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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近日，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水利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了
《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指标评分细则
（试行）》（以下简称《评分细则》）。

专家表示，《评分细则》的实施意味
着长江水生态环境保护从以污染治理
为主转向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等协
同治理的新阶段，也是长江流域水生态
考核机制的重要转变。

建立“三水统筹”评估体系

据介绍，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范
围为青海、四川、西藏、云南、重
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
苏、上海，以及甘肃、陕西、河南、
贵州、广西、浙江等 17 省 （自治
区、直辖市），涉及长江干流、主要
支流、重点湖泊和水库等50个水体。

在前期反复研究、科学论证的基
础上，聚焦长江流域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兼顾长江源头及上、中、下游特
点，从国内外已有应用基础的近200
项指标中，筛选出有成熟监测方法的
14项，构建了以水生态系统健康为核
心，以水生境保护、水环境保护、水资
源保障为支撑的考核指标体系，并按
河流、湖泊、水库进行分类评价。

其中，河流有10个指标，包括
鱼类物种数、重点保护水生生物数
量、大型底栖动物物种数、自然岸线
率、水体连通性、水生生物栖息地人
类活动影响指数、水源涵养区生态系
统质量、综合污染状况、汛期污染强
度、生态流量达标率。

湖泊有11个指标，包括鱼类物
种数、重点保护水生生物数量、大
型底栖动物物种数、水华面积比
例、水生植被覆盖度、浮游动物群
落结构、自然岸线率、水生生物栖
息地人类活动影响指数、水源涵养区
生态系统质量、综合营养状态、生态
流量达标率。

水库有6个指标，包括鱼类物种
数、重点保护水生生物数量、水华面
积比例、水生生物栖息地人类活动影
响指数、水源涵养区生态系统质量、
综合营养状态。

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
督管理局分党组书记、局长徐翀表
示，建立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机制，
突出水生态健康和生物多样性恢复，
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系
统保护，是持续有效推进长江流域水

生态修复和保护工作的有力抓手，是
加快补齐水生态保护短板、推动美丽
中国建设进程的重要手段，是贯彻落
实长江保护法、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必将对推动长江
流域水生态环境改善和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产生深远影响，具有划时代的重
要意义。

抓住水生态问题的“牛鼻子”

“《评分细则》聚焦长江流域突
出问题，兼顾各地差异，建立以水生
态系统健康为核心，以水生境保护、
水环境保护、水资源保障为支撑的指
标体系，旨在推动水生态环境保护由
污染防治为主向水资源、水生态、水
环境系统治理转变，解决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引导各地履行水生态保护修
复责任，树立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
政绩观，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对生态
环境的获得感。”生态环境部南京环
境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国才表示。

在他看来，指标体系生动诠释系
统治理理念。

长江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但仍
为“少鱼”状态，根子在于栖息生境
遭到破坏，太湖、滇池等重点湖泊蓝
藻水华频发，根子在于鱼类、浮游动
物等关键种群受损，水生态系统失
衡。因此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以维护
水生态系统健康为核心，就是抓住了
水生态问题的“牛鼻子”，以水生境

保护、水环境保护、水资源保障为支
撑就是抓住了“症结”，核心指标与
支撑指标相互关联，共同构成水生态
考核指标体系这一有机整体。

同时，指标体系推动解决突出生
态环境问题。

“我国水环境理化指标已经接近
或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水
生态系统严重失衡、重点湖泊蓝藻水
华居高不下、生物多样性显著下降等
问题还十分突出。在流域统一的工作
逻辑和指标体系框架内，要充分考虑
各考核水体的差异，针对当前最突出
的水生态问题，抓住关键指标，合理
确定权重，做到‘一湖一策’、‘一河
一策’。”刘国才表示。

亟须加大科技支撑保障

国家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
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
院首席科学家宋永会表示，水生态考
核评估作为一项全新的工作，亟须加
大科技支撑保障，切实支撑长江流域
水生态考核落地，推动解决长江流域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在宋永会看来，《评分细则》具
体应用中，如何能够客观评估各水体
生态系统状况，准确识别水生态系统
面临的威胁，科学区分各地保护修复
责任，还有诸多科学与管理问题亟待
解决。

