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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宁 5 月 29 日电(记者李亚光)5
月底的西宁北山，树木茂盛、满目苍翠。正值
海棠花开时节，微风一来，阵阵馨香。在林间
树下铺开毯子，李双奎哼着青海花儿，不时
喝几口茯茶，美在心里，笑在脸上。

“这样的光景终于盼来了。”今年 73 岁的
李双奎告诉记者，昔日的青海省西宁市“山上
不长草，风吹石头跑，下雨泥水淌”，在秃山上
种树，是不少“老西宁”一辈子的愿望。

然而，在气候多变、干旱寒冷的青藏高
原，种活树谈何容易。1951 年起，青海一度尝
试在西宁南北两山造林，但因技术资金缺
乏，树木成活率很低。1978 年，青海部分地区
被纳入国家三北防护林建设，不少专家曾赴
当地开展技术攻关，但迟迟无法实现科学造
林。

树一直难以成活，可老百姓对绿色的呼

唤实实在在。当时，当地政府收到大量群众来
信，“绿化”“种树”“造林”等词语被反复提及。

转变发生在 1989 年。当年 3 月，青海省
决定成立南北山绿化指挥部，100 多家单位
开始包点包片植树，大量技术人员在苗圃旁
常住，誓教两山换新颜。

20 多年来，数十万人“一茬接着一茬
干”，终于让西宁南北两山近 20 万亩荒山披
上绿衣。风沙小了、山洪少了，湿度高了、气候
好了。高原人明白，树最知恩图报，人对它的
每一点付出都不是徒劳。

高原人还明白，除改善人居环境外，这
20 万亩人造林的意义非同寻常。青海省是长
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被公认为亚洲重
要的水源涵养地及生态安全屏障，最大的价
值和潜力都在生态。“种树，种更多树”，这是
当地践行江源责任的最好方式之一。

2010 年，在总结昔日经验、选育优良树
种的基础上，青海将目光投向海拔超过 3500
米、被誉为“树种分布高度极点”的三江源核
心地区。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不少牧民
自发来到植树现场学习观摩，用随身携带的
藏式腰刀刨出树坑，小心地栽下树苗；在果洛
藏族自治州玛沁县，群众挖开路边绿化带中
被填埋已久的弃置树坑，重新播下希望的种
子。

不负众望，人们栽下的树苗开始在高海
拔地区生根发芽。多年来，干部职工、驻军官
兵、农牧区百姓、青年学生齐上阵，青海以每
年超过 100 万亩的规模植绿三江之源，在人
类历史上从未分布过树木的部分区域完成造
林创举，各地造林成活率均超过 70%。

玉树市市民索昂才仁近年连续参加义务
植树，闲暇时常会去市文化公园周边的绿地
散步。他告诉记者，对于长期渴望树木的高原
人来说，这些林子是他们的乐园，也是献给下
游的礼物。

青海省发改委副主任李晓南说，历史上
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三江
源地区草地、湿地等生态系统一度加速退化，

当地出现的水土流失、水量变化等不利情况曾
极大增加了中下游水患发生的概率。

“近年来，我们选择在三江源地区裸露的
黑土滩及植被稀疏的区域植树，助力当地生态
恢复。与草地生态系统相比，这些人造林在空
间分布上是立体的，一年四季大部分是常绿
的，其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能力更强，对流
域的生态贡献更大。”青海省林业厅造林处处
长马广金说。

巨大的生态效益正驱使着青海省进一步自
我加压。 2017 年，青海多方筹措资金、动员
力量，当年全省营造林面积首次突破 400 万
亩，为历年平均规模的 2 . 5 倍。今年起，青
海将继续保持这一造林规模，力争到 2020
年，全省森林面积达到 8072 万亩，森林覆盖
率超过 7 . 5% 。

“我们期望最终把全省的森林覆盖率提高
到 15%，要完成这一数字，青海所有可供树木
生长的地方都要栽活树苗。”马广金说。

为实现这一目标，该省相关专家正在攻克
包括灌木引种在内的多种技术。在不远的未来，
三江源地区海拔超过 4000 米的区域及其他环
境较为恶劣的地区，也有望得见树木。

20 余年，以每年植树超 100 万亩的规模，全力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种树，种更多树”，青海植绿三江源

