岛城市供水不足
的重要措施之一。这笔蓝色债券发行人
青岛水务集团为青岛市区最大的供水企

业，由其建设的百发海水淡化项目不仅承
担着区域内工业企业用户的供水任务，也
已经成为市政供水的重要补充水源。

根据青岛市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规划
及“美丽青岛三年行动”等相关规划，百发
海水淡化厂扩建势在必行。在本次债券
募集资金支持下，百发海水淡化厂将形成
20万立方米/日的淡水生产能力，成为国
内规模最大的海水淡化厂之一，可有效保
障城市供水安全，优化供水水源结构，实
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蓝色债券作为绿色债券的一种，募集
资金专项用于可持续型海洋经济，在推动
海洋保护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全球蓝色债券市场
还处于起步阶段，国际上尚未建立专门的
蓝色债券标准和认证流程。截至目前，全
球仅有数笔海外发行的蓝色债券，且发行
主体均为国家主权、金融机构或非营利组
织，尚无非金融企业。

2020年1月，中国银保监会在《关于
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

意见》中首次提出探索蓝色债券等创新型
绿色金融产品，支持绿色、低碳、循环经济
发展。伴随着海洋强国建设的深入推进，
蓝色债券作为海洋金融的一颗“新星”，有
望成为全球实现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融资工具，发展空间广阔。“蓝色债券
的发行，不仅是兴业银行支持蓝色经济、
发展绿色金融的最新实践，也为解决沿海
地区淡水危机、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
探索了新模式，为国内外机构探索蓝色债
券标准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兴业银行投
资银行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金融产品创新只争朝夕，而盘活绿水
青山、共享金山银山则需要久久为功。截
至今年9月底，兴业银行已累计为2.9万多
家企业提供绿色金融融资2.7万多亿元，
可实现在我国境内每年节约标准煤3029
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8462.11万吨，年节
水4.1亿多吨，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
的共赢发展。

蓝色债券助力海洋经济
本报记者 于 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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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不出田 泥不下山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李顺民

甘肃省庄浪县地处黄河流域中上游
地区，县内有葫芦河、庄浪河、水洛河，均
属黄河支流。近年来，庄浪县充分履行上
游责任，采取治理排污、疏通河道、关停砂
厂等措施，治理黄河支流的生态环境，描
绘出水清、岸绿、景美的喜人画卷。

治污先治源。庄浪县强化上游意识，
在3条主要河流流域内划定了畜禽禁养
区，从禁养区搬离养殖企业13户，并为畜
禽养殖企业配套了粪污处置设施，督促养
殖户及时清理畜禽粪污；关停了一批淀粉
生产小作坊，升级改造规模化淀粉生产

线。庄浪县宏达淀粉加工厂充分借鉴同
行业淀粉生产废水处理的成功经验，投资
4680万元实施了淀粉生产废水处理项目，
采用热絮凝法净化淀粉生产废水，使淀粉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达标并得到循环
利用。

庄浪县有45万城乡人口，每天产生
大量生活污水。该县在城郊建成了城区
工业和居民生活污水处理厂，城区生活
污水全部收集处理后达标排放。去年，
庄浪县筹资 7000多万元，在南湖、万
泉、韩店、阳川、岳堡5个乡镇建成投用

了乡镇污水处理站。今年又投资2700万
元，在通化镇、永宁镇、良邑镇、盘安
镇、杨河乡新建乡镇污水处理站。到明
年，庄浪县涉河的10个乡镇都将有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

城乡垃圾收集处理。庄浪县在县城
城乡接合部开建了城区第二生活垃圾填
埋场，在乡镇建成生活垃圾填埋场2个、生
活垃圾焚烧站4个，开建了生活垃圾中转
站11个，收集乡村农家生活垃圾，就近就
便转运到附近乡镇（或城区）生活垃圾处
理场（站）处理，形成了户分类、村（社）收

集、乡（村）转运、县（乡）处理的城乡一体
化生活垃圾收集处理链条。

在庄浪河石阳村的河段内，石阳村河
长郜志俊和巡河员石都府正在巡河，他们
告诉记者，庄浪县设立了县、乡、村河长
483名，设立警长19名，组建了440人的
巡河队伍，常年开展巡河，加大河道整治
力度，依法关停了21处采砂场，腾退了占
用的土地，恢复了耕作。

