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白 雪

2022年，山西省生态环境各项工

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新突破，多项

指标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

近年来，美丽甘肃建设取得重要

进展，黄河流域生态功能出现积极变

化，长江流域水源涵养功能明显增

强，祁连山生态保护“由乱到治、大见

成效”。

十年间，从“蓝天难见、繁星无影”

到“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北京的蓝天

成为老百姓最有获得感的一件实事。

6月5日，我们迎来了第52个世

界环境日。2004年，原国家环保总局

首次发布了世界环境日中国主题。从

2004年到2023年的20年时间里，我

国结合生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形

势与任务，每年都会发布世界环境日

主题，并与联合国环境署确定的世界

环境日主题形成呼应。

今年世界环境日主题为“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近年来，

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创

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

奇迹，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空气质量稳中向好

2022年，云南省昆明市主城区环

境空气优良率达100%，其中优246天、

良119天。与2021年相比，优级天数

增加37天，环境空气污染综合指数降

低13.68%，空气质量大幅度改善。

2022年，北京市大气环境中PM2.5

为30微克/立方米、连续两年达到国家

二级标准，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

（NO2）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浓

度分别为3微克、23微克、54微克/立方

米，多年稳定达标，总体保持下降趋势。

空气质量的改善直接关系到群众

的幸福感。近年来，我国以前所未有

的力度向大气污染宣战，以不可动摇

的定力保卫蓝天。如今，蓝天白云已

成常态。

近日发布的《2022中国生态环境

状况公报》显示，2022年我国空气质

量稳中向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细颗粒物浓度为29微克/立方米，比

2021年下降3.3%，好于年度目标4.6微

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为86.5%，好

于年度目标0.9个百分点；重度及以上

污染天数比例为0.9%，比2021年下降

0.4个百分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

角地区、汾渭平原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比例分别比2021年下降0.9个百分点、

0.2个百分点、1.0个百分点。

取得如此成绩离不开2022年我

国在扎实推进蓝天保卫战中所采取的

一系列举措。其中包括，印发深入打

好重污染天气消除等攻坚战行动方

案，全面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顶层

设计。配合相关部门印发钢铁、石化

化工、有色、建材等重点行业及工业、

能源、交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提出

产业、能源、运输结构优化调整等减污

降碳协同要求，完善碳达峰、碳中和

“1+N”政策体系。新增25个城市纳入

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清洁取暖试点

城市，累计完成散煤治理3700万户左

右。有序推进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

“公转水”，积极创造新能源重卡应用

场景。以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

刷等行业为重点，累计完成4.6万余个

挥发性有机物突出问题排查整改等。

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2022年，海南省地表水水质总体

为优，193个省控监测断面（点位）的水

质优良（Ⅰ~Ⅲ类）比例为93.8%，同比

上升 4.2 个百分点；劣Ⅴ类比例为

0.5%，同比持平。19个市县中，文昌

水质轻度污染，东方和琼中水质良好，

其余16个市县水质为优。

2022年，山东省青岛市城镇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全市20个国省控地表水考核断面水