新华社北京 5 月 29 日电(记者董峻、高
敬)不久前，河北省环保厅对河北敬业钢铁有
限公司的 4 起环境违法行为依法立案处罚。
这是石家庄市平山县一家大型钢铁企业，也
是当地第一利税大户。在 2017 至 2018 年河
北省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中，
环保部门先后 8 次发现这家企业有无证排
污、污染防治设施缺失等违法问题。

“推开了推不开的大门，跨进了进不去的
企业。”河北省环境综合执法局常务副局长任
立强说，通过省级直查、交叉执法等措施，避
免了地方干预，查办了一批过去地方环保部
门查不动、罚不了的大案要案，环境执法人员
“腰杆更硬了”。

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
管理制度，是我国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的重要举措。作为改革的首批试点省份之

一，河北着力破除体制机制制约、地方保护主
义和人为干扰弊端、监管盲区盲点。

2015 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实行
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
度。

2016 年中办、国办印发改革试点工作的
指导意见，部署启动了这项工作。改革的目的
是着力解决现行以块为主的地方环保管理体
制存在的难以落实对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
的监督责任、难以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对环境
监测监察执法的干预、难以适应统筹解决跨
区域跨流域环境问题的新要求、难以规范和
加强地方环保机构队伍建设等 4 个突出问
题。

据生态环境部人事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全国 31 个省区市都已出台政府部门生
态环境保护责任分工规定。试点省份通过

上收市县两级生态环境部门的环境监察职
能，建立了专司“督政”的环境监察体
系，强化对市县两级党委政府及其相关部
门的监督。通过制定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
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等举措，形成了
齐抓共管工作格局。

随着改革推进，地方保护主义对生态环
境监测执法的干预明显减少。地市级环保局
领导班子成员任免由以地市为主调整为以省
级环保部门为主，县级环保局成为市级环保
局的派出机构，这些“硬招”有效解决了环保
干部“站得住顶不住，顶得住站不住”的老大
难问题。

同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把
现有市级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调整为省级环保
厅(局)驻市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提高了监测
数据的质量。而“下沉”执法力量，由市级环保

局统一管理、统一指挥县级生态环境保护执法
力量，使行动更有效。

江苏等 20 个省份结合“垂改”组建了省、
市、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由党委政府主要负
责人担任主任，加强对辖区内跨区域、跨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问题的统筹协调。山东、福建等省份
积极探索建立流域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机构，
湖北等省份设置了区域流域环境监测机构，推
动实现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统一规划、统一标准、
统一环评、统一监测、统一执法。

这位负责人表示，试点省份已初步实现建
立健全条块结合、各司其职、权责明确、保障有
力、权威高效的地方环境保护管理新体制改革
目标。后续将继续按照成熟一个、备案一个、启
动一个的原则，推动其他省份环保垂改工作，确
保“十三五”时期全面完成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
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任务。

推开了推不开的大门，跨进了进不去的企业
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成效综述

5 月，珠峰北坡登山大本营，清晨的
阳光透过云层洒在营地五颜六色的帐篷
上。营地外，几名环卫工人的身影在远处
洁白的珠峰衬托下格外显眼。

藏族小伙顿珠是其中一员。连续工
作一个多小时后，他和同伴走进一个大
帐篷休息。

“这里风大、紫外线强、干燥、温度
低、缺氧，工作久了就显老。”顿珠搓着长
满老茧的手说。

三年前，西藏登山协会到珠峰脚下
的定日县扎西宗乡托桑林村招聘环卫工
人，身为村医的顿珠放弃了原本安逸的
生活，到海拔 5200 米以上地区“捡垃
圾”。今年，西藏自治区体育局牵头成立
珠峰高山环保大队，顿珠加入其中。

顿珠和两名同伴负责珠峰北坡海拔
5200 米的登山大本营到海拔 6500 米的
前进营地之间区域的保洁工作。每天早
上，他们在登山大本营收集垃圾。每隔 2
天至 3 天，他们就带着垃圾袋，从登山大
本营走到前进营地，一边走一边收集沿
途的垃圾，单程要花费 8 个小时。

