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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 姻 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姻 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 姻 持续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姻 全面加强固废污染防治 姻 全力服务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姻 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 姻 强化生态环境督察监管执法姻 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隐患 姻 着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

本刊讯（记者 范琛）2 月 4 日上午，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在太原召开 2024 年全
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
2023 年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分析当前
形势，安排部署 2024 年重点任务。省生态
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帅红出席会议并
作工作报告，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刘军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了省长金湘军、副省长杨勤
荣对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出的重要
批示要求，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集中
力量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加强生态
系统保护，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丽山西建设。临汾、太原、运城市生态环
境局主要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2023 年，在省委、省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以扎实开展主题教育为契
机，迎难而上、奋力攻坚、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稳定改善。全省空气质量综合指数降至
4.48，实现“六连降”；PM2.5 年均浓度为 37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6%，改善幅度全
国第 2；优良天数比例为 76.4%，均超额完
成年度目标。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水
体比例进入“90+”，达到 93.6%，历史性超
过全国平均水平（89.4%）。污染防治攻坚
战成效考核连续两年被党中央、国务院评
为优秀等次。

今年，按照省政府要求，我省 PM2.5 年
均浓度在 40 微克/立方米以上的设区市、
县（市、区）以及区域内的工业园区，要强

力推进机动车新能源化，必须加力推进，
不能有丝毫懈怠。全省生态环境系统要着
力抓好十方面工作———

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制定
出台全面推进美丽山西建设的实施意见。
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
建设，继续开展美丽河湖建设，培育各类
美丽细胞。修订省级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管
理规程和指标体系，优化创建流程、提升
创建标准，组织开展新一批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建设。

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制定出台
我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实施方案，以降低
PM2.5 浓度为主线，强化源头防控、区域污
染协同治理和多污染物协同减排。建立汾
河谷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严格
落实汾河谷地污染物排放减量替代措施，
加快推动重污染企业退城入园和落后产
能退出。持续强化重点城市大气污染综合
治理攻坚，深入开展省市联动提升太原市
空气质量行动。

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推动打好
“一泓清水入黄河”攻坚战工程推进若干
措施落地见效，从强化项目开工实施、要
素保障、提速建设、投运达效、组织协调等
五个方面入手，加强工程闭环管理，推动
各子工程 2024 年全部开工，完工率达
50%以上。深入实施省市联动提升太榆退
水渠水质攻坚行动，强化汾河中下游河段

及涑水河水污染综合治理。组织开展入河
排污口整治提升行动。深入开展城市（含
县城）黑臭水体排查整治。

持续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开展土壤
污染源头防控行动。加强耕地土壤污染源
排查整治，基本完成土壤污染隐患排查

“回头看”和土壤污染源头管控重大工程
建设。以“一住两公”用地为重点，严格建
设用地准入管理，加强焦化等重点行业关
闭搬迁企业腾退地块土壤污染管控。深入
推进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建设，完成地
下水污染防治分区划定工作。

全面加强固废污染防治。制定实施我
省固废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深入推进

“无废城市”建设，组织开展“无废园区”
“无废工厂”“无废社区”等“无废细胞”示
范创建。深入开展工业固废堆场环境风险
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推动大宗固废安全处
置和综合利用。严格危险废物收集、贮存、
转移、处置利用等全环节环境监管。加大
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力度。

全力服务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制定我
省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进
一步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科学指
导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深化生态环境
保护服务支持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在守好发展基准线基础上强化重大投资
项目环评服务保障。

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建立健全生
态保护修复监管制度体系，对所有者、开

发者乃至监管者都要实施独立有效的监
督。持续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
督。组织开展省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
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制定实施我
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加快
推进黄河流域重点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
评估。

强化生态环境督察监管执法。深入推
进中央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做
好迎接新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准
备工作。持续开展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在市域督察中统筹流域督察，灵活机
动开展专项督察、定点督察，完善派驻监
察机制。

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隐患。健全生
态安全和核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做好重大
风险评估研判、监测预警、应急应对和处
置工作。深入开展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
治，有效管控非法排污、临河运输、园区污
染等重点领域环境风险，加快构建全防全
控的环境应急管理体系。

着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深化省
以下监测监察执法垂管改革，推进综合行
政执法改革。全面推行排污许可“一证式”
管理。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严格实施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持续推进环境信
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拓展企业环境信用
评价改革试点。

省生态环境厅设主会场，各县（市、
区）生态环境局（分局）设分会场。

我省确定今年生态环境保护十项重点工作

姻本刊记者 魏世杰

不负绿水青山 尽展生态画卷

日前，国务院公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 2024 年 5 月 1 日
起施行，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管理提
供明确法律依据，保障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功能
的发挥。

为全国碳市场运行管理

提供明确法律依据

近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稳步
推进。2011 年 10 月，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
东、湖北、深圳等地启动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试点工作，2017 年 12 月，启动全国碳市场建设。

2021 年 7 月全国碳市场正式上线交易以
来，运行整体平稳，年均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51 亿吨，占全国总排放量的比例超过 40%。截
至 2023 年底，全国碳市场共纳入 2257 家发电
企业，累计成交量约 4.4 亿吨，成交额约 249 亿
元，碳排放权交易的政策效应初步显现。