多山区的地貌导致庄浪县水土流失
严重。为此，庄浪县通过防风林带建设构
筑了生态治理的第一道防线，通过山地梯
田化建设构筑了生态治理的第二道防线，
通过小流域综合治理构筑了生态治理的
第三道防线。通过这三道防线，庄浪县治
理水土流失面积1008平方公里，治理程度
达到79%，森林覆盖率达28.72%，每年拦
截泥沙761万吨，出现了“水不出田、泥不
下山、常年无洪流、旧貌变新颜”的可喜变
化。经过多措并举的生态治理，目前，水
洛河水质在流出县境的徐城村断面处达
到了地表水Ⅲ类标准。

不久前，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在陕西
各大影院播放，其中“回乡之路”单元，反映
的是陕西榆林治理毛乌素沙地的真实故
事。看完电影，走访当地，笔者不由感叹，
绿化造林意义重大。

改变了生态环境。绿色是生命的底
色，失去了它人们就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与
根基。过去的榆林地区，黄沙漫漫，生态环
境非常脆弱，尤其是逐渐扩展的毛乌素沙
地，不断侵蚀着农民的土地和家园，使得人
们的生存空间逐步减少。痛定思痛，经过
不屈不挠的奋斗，榆林人民为860 万亩流
沙披上了绿装，将陕西的绿色版图向北推
进了400 多公里，使得当地的生态环境发
生了历史巨变，书写了世界沙漠治理史上
的传奇。

改变了生产环境。绿色发展是现代农
业的根本。过去的榆林地区由于土地大量
沙化，大田作物的耕种效益极差。现今通
过生态林和经济林并举，不仅改善了生产
条件，同时通过实施林果、林药、林养、林游
等结合，使得农民群众获得了比普通农作
物种植多倍的效益。

改变了生活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绿色是基础。推进新农村
建设，“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是基本要求。乡村绿化是改变生活
环境的重要环节。如今的榆林农村，通过房前房后的植树造林，不仅
乡村环境大变，而且促进了农村庭院经济的兴起，带动了农民增收。

造
林
绿
化
书
传
奇

雷

婷

河南新乡平原新区黄河滩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试点鸟瞰图。 （资料图片）

河南推进黄河下游生态廊道建设——

实现治河与惠民双赢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周 黎

黄河下游横穿河南、山东两省，河道
总长786千米，两岸大堤堤距最宽达24千
米，滩区面积3154平方千米，占河道面积
的65%，生活着近200万人，是水沙入海
的要道和华北平原上的重要生态廊道，为
沿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着重要的过
境水资源。

“黄河是世界上最复杂难治的河流，
水少沙多、‘二级悬河’的自然特征，土地
无序开发、人水混居的社会特征以及土
地、村镇缀块化、物种单一等生态特征，决
定了黄河下游生态廊道构建的特殊性。”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
长张金良告诉记者，“要实现黄河下游滩
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首先要认识到
河道形态和人水混居是造成当前问题的
症结所在，须以破解人水矛盾为抓手，既
保证黄淮海平原防洪安全大局，又妥善处
理滩区群众生产、生活、生态问题，实现治
河与惠民双赢。”

周密谋划方案

经过大量前期调研和研究，黄河设计
院于2017年形成以“高滩筑瓴安居，二滩
生态集成，嫩滩生境成廊，河槽稳定安澜”
为核心理念的“三滩分区治理思路”，之后
逐步深化为黄河下游生态廊道规划方案。

2020年，河南省提出，谋划实施沿黄
生态廊道、河道和滩区综合提升治理等重
大项目。3月12日，河南沿黄生态廊道示
范工程集中开工。

在全新视角下，黄河设计院进一步深
化和细化黄河下游生态廊道建设规划思
路。黄河设计院规划院副院长崔萌表示，
黄河下游生态廊道的构建，从平面布局上
看应以黄河两岸大堤内河道滩区为重点，
依托大堤外延一定范围作为整体；从功能
布局上看，应由保障黄淮海防洪安全的高
效行洪输沙廊道、保障河道内群众生活、
生产、生态安全的“三生”融合廊道以及满
足沿黄堤内外生态空间、景观文化需求的
生态景观文化廊道构成。