质全部达到或优于年度目标，达到或

优于Ⅲ类12个，Ⅳ类8个。

为守护一方碧水、绘就生态画卷，

2022年，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共审批入

河排污口2600余个。深化工业园区

水污染防治。开展长江经济带工业园

区水污染整治专项行动，推动1174家

工业园区建成1549座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解决污水管网不完善、违法排污

等问题400余个。深入实施沿黄省区

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推动756家工

业园区建成 976座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推进总磷污染

控制工作，湖北、湖南、江西、江苏、贵

州和广西6省（区）印发总磷污染控制

方案……

治理好水污染，保护好水环境，一

系列扎实推进碧水保卫战的举措取得

了明显成效。《公报》显示，2022年，我

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水质优

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为87.9%，同比

上升3.0个百分点，实现“十三五”以来

“七连升”；劣Ⅴ类断面比例为0.7%，同

比下降0.5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

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七大流域

和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西南诸河主

要江河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0.2%，

比2021年上升3.2个百分点；劣Ⅴ类

水质断面比例为0.4%，比2021年下降

0.5个百分点。210个监测水质的重要

湖泊（水库）中，Ⅰ~Ⅲ类水质湖泊（水库）

比例为73.8%，劣Ⅴ类为4.8%。204

个监测营养状态的重要湖泊（水库）

中，贫营养状态湖泊（水库）占9.8%，中

营养状态占60.3%，轻度富营养状态

占24.0%，中度富营养状态占5.9%。

监测网络“全覆盖”

地处甘肃、青海交界的祁连山被

誉为河西走廊的“生命线”和“母亲

山”，是黑河、石羊河和疏勒河三大水

系56条内陆河的主要水源涵养地和

集水区，它在维护中国西部生态安全

方面有着举足轻重和不可替代的地

位，是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由于一系列过度人类活动和全球

变暖大趋势等影响，祁连山生态在多

年前受到严重破坏。经过持续数年治

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得到加强，保护区

内75.36万公顷林地森林蓄积量持续

增加，75.27万公顷草原生态稳定性不

断增强，5.21万公顷水域面积更加稳

定，旗舰物种及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不

断上升。

为全力做好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

“后半篇”文章，不断推动祁连山生态

环境由“治”到“美”再到“效”的转变，

甘肃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直相关部门

依托“智慧祁连”“生态环境监测大数

据平台”“遥感和大数据综合监管平

台”等信息化平台，打造“天空地”一体

化监测监管体系，对祁连山地区开展

科学监测、系统评估，祁连山自然生态

系统稳定性和循环能力全面提升。祁

连山只是我国生态环境监测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我国全力推进现代化监

测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监测是客观评估生态环境质量

改善的重要依据。”生态环境部生态环

境监测司副司长蒋火华在近日生态环

境部召开的发布会上表示，新时代十

年，是我国生态环境监测成效最显著

的十年。

监测网络实现“全覆盖”。蒋火华

介绍，国家直接组织开展监测的大气、

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海洋等环境监

测点位达1.1万余个，实现了地级及以

上城市全覆盖、重点流域全覆盖、省市

交界全覆盖、管辖海域全覆盖。“天空

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初步建成，天上有

卫星，空中有无人机，水里有监测船，

地面有走航车，构建起守护祖国绿水

青山的“监测天网”。

数据质量“大提升”。蒋火华表

示，目前，生态环境监测基本完成省

以下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垂直管理改

革，全面完成国家和省级环境质量

监测事权上收，建立了“谁考核、谁

监测”的全新运行机制和“谁出数谁

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的责任追溯制

度。同时，推动环境监测弄虚作假纳

入刑法修正案，持续保持打击弄虚

作假行为的高压态势。蒋火华提

到，“监测数据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显

著提升，公众感受和监测数据更加

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环境监测信

息已实现“快、实、新”。据蒋火华介

绍，目前，我国环境监测能够及时满

足公众对环境质量信息的需求，实时

发布空气、地表水自动监测信息，每

周（暑期）发布海水浴场水质状况和

游泳适宜度信息，每半月发布空气质

量预报会商结果，每月、每季度发布

空气和地表水质量状况，每季度发布

海水水质数据，每年发布生态环境状

况公报。“权威、高频、实用的监测数

据成为指导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公

共产品。”蒋火华说。

2022 年我国空气质量稳中向
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
粒物浓度为29微克/立方米，比
2021年下降3.3%，好于年度目
标4.6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
例为86.5%，好于年度目标0.9
个百分点；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比例为 0.9%，比 2021 年下降
0.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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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白 雪