“与此同时，全国碳市场制度建设方面的短
板日益明显。此前，我国还没有关于碳排放权交
易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全国碳市场运行管理
依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章、文件执行，立法位
阶较低，权威性不足，难以满足规范交易活动、
保障数据质量、惩处违法行为等实际需要。”生
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急需制定专门行政
法规，为全国碳市场运行管理提供明确法律依
据，保障和促进其健康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碳排放权市场
交易制度。这位负责人表示，制定《条例》是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具体举措，也是我国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发展的客观需要。

“相较于部门规章，《条例》属于位阶更高的
行政法规，结合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和
工作部署，围绕有效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这一工作重点，对全国碳市场的交易及相关活
动提出了更加明确的管理要求。”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教授竺效表示。

加强对碳排放权交易

及相关活动的全过程监管

碳市场建设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也是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有效的管理机制、完
善的法规制度、可靠的交易系统、真实的排放数
据。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条例》在总
体思路上主要把握了以下三点：一是总结实践
经验，坚持全流程管理，覆盖碳排放权交易各主
要环节，避免制度空白和盲区。二是立足我国碳
排放权交易总体属于新事物、仍在继续探索的
实际情况，重在构建基本制度框架，保持相关制
度设计必要弹性，为今后发展留有空间。三是坚
持问题导向，着力完善制度机制，有效防范惩
治，保障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功能的发挥。

明确监督管理体制，是加强碳排放权交易
管理的重要方面。《条例》明确，国务院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负责碳排放权交易及相关活动的
监督管理工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碳排放权
交易及相关活动的有关监督管理工作；地方人民政府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碳排放权交易及相关活
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碳排放权交易及相关活动的有关监督管理工
作。

为提升监管效能，《条例》还规定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管理平台，加强对碳排放
权交易及相关活动的全过程监管，并与有关部门实现信息
共享。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条例》从六个方面构建
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的基本制度框架，包括注册登记机构
和交易机构的法律地位和职责，碳排放权交易覆盖范围以
及交易产品、交易主体和交易方式，重点排放单位确定，碳
排放配额分配，排放报告编制与核查，碳排放配额清缴和
市场交易等。

“《条例》对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确定、排放管理、核查、信
息披露、监督管理、违法违规行为处罚等重点工作内容和流
程进行明确规定，给予全国碳市场各参与方和社会公众明晰
的政策和制度预期，提升了法治化管理水平。”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表示。

严格落实数据质量管理责任制

排放数据真实是碳排放权交易正常进行和发挥政策功
能的基本前提。“全面准确真实的碳排放数据，不仅是全国
碳市场扩容、增加市场活力的基础，也是影响当前全国碳市
场温室气体减排成效的关键要素。”徐华清说。

数据质量管理涉及各级相关主管部门、重点排放单位、
技术服务机构等多个主体。徐华清介绍，《条例》严格落实数
据质量管理责任制，根据全国碳市场运行重点环节中不同主
体的角色定位，进一步理顺并明确了各级相关主管部门、重
点排放单位、技术服务机构等多个主体各自承担的数据管理
权责和要求，明确了相关主体间的工作协同机制。

“《条例》加强了对碳排放数据质量的监督管理，有利于
保障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平稳运行。”竺效说。

对数据质量相关违法违规行为，《条例》明确没收违法所
得、罚款、核减下一年度配额、责令停产整治、取消资质、限制
从业等法律责任。“行政处罚力度大幅提升，有助于强化对
违法违规行为的约束。”徐华清表示。

如何推动《条例》落地落实？“确保《条例》顺利实施、落
地落实，有很多工作要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
及时出台配套规章、办法、标准等更为具体、操作性更强的规
定；持续抓好《条例》宣传贯彻，帮助有关部门工作人员、重点
排放单位、有关技术服务机构等更好掌握相关内容；完善监
管基础设施，加快管理平台建设，提升监管的信息化、智能化
水平，形成监管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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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意，于天地间流淌；碧水，在城市里
荡漾。

今日之山西，以青山为底，再现草树
云山的盛景；以碧水为脉，勾勒清泓环绕、
蓝绿交融的灵秀画卷；以绿道为轴，串联
生态脉络、连接大地景观，让城市之美宜
游宜憩、可感可及……从浅丘地貌到公园
城市，山西将绿色深深镌刻进城市基因。
而这宛如诗画之境的背后，凝聚着山西省
生态环境保护的决心和干劲。

2023 年，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水
体比例进入“90+”，达到 93.6%，历史性超
过全国平均水平；

2023 年，PM2.5 平均浓度为 37 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 2.6%，改善幅度全国第 2；

2023 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超
过 98%，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达
100%……

数据闪亮耀眼，变化振奋人心。2023
年山西省生态环境厅步履铿锵、上下求
索，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勇当
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绿色发展的推动
者、污染防治攻坚的急先锋，迎难而上、奋
力攻坚，不断上演利剑斩“污”、鼎力扬