有序推动试点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滩区群众生
产和生活条件有一定改善，但对美好生活
的需求更加迫切。”河南新乡平原新区管
委会沿黄办科长牛春晓说。

平原新区滩区面积126平方千米，临
河岸线25千米，与郑州市主滩区呈左右岸
分布，为黄河中下游分界处左岸“第一滩”，
近10万名群众生活在滩区。因发展受限，

基础设施滞后，曾导致滩区自由无序开
发。各类“散、乱、污”企业把滩区当作首选
地，当地不少群众为了创收也加入乱建的
行列。以乱占、乱采、乱堆、乱建为主要内
容的“四乱”现象曾占到河南沿黄流域“清
四乱”问题任务的50%。无序开发虽使村
民收入有所增加，但周边生态环境不断恶
化，群众的生活质量也逐年下降。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
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为黄河滩区经济发展
和群众增收致富带来了希望，也注入了强
大动力。”平原新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王
朝杰说，“我们希望按照‘大破大立、大出
小进、大转大调’的理念，通过滩区‘三生
（生产、生态、生活）’布局、黄河治理模式、
农业产业结构、群众生活方式的四大调
整，实现滩区由‘黄沙滩’到‘花果川’、农
业由‘卖粮食’到‘卖风景’、群众由‘农民’
到‘市民’的三大转变。”

于是，新乡市政府和平原新区管委会
委托黄河设计院开展黄河下游滩区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乡平原新区试验区
规划，以全域滩区为试点，探索滩区综合
治理新模式。近期，该规划已通过水利部
黄河水利委员会技术审核和新乡市平原

新区管委会批复。
“新乡平原新区滩区试点是黄河下游

生态廊道建设最先启动的一个试点，也是
黄河下游滩区复杂矛盾破局并推动河道
与滩区综合提升治理的先手棋。”黄河设
计院总规划师刘继祥说，“试点工程完成
后，可以实现一举多赢的目标，不仅解决
滩区居民的防洪安全和安居问题，为探索
滩区‘三生’空间融合发展提供试验田，也
为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带动滩区产
业发展促进滩区高质量发展、解决郑州大
都市区生态空间需求提供经验。”

蓝图令人期冀

如今，在河南开封龙亭区柳园口乡，
祖祖辈辈生活在黄河边与大堤为邻的和
尚庄村民茶余饭后有了新的去处。

种植着泡桐、雪松、柳树等植物的40
米防护林带，点缀着小乔木、花灌木及景
观草的60米景观带，加上5米宽的黄红白
相间的自行车专用道、人行步道及木栈道
构成的慢行系统，形成了“虽由人作，宛自
天开”的自然式生态种植景观。

“这里是开封黄河生态廊道示范带的
一部分，之前是黄河大堤淤背区工程空白
段。随着生态廊道的逐步完工，大堤变美
了、变绿了，沿堤村庄周边环境发生了巨
大变化，也满足了市民亲近‘母亲河’的愿
望，沿黄区域正成为慢生活、微度假的目
的地。”开封第一河务局职工贾金鹏说。

自河南沿黄生态廊道示范工程集中
开工以来，郑州、三门峡、开封、新乡等地
的工程建设者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
影响，包括生态涵养、文化展示等功能在
内的沿黄生态廊道建设的18个工程稳步
推进。按照计划，2020年将完成国土绿化
面积 1646.7 平方千米，建设生态廊道
373.83千米。

9月25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
开“走在前列、全面开创”系列发布会，明
确提出把黄河生态廊道建设纳入全省推
进大规模国土绿化的重点行动，到2025年
建成初具规模的黄河生态廊道，流域面积
50平方千米以上的1049条河道管理范围
绿化覆盖率达到95%以上。