“减塑捡塑”，这是今年世界环境

日的主题。塑料污染问题成为全世界

关注的焦点，防治塑料污染刻不容缓。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约有

900万人从事聚合物生产和塑料加工

行业，全球塑料的生产和使用呈指数

级增长，塑料产量从1950年的200万

吨飙升到2022年的4.3亿吨。而据经

合组织数据，全球只有不到10%的塑

料被回收利用。轻质、坚固、廉价的塑

料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社会和经

济中，但其快速增长对环境、人类健康

和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目前，全球

每年生产约4.3亿吨塑料，超过2/3是

使用寿命较短的产品，很快就会成为

废物，并且在一次使用后数量不断增

加。如果一切照旧，到2060年，全球

塑料产量将增加两倍。”日前，由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报告《切断根源：

全世界如何终结塑料污染，创造循环

经济》数据显示：塑料污染已经成为人

类和地球健康的严重威胁，它驱动着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污染和废

物这三重地球危机。

报告提出，如果各国和公司能够

充分利用现有技术，进行深入的政策

和市场转变，到2040年，全球塑料污

染有望减少80%。为实现这一目标，

报告建议，首先淘汰有问题和不必要

的塑料，以缩小污染问题的规模。与

此同时，报告呼吁进行三大市场转变，

即重复利用、回收利用以及调整市场

定位和实现产品多样化。

在重复利用方面，推广重复利用

选项，包括可再装水瓶、散装分发机、

押金退还计划、包装回收计划等，可以

在2040年内减少 30%的塑料污染。

政府必须协助为可重复使用物品挖掘

更大商业价值，以实现其潜力。

在回收利用方面，如果回收可以

变成一项更稳定、利润更高的事业，到

2040 年可以再减少 20%的塑料污

染。取消化石燃料补贴、执行提高可

回收性的设计指南等措施可将在经济

上具有可回收性的塑料占比从21%提

高到50%。

在调整定位和多样化方面，谨慎

使用纸张、可堆肥材料等替代材料制

成的产品取代塑料包装纸、小样和外

卖打包盒等产品，可以再减少17%的

塑料污染。

中国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塑料污染

治理，始终全力以赴。2001年，中国

出台政策停止生产一次性发泡塑料餐

具。2008年，中国全面禁止生产、销

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

物袋，并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

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

使用制度。2020年，中国出台《关于

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将

源头减量政策扩展到塑料微珠添加、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吸管淘汰等更多

一次性塑料制品上，覆盖范围大于大

部分国家和地区。

中国各地也在不断探索实践，完

善和加强塑料污染治理。

比如，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邮政管

理局印发《内蒙古自治区邮政快递业

塑料污染治理三年行动方案（2023-

2025）》，通过落实强化塑料包装源头

治理、强化塑料包装回收处置、强化绿

色包装产品供给、强化可循环快递包

装应用4项任务，推动全区邮政快递业

塑料污染治理。

又如，目前在湖南省常德市已实

现禁止生产、销售厚度小于0.025毫米

的超薄塑料购物袋、厚度小于0.01毫

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一次性发泡塑

料餐具等塑料制品。大型商场、超市

已经全面停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不再提供免费塑料购物袋；大型宾馆、

酒店已进行塑料用品管控；餐饮行业

堂食服务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

具情况较少。

再如，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市场

监管局湾沚所聚焦“白色污染”，组织

成立了一支以党员干部为先锋骨干

的“治塑突击队”，从“宣、排、查”三个

维度扎实开展塑料污染宣传治理专

项行动。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

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德元表示，当

前，塑料污染问题已成为全球普遍关

注的焦点环境问题，对全球可持续发

展带来极大挑战，成为各个国家和地

区普遍面临的共同课题。未来，中国

将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原则，继续做全

球塑料污染治理的引领者与贡献者，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共同努力，推动构

建塑料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发展

格局。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写在第52个世界环境日之际

中国将继续做全球塑料污染治理的引领者贡献者
——聚焦2023年世界环境日主题“减塑捡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