顿珠说，一名环卫工人每天能收集
20 多斤垃圾。提着这样的重量在高海拔地区长时间走路，
经常会感觉喘不过气来。

“我们祖祖辈辈居住在珠峰脚下，保护珠峰是我们共同
的责任。”顿珠说。

要做好珠峰范围内的环境保护，除了环卫工人的辛苦
付出，更需要多方共同努力。为此，西藏自治区体育局给驻
扎在珠峰北坡登山大本营的每个队伍都发了两个垃圾桶。

让顿珠欣慰的是，随着政府对环保工作的日益重视以
及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登山路线上的垃圾越来越少。

(记者黄浩铭、王沁鸥)
新华社拉萨 5 月 2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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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29 日电(记者高敬)生态环境部 29 日
通报，因为哈尔滨、佳木斯、鹤岗、双鸭山等 4市空气污染治
理不力，黑龙江省近期决定对 65 名责任人实施问责，其中
厅级干部 8 人，处级干部 39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45 人，
诫勉 17 人，通报批评 3 人。

据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对东北地区 2017 年秋
冬季空气质量保障工作的部署，黑龙江省哈尔滨、佳木斯、
鹤岗、双鸭山等 4市没有落实到位，2017 年 10 月 18 日至
20 日连续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AQI 长时间“爆表”，
影响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他说，针对上述情况，原环境保护部迅速组成督察组开
展专项督察。督察发现，哈尔滨等 4市秸秆禁烧工作不力，
大面积焚烧秸秆问题十分突出，重污染天气应对流于形式，
应急减排措施落实不到位，企业超标排放时有发生。黑龙江
省农委履行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职责不到位，秸秆禁烧巡
查督导流于表面，全省大面积秸秆焚烧问题没有得到遏制，
甚至在 2017 年 10 月 18 日至 25 日期间更为严重。

根据专项督察情况，原环境保护部及时公开通报督察
发现的问题，并于 2017 年 11 月组织对哈尔滨等 4市政府
及黑龙江省农委开展公开约谈，并同步移交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追究问题案卷。

生态环境部：黑龙江省

65 人因治霾不力被问责

▲一只东方白鹳从一处已孵化出幼鸟的巢穴上空飞过（ 5 月 28 日摄）。

近日， 10 多对东方白鹳在河北省唐山市南部沿海湿地筑巢育雏。据河北省唐山市林业
局鸟类专家介绍，目前已有 4 对东方白鹳孵化出了 10 多只雏鸟。东方白鹳是濒危物种，目
前世界上仅存 3000 多只。正常情况下东方白鹳冬季在鄱阳湖等长江中下游地区越冬，夏季
则迁徙到我国东北和俄罗斯西伯利亚等高纬度地区繁育。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东方白鹳筑巢河北

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28 日电(记者周舟)新的
类人猿、像头发一样的细
菌 、靠 蚂 蚁 行 走 的 虫
子……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环境科学和林业科学学院
近日评出 2018 年度十大
新物种。

该机构从 2017 年各
科学期刊上公布的新物种
中选出最与众不同的 10
种。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研
究人员领导的国际团队在
美国圣迭戈水族馆发现了
一种“自成一派”的单细胞
原生生物，它属于早期的
真核生物，与任何已知谱
系都没有亲缘关系。它用
鞭毛来运动，用像叉子一
样的细胞器“刺住”其他原
生生物供自己享用，这种
生物为人们了解早期真核
生物的进化提供了证据。

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
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哥斯达
黎加发现一种 1 . 5 毫米
长的“克罗瑙尔虫”，这种
甲虫的大小、形状和颜色
与工蚁的肚子一模一样，
它们用嘴吸住工蚁的肚
子，“搭乘”在工蚁身上随

之四处活动，乍一看以为工蚁长了两个肚
子。它们如何避免自己成为行军蚁的猎物
还不得而知。

瑞士苏黎世大学研究人员领导的国
际团队发现了一种新的类人猿——— 居住
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森林中的“塔巴
努里猩猩”。多年来，研究人员确认了两种
生活在印尼的猩猩——— 苏门答腊猩猩与
婆罗洲猩猩，这两个物种都处于濒危状
态。而现在发现的是生活在印尼森林中的
第三个猩猩物种，1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只生活着 800 只，成为最濒危的类人猿。

中国科学家也贡献了新物种。华南农
业大学田明义教授在广西喀斯特溶洞中
发现了一种生活在漆黑洞穴里的虫子。这
种虫子的前胸和鞘翅高度延长，体长大于
体宽的 5 倍。