“我们将采取试点先行、上下联动、堤
内堤外协调推进的策略，稳步推进和实施
黄河下游生态廊道建设。”张金良说。

智能监管见成效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孟 娟

在山东德州宁津县涉气污染物排放分级监控智慧系统监测平
台，可以看到生产环节和环保环节呈两条曲线。“这个平台可以全天
候采集企业生产和环保用电信息，如果两条曲线同步运行，说明企业
正常生产，如果只有一条生产曲线，环保用电曲线为零或数据存在异
常，平台就会报警。”德州市生态环境局宁津分局副局长张洪涛说。

今年以来，宁津县创新监管模式，利用大数据管理平台精准化整
治环境问题，把环境问题一网打尽，让督办成效一目了然。该县通过
深入分析全县重点行业、重点污染物排放的各个环节，形成污染物排
放数据在线监测、电能监控、视频监控三级监控模式，实现污染物排
放数据、生产设备及治污设备启停状态实时监控、精准化管理。截至
目前，已对全县145家企业安装电能监控设备，对38家企业安装污
染物排放在线监测设备，对404家企业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对企业实
行24小时智能监控。此外，宁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借助数字化城管
平台，对21处建筑工地出入口、81辆渣土车运行轨迹进行实时监
测，全面提升了监管水平。

与此同时，宁津还上线了环保督导系统，当群众发现环境问题
后，可随时通过小程序或客户端进行填报，经环保部门审核后便可分
发给有关专业委员会，专委会再安排具体部门督导查办。有关部门
督导整改完成后，要将查处、整改情况以图文形式上传系统，在问题
所属专委会初核、生态办复核通过后记录归档。针对每一条问题线
索，宁津县生态办在分发时都明确了查办时限，责任部门逾期未填报
查办结果或督导整改不到位未通过审核的，系统将再次推送环境问
题；连续两次督导整改不到位，将在第三次推送问题时，同时将情况
发送给纪检部门，由纪检部门予以问责，从而形成了发现—汇总—交
办—督导—办理—审核—问责的责任闭环。“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
次，今年我们对17件生态环保领域的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查处。”宁
津县纪委副书记苏军丽说。今年以来，平台共督办环境违法问题81
件，已全部整改完成。

“大数据平台的数据分析能更好地量化出污染防治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为我们指出重点工作方向。”德州市生态环境局宁津分局局
长杨卫兵说。

清洁取暖唱“主角”
本报记者 商 瑞

供暖季，污染排放增加叠加不利气象条件，可能“拖累”空气质
量。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2020—
2021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今年供暖季，清洁
取暖将唱“主角”。

陕气入京，一条连通京津冀的大通道成为供暖“生命线”。中石
油北京管道天津输油气分公司在天津市境内铺设有370公里天然气
管道，下游分输用户15个，跨越6个区。2019年，天津输油气分公司
向天津地区供气超过63亿立方米，最大日供气量达到3000万立方
米，为天津地区提供了可靠的清洁能源保障。

在管线另一端，天津海关南疆海关在加强疫情常态化防控条件
下，积极保障今冬供暖季天然气顺利接卸。天津南疆海关副关长刘
云凯介绍，中海油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纳入国家管网集团后，天津南疆
海关积极落实海关总署的最新要求和部署，强化监管、优化服务。今
年1月至11月，天津口岸进口液化天然气1106.1万吨，同比增加
24.1%。

同时，国网（天津）综合能源公司也创新方式，为学校供暖提供新
方案。公司项目经理于波告诉记者：“在新华中学项目中，我们同期
建设了智慧能源监控管理系统，对校方空调供热系统进行数字化平
台改造，实现能源运行数据的实时采集，通过数据的分析应用，提高
能源整体运行效率，促进校园用能清洁化、智能化、高效化。”

今年，国网天津电力积极推广清洁能源供暖技术在公建领域落
地，为华夏未来艺术小学、顺丰电商物流园办公楼及检测中心等用户
提供供暖改造。随着这批项目的投运，每年可减排标准煤2000吨，
减排二氧化碳4985吨、二氧化硫150吨、氮氧化物75吨。

天津市供热燃气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曾宪钢说，今年天津市集
中供暖使用清洁能源的比重达82.69%。不仅如此，当地还改造了一
批热电联产设备，实现了跨区输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