“为全面支撑《评分细则》应用

落地，引导地方加强水生态系统健康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长江流域水生态
环境持续改善，需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
支撑保障作用。聚焦长江水生态考核评
估的具体需求，开展长江重点水域水生
态调查监测，摸清水生态‘家底’，掌
握长江流域典型水体水生态系统现状特
征。同时围绕长江水生态考核评估技术
体系的关键参数、关键环节，开展深入
研究，支撑水生态考核评估技术体系的
完善等。”宋永会表示。

宋永会还建议要强化基础性科技创
新，突破重点难点技术瓶颈，激发生态
环境科技创新活力，提高技术成果转化
成效。“十四五”期间，长江保护修复
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为积极应对“十四五”期间长江生态环
境保护修复面临的挑战，亟须加快科技
创新，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科技成
果转化。

从治污为主转向从治污为主转向““三水三水””协同治理新阶段协同治理新阶段
——《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指标评分细则（试行）》发布

本报记者 王菡娟

55月月1212日日，，在湖北省赤壁市江段在湖北省赤壁市江段，，““中国环监中国环监008008””监测船驶向监测点监测船驶向监测点
位位 （（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监测人员正在为长江水生态监测人员正在为长江水生态““体检体检””。。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7月5日至8日，新一轮高温天气
来袭，有关高温的话题仍在持续。7
月，我国天气状况如何？去哪避暑最凉
快？7月4日，中国气象局组织召开新
闻发布会，有关专家对此一一回应。

7月，预计全国大部地区气
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

中国气象局预计，7月，全国大部
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华北
黄淮高温具有阶段性特征。

7月 5日至 7日，华北东部、汾渭
平原及河南北部、山东北部将有35℃
至38℃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日最高
气温可达39℃至41℃。8日至9日，华
北南部、汾渭平原、河南北部等地将高
温再起。此外，6 日至 7 日和 11 日至
13 日，江南南部、华南地区也将有
35℃至37℃的高温天气。

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盛夏我
国气候状况为一般到偏差，极端天气
气候事件偏多，高温热浪、阶段性强降
水、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较重。

气象专家提醒，北京北部、河北东
北部等地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建
议做好林火防范和监测工作。京港澳、
大广、京沪等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的路
面温度可达55℃至62℃，公众出行需
警惕由路面高温导致的车辆爆胎、自
燃等事故。

气象专家建议，在高温时段，公众
非必要不外出，老人、儿童、孕妇以及
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人群应尽量待在
凉爽的室内；如需外出尽量避开中午
太阳直晒的最热时段，随时补充水分。
若有中暑症状，应立即转移到阴凉处
休息，补充电解质，视情况及时就医。
另外，室内空调温度不要设置太低，以
免室内外温差太大造成血压不稳定、
感冒等不良影响。

哪些地区是比较好的避暑去处？

正值暑期，也是旅游旺季，去哪避
暑最合适？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表

示，“比较好的避暑旅游去处很多，比
如高海拔地区，青海、西藏等地，气
候凉爽、空气清新，适合避暑和观赏
自然风光，还有滨海城市，再就是山
区、森林公园等，植被资源丰富的地
区往往拥有清凉的气候，是避暑休闲
的好去处。”

据介绍，国家气候中心正在积极
推进“避暑旅游目的地”气候生态品牌
的创建工作。2022年，全国共有37个
县市或区域成功获评“避暑旅游目的
地”称号。

“这些县市分布在我国的各个地
区，例如云南、四川、湖北、江西等地，
欢迎大家关注。”贾小龙说。

贾小龙建议，7、8月份也是我国
主汛期关键时期。学生暑期出游，需要
更多关注目的地天气气候资讯，掌握
必要的气象防灾减灾知识。

华北经历近10年来6月最
强高温天气

对于刚刚经历的6月高温天气，
中国气象局也对其气候特征进行了
总结。

中国气象局发布的资料显示，6
月，我国气候呈暖干特征，全国平均气
温21.1℃，较常年同期偏高0.7℃，为
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同期第二
高，仅低于2022年6月的21.3℃。全国
平均降水量为86.7毫米，较常年同期偏
少15.6%，为2005年以来同期最少。