“清”的生动实践，保住了“山西蓝”、护住
了“生态水”、守住了“一方净土”，在三晋
大地上书写着一篇又一篇绿色传奇。

在保卫中塑造亮丽容颜

“蓝天碧水，风清气爽，生态环境越来
越好了。”近两年，广大山西市民、游客对
美好生态环境表达出这样的赞美……蓝
天白云渐成常态、绿水青山近在咫尺，是
山西省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交出的一份群众满意、全国瞩
目的“绿色答卷”。

十八大以来，面对“绿色大考”，山西
从细处着手，向实处出发，从保护一片蓝
天、一泓清水、一块土地开始，全方位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

全面推进“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实
施。山西省生态环境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指示精神，牵头组
织制定“一泓清水入黄河”行动方案和工
程方案，推动召开誓师大会，组建省市县

三级工作专班，建立专项工作推进机制，
推动总投资逾千亿元的“一泓清水入黄
河”工程全面启动、有序推进。积极配合省
纪委开展政治监督专项检查，强力推动反
馈问题整改。截至 2023 年年底，285 个工
程已开工 213 个，开工率达 74.7%，完工 88
个，完工率达 30.9%，为确保 2025 年黄河
流域国考断面全面达优良奠定坚实基础。

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制定加强汾河
谷地污染治理十项具体措施，推动重点工
业园区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全面启动。累计
完成 50 家焦化企业、42 家水泥企业超低
排放改造主体工程建设，完成 8 家钢铁企
业、8 家焦化企业污染深度治理；推动完成
41.37 万户散煤清洁替代；全省 4.3 米焦炉
全部关停淘汰，保留焦化产能全部配套建
成干熄焦装置。扎实推进中纪委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组织开
展夏季臭氧、秋冬季细颗粒物、城市扬尘、
柴油货车、大气环境突出问题等专项整
治，修订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及减排
清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基础不断夯实。

大力推进碧水保卫战。印发实施山西
省《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建立
桑干河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大
力推进生态化治理工程建设，新建成人工
湿地 6 座。持续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行动，累计排查出入河排污口 8725 个，约
三分之一完成整治。组织开展全省经济技

术开发区（工业园区）污水治理专项排查
整治行动，推动解决水污染问题 41 个，推
动新建成 5 座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持续开展城市黑臭水体排查整治行
动，6 条县级城市黑臭水体完成治理。持续
加强汛期水环境管控，国考断面污染强度
明显降低。

稳步推进净土保卫战。持续开展农用
地土壤镉等重金属污染源头防治，完成
143 个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周边监测。
开展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整
治“回头看”，隐患整改率达 77.3%。不断巩
固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成效, 安全利用率
超过 98%。协调建立健全建设用地准入管
理机制，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达
100%。完成 2499 个地下水饮用水源地和
各类污染源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完
成 720 个行政村的生活污水治理、639 个
行政村的环境整治和 135 条农村黑臭水
体治理。

强化推进固废污染防治。推动太原
市、晋城市编制印发“无废城市”实施方
案，“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有序推进。完成
黄河流域历史遗留矿山污染状况调查评
价工作。持续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
理评估。建立废铅蓄电池集中收集试点单
位、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单位名
单。完成全省 495 座尾矿库环境风险隐患
排查。启动开展新污染物治理工作，完成

山西省首轮化学物质基本信息调查和首
批环境风险优先评估化学物质详细信息
调查。深入开展黄河流域“清废行动”，整
治问题点位 411 个，清理各类固体废物
890 余万吨。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2023 年，
全省空气质量综合指数降至 4.48，实现

“六连降”；PM2.5 年均浓度为 37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 2.6%，改善幅度全国第 2；扣
除沙尘异常超标天数后，优良天数比例为
76.4%，重污染天数比例为 0.9%，均超额
完成年度目标。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
水体比例进入“90+”，达到 93.6%，历史性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
考核连续两年被党中央、国务院评为优秀
等次。

山河秀丽本如是，还看杨柳醉春烟。
在山西 15.67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些
各有侧重的环保工作，让美丽山西美出新
高度。

在整改中换来绿色重生

冬日暖阳，漫步在长治漳泽湖国家城
市湿地公园，头顶蓝天，脚踏沃土，嬉游公
园，静赏碧水，笑览一河诗画。“我要把这
些美丽的风景定格下来，让它们成为永
恒。”市民武宁蓝是一名摄影爱好者，在她
看来，长治的空气质量不断改善，生态环
境越来越好了，随手拍摄都是大片。漳泽
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生态环境质量不断
提高，是山西省紧抓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治
理的一个缩影。

生态文明建设，彰显责任担当，也蕴
含治理智慧。严把生态环境准入关。建立
健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体系，完成管
控单元和环境准入清单动态更新。推动省
市县三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环评全部完
成。全面完成全省 71 个省级及以上工业
类开发区规划环评。严格新改扩建项目生
态环境准入管理，推动 46 个省本级环评
审批项目落实污染物排放等量或倍量削
减措施。印发《关于严格汾河谷地重点行
业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
明确除产能置换项目外，汾河谷地不再审
批新建焦化和传统烧结、高炉、转炉长流
程钢铁项目，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
展。 （下转 C3 版）

———2023 年山西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