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在西太平
洋马里亚纳海沟的漆黑深渊发现了一种
“狮子鱼”。它们生活在 7000 米到 8000 米
深的海底，体长 112 毫米，形似蝌蚪，承受
着难以想象的压力，是目前已知的“住所”
最深的鱼。

自 2008 年以来，纽约州立大学环境
科学和林业科学学院每年在 5 月公布年
度十大新物种，以纪念 18 世纪瑞典植物
学家、现代生物科学分类命名的奠基人卡
尔·林奈。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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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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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29 日电(记者高敬)记者 29 日从生态
环境部获悉，吉林、浙江、山东、海南、四川、西藏、青海、新疆
(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 8省区当天统一对外全面公开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目前整改方案已经党中央、国务
院审核同意，8省区共确定了 530项整改任务。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于 2017 年 8 月至 9 月组织对 8
省区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并于 2018 年 1 月完成督察反馈。
反馈后，8省区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方案。

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督察整改
方案均围绕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意见研究确定整改任
务和目标，共计确定 530项整改任务。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最多，为 118项，其余依次为四川
省 89项，吉林省 67项，山东省 59项，海南省 56项，青海省
50项，浙江省 46项，西藏自治区 45项。

整改措施主要包括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
建设和环境保护重大决策部署；优化空间和产业布局，调整
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解决大
气、水、土壤、农村等突出环境问题；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和
违规建设项目清理退出；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改革等。

整改方案还就每一项整改任务逐一明确责任单位、责
任人、整改目标、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实行拉条挂账、督办
落实、办结销号，基本做到了可检查、可考核、可问责。

他表示，下一步将对各地整改情况持续开展清单化调
度并组织现场抽查，紧盯整改落实情况，加强协调督办。同
时督促地方利用“一台一报一网”(即省级电视台、党报、政
府网站)作为主要载体，加强督察整改工作宣传报道和信息
公开，对督察整改不力的地方和突出环境问题，将组织机动
式、点穴式督察，始终保持督察压力，确保督察整改取得实
实在在的效果。

吉 林 等 8 省 区 公 开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方案

新华社广州 5 月 28 日电(记者吴涛)记
者 28 日从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获悉，广
东、广西、海南三省区将于 5 月 28 日至 6
月 26 日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三省交界海域联
合执法专项行动，违法倾废、违法采砂等行
为将“顶格”处罚。

此次行动是粤桂琼三地首次开展海洋与
渔业跨省联合执法行动，目的在于加强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和海洋伏季休渔监管，打击违
法围填海、非法采砂、倾废、非法捕捞、违
反南海伏季休渔制度、非法捕杀水生野生保

护动物等行为。
据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介绍，此次行动

共调集执法船 18 艘(其中 1500 吨级以上执
法船 3 艘)，执法快艇约 30 艘，参加执法人
员约 300 名。 5 月 28 日开始，广东、广
西、海南三艘大型执法船从海南三亚出航，
沿海南岛东线向北，穿过琼州海峡，再沿雷
州半岛西岸向北巡航至广西北海市。集中巡
航期间，沿线海监渔政执法力量将开展巡航
检查和突击检查，对发现的违法行为依法进
行查处。

集中巡航结束后，三省区相关支队、大队
在粤琼、粤桂和琼桂交界海域继续开展协作执
法，并根据情况开展区域性联合执法行动。联
合行动期间，各省还将对相关重点海域开展突
击检查行动。

行动期间查获的海洋与渔业违法案件，以
属地管辖和就近扣押相结合，跨省交界海域违
法案件通过省际协商确定管辖。对查获违法倾
废、使用射流船违法采砂一律依法依规“顶
格”处罚。对违法行为涉及犯罪的，移交当地
公安机关或海警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粤桂琼开展为期一月交界海域跨省联合执法

▲ 5 月 29 日，工人在秭归县茅坪镇银杏沱水域库岸生
态修复工程现场施工（无人机航拍）。

位于三峡库区的湖北省秭归县加速库岸生态修复，
2016 年启动县城凤凰山至滚装码头库岸治理工程，通过回
填放坡、方石护坡、植被绿化等方式，目前已修复长江岸线
12 . 6 公里。 新华社发（王罡摄）

秭归：库岸生态修复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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