6月21日至24日，京津冀等地高
温天气过程极端性强、持续时间长、
40℃以上高温范围广，为华北地区近
10年来6月最强高温天气。

在此次过程中，京津冀、山东北部
等地日最高气温达40℃至41℃，北京
怀柔区和天津滨海新区最高气温达
41.8℃，共计21个国家站最高气温突
破历史极值，49个国家站突破6月极
值。北京观象台在该站有气象记录以
来首次出现连续3天最高气温达到或
超过40℃，分别为22日41.1℃、23日
40.3℃和24日40.0℃。

中国气象局：

7月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
本报记者 王菡娟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例行发布会上获
悉，2023 年以来，生态环境部扎实推进
长江、黄河和渤海入河入海排污口排查
整治，有效推动碧水保卫战取得阶段性
成果。截至目前，长江入河排污口已整治
完成 4.7 万余个，完成率超过 80%，提前
并超额完成2023年工作目标。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全面开展长江、
黄河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调研督导
工作，组织完成黄河干流陕西山西段、渭
河及石川河现场排查，并指导河南、山东
自主完成了人工徒步排查，初步核定黄
河干流及部分重要支流入河排污口 2.9
万余个。坚持及时交办入河排污口清单，
每月调度整治工作进展，进一步压紧压
实相关部门责任，加强截污治污，确保入
河（海）排污口整治取得更多成效。

截至目前，黄河干流甘肃段、湟水
河、汾河等试点地区排污口整治进度
已超过 60%，中上游地区总体完成进
度接近五成。同时，根据调度了解，渤
海入海排污口整治完成率达 84.29％，
其中，山东省已基本完成入海排污口
排查整治，河北省和天津市整治完成率
分别为98.58%、82.59%，辽宁省整治完成
率64.82％。 （王硕）

长江入河排污口
已整治完成4.7万余个

日前，记者从北京
市门头沟区获悉，门头
沟区成功入选国家“十
四五”期间第三批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修复工程项目 （以下
简称中国山水工程），
并获得中央财政6.67亿
元资金支持。联合房山
区共获 20 亿中央资金
支持。

据了解，中国山水
工程是财政部、自然资
源部、生态环境部自
2016 年起启动的重点
工作，是我国践行山水
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
理念的标志性工程。

本报记者 贾宁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高志民）在安徽省
芜湖市繁昌区峨山废弃矿山生态修复
项目区，原本裸露的采矿边坡已是郁
郁葱葱，彩色人行步道和骑行绿道镶
嵌在绿草如茵、树木成行的采场间。这
正是自然资源部组织的开展历史遗留
废弃矿山治理修复的一个缩影。

据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司副司长卢丽华介绍，“十三五”期间，
在中央财政支持下，自然资源部组织
在重要流域和区域开展历史遗留废弃
矿山治理修复，各地积极推进矿山生
态修复，全国共修复治理矿山面积
400多万亩。

2021年7月—2022年7月，自然
资源部组织开展了全国历史遗留矿山
核查，基本查明了截至“十三五”末时，
由政府承担修复治理责任的废弃矿山
基本情况，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历史遗
留矿山数据库，为下一步科学修复废
弃矿山提供了数据支撑。

芜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金
玉峰说，繁昌区境内矿产资源丰富，过
去由于粗放无序开采，历史遗留废弃
矿山点多面广，既影响生态环境，也带
来滑坡等地质灾害隐患。近年来，繁昌
区通过地质环境恢复、景观再造、土地
复垦等举措，加大对矿山地质环境、废

渣尾矿和矿区水土污染的治理力度，累计
投入治理费用1亿多元，完成37个项目、
近4000亩矿山生态环境治理，获得建设
用地1200余亩、复垦耕地300余亩。

据介绍，自然资源部以核查工作为
基础，组织编制了“十四五”历史遗留矿
山生态修复行动计划，对各省份修复治
理任务进行分解和部署安排。自然资源
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王峰说，
自然资源部将进一步完善矿山生态修复
标准规范体系，组织制定矿山生态修复
工程实施方案编制等技术标准规范，指
导各地科学、规范开展矿山生态修复，恢
复矿区生态系统功能。

建立全国统一历史遗留矿山数据库

自然资源部：科学修复废弃矿山

本报讯（记者 王菡娟）中国
气象局发布的《2022年全国生态气
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显
示，监测结果表明，2022年全国植
被生态质量指数为68.3，较常年提
高6.2%、较2021年下降0.7%，为
2000年以来第三高，仍处于2000
年以来高位。

从气象条件来看，2022年全
国平均≥0℃积温较常年和2021年
分别偏多6.4%和1.2%，热量条件
较好；全国有73.2%的区域降水量
接近常年，35.7%的区域明显差于
2021 年，水热匹配总体好于常
年、但差于2021年。特别是受长
江流域夏秋异常高温干旱、北方草
原和荒漠化地区春夏连旱、北上台
风“梅花”等影响，部分地区植被
生态质量下降明显，造成2022年
全国植被生态质量指数较前两年有
所回落。

公报显示，2000-2022年全国
有91.9%的区域植被生态质量指数呈
提高趋势，中东部大部地区平均每年
增加0.25-1.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实
施了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草、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等工程
以及农业高产、种植结构优化等措
施；同时，全国有67%的区域年降
水量呈增加趋势、有98%的区域年
平均气温呈升高趋势，生态保护和修
复工程以及农业措施的实施充分利用
了有利的气候资源，加快了植被恢复
进程，促进了全国植被生产力和覆盖
度的整体提高。

公报指出，气象灾害仍是影响我国
生态安全的重要因素，2022年贵州中东
部、湖北、湖南、江西、福建中北部、
浙江大部、安徽中南部、河南中南部、
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干旱影响严
重，植被生态质量指数较2021年下降
了3%-10%。

去年全国植被生态质量提高6.2%

本报讯（记者 王菡娟）记者
从水利部获悉，近日水利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非
常规水源配置利用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提
出到2025年全国非常规水源利用
量超过170亿立方米，地级及以上
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25%
以上。

《指导意见》 按照科学规划、
统一配置，目标管理、应用尽用，
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政策激励、
市场驱动的基本原则，明确提出到
2035年，建立起完善的非常规水
源利用政策体系和市场机制，非常
规水源经济、高效、系统、安全利
用的局面基本形成。

《指导意见》要求，通过科学
规划布局、实行目标管理、纳入用
水计划、严格论证审批、引导市场

配置、加强考核监督等措施强化非常
规水源配置管理，按照再生水、集蓄
雨水、海水、海水淡化水、矿坑
（井）水、微咸水等不同水源类型分别
明确配置利用领域及相关措施，从计
量统计、技术标准、科技支撑等方面
强化基础能力建设。

《指导意见》的出台将有效促进
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推动水处理领
域技术装备研发应用，增强相关市场
主体内生动力，促进节水产业发展，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下一步，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相关部门
贯彻落实《指导意见》，加大非常规
水源开发利用力度，强化配置管理措
施，持续推动扩大利用领域和规模，
有效发挥非常规水源增加供水、减少
排污、优化水资源配置体系、提高水
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作用。

两部委出台《指导意见》

加大全国非常规水源利用力度

本报讯（记者 凌云）6 月 30
日，由四川省政协人资环委、重庆市
政协人资环建委以及重庆市大足区
政协承办的川渝政协助推濑溪河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会议在大足区举行。

会前，四川省内江市、泸州
市、隆昌市、龙马潭区、泸县和重
庆市大足区、荣昌区七市区县政协
及生态环境、水利等部门负责人，
前往大足城区污水处理厂、濑溪河
二仙桥区域等地现场视察，了解大
足区为改善濑溪河流域生态环境所
作的探索和实践。会上，川渝七市
区县政协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

“同心助力双城圈，携手共护濑溪
河”谈经验、摆问题、提建议，并
共同签订了保护濑溪河流域生态环
境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七市区县
政协将构建区域生态环保协作机
制，协同推进濑溪河流域一体化综
合治理，加强濑溪河流域污染监
督，强化濑溪河流域风险防控，严
格保障濑溪河生态流量。

川渝两省市政协有关负责人表
示，濑溪河流域的生态环境质量事
关成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
局，事关人民群众民生福祉，两省
市政协将在提高政治站位、扛起重
大使命、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上更进一步；在加强流域生态
环境保护、深化区域协同协作上更
进一步；在深化川渝政协交流合作
上更进一步，不断增强濑溪河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的系统性和协同性，
齐心协力把濑溪河流域打造成为生
产发展的繁荣带、生活富裕的幸福
带、生态良好的示范带。

川渝政协助推濑溪河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会议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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