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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陕西绿色低碳转型足音更加铿锵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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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记者 李荣

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筑牢

生态安全屏障，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

产品，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月

17日上午，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举行

专题（联组）讨论，来自农工党、致公党、

台盟、环境资源等8个界别的委员，重点

围绕“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专题讨论，

踊跃提建议、谈思路、谋发展，共绘美丽

陕西新画卷。

凝聚合力
筑牢生态安全国之屏障
秦岭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

的重要象征，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

意义重大。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大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健全秦岭常态化

长效化保护体制机制，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取得了一定成效。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是‘国之大者’，

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清晰

认识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住陕全国

政协委员、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高洁说，目前，我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信息共享、协同发力机制不够完善，

行政执法和法律监督协作机制的效能

不够高，特别是通过检察公益诉讼

获赔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管理使用

制度还不健全，存在资金“沉睡”现象。

如何唤醒“沉睡”资金？高洁认为，

我省要不断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资金的管理使用制度，针对散落在各地

检察院、法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专户

等账户上的资金，制定全省统一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制度，

规范资金存储使用等环节，激活“沉睡”

资金，有效发挥资金对生态修复治理

的作用。

“保护优先、预防为主”是生态环

境保护的重要原则之一。如何进一步

完善秦岭保护预防体系？高洁认为，

要以数字陕西建设为契机，不断加强

和完善环境、资源、林业等部门之间的

信息共享机制。强化科技赋能，推广

使用热成像识别、无人机巡护等高科技

手段，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的立体遥感

监测网络。加强定期风险评估，及时

发现潜在的环境风险，防止秦岭“五乱”

问题反弹。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近年来，

我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

推进“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沙化土地

全面治理、荒漠化土地综合治理等

重点治理项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成效

得到极大提升。

“目前，我省黄河流域地下水环境

缺乏有效的监测监管。”省政协常委、

民进陕西省委会副主委闫小宁说，

我省黄河流域水源涵养区矿山较多，

大部分矿区开采时间早，流域地下水

监测井数量不足，难以全面支撑地下水

环境监管。

闫小宁建议，要不断加强黄河流域

水生态的监测与管理，运用遥感技术

与地理信息系统，对黄河流域水生态

水环境进行有效监测和评估，实时监测

荒漠化和水土流失等问题。

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以乔木种植

为主，但在旱季时，榆林毛乌素沙漠

种植的樟子松对深层土壤水和地下水

的吸收比例高达 85%，对当地地下水

环境存在一定威胁。对此，闫小宁建议，

要加强生态修复技术研究，积极推

广水土保持措施、草原恢复技术、防风

固沙措施等有效的生态修复方法，不断

提高土地的生态恢复和保护能力。

淤地坝是流域综合治理的一种有效

形式，既可以增加耕地面积、提高农业

生产能力，又可以防止水土流失。

“淤地坝不仅能防止泥沙下泄，还

兼具固碳储碳、涵养生态、助力区域

‘双碳’目标实现和乡村振兴的多元价值。”

省政协委员、陕西水务发展生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方媛说，目前，我省

在淤地坝建设方面还面临新材料新技术

应用不足等现实挑战，特别是在新建、

加固、改造等建设中，经常会遇到政策

“束缚”难题。

2021 年 6 月，国家批准陕西省

“十四五”期间新建淤地坝 420 座、

拦沙坝2263座，其中339座因占用耕地

和永久基本农田无法实施。面对政策

之困，方媛建议，我省要理顺行业管理

体制，将淤地坝建设纳入生态治理

项目范畴，统一规划、管理。要简化或

取消占用耕地和林草地审批手续，推动

淤地坝建设与生态治理的深度融合。

如何绘就陕西淤地坝科学规划

新布局？方媛认为，要尽快编制淤地

坝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淤地坝建设

的总体布局、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持续、

有序、适度地开展淤地坝建设，充分发挥

淤地坝拦沙保土、淤泥造地、以坝代路、

改善人居环境和助力乡村振兴等多功能

效益。

聚焦发展
奏响三秦绿色发展和声
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稳步开展能效提

标升级、重点行业低碳发展行动，建设

“零碳”园区，扩大绿电交易规模。

环保绩效创A工作是推动我国重

点产业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举措。讨论会上，结合我省环保绩效

创A工作，省政协常委、咸阳市副市长

蒋彬凤认为，我省重点产业在环保绩

效创A工作中面临创A进度慢、机制

效率不高、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缓慢等

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蒋彬凤建议，要加快制定《全省重点

企业环保绩效全面创 A 工作方案》，

明确各阶段任务和目标。学习借鉴外

省经验，成立专门帮扶组，针对企业创

A过程中遇到的资金、技术、审批等困难，

提供精准高效的“点对点”服务。

加快发展节能环保制造业是推动

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举措。蒋彬凤认为，我省要设立专项

基金，支持节能环保项目的研发和推

广，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强化产学研

用结合，加强同省内高校科研机构与

企业的合作，促进环保科技成果的转

化和应用。支持企业开展国际合作，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

国际竞争力。

2024年6月，商洛市入选全国首批、

西北唯一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城市，这为我省全面推进生态产品价

值转化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

“与发达地区相比，我省在推进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仍面临市场化

机制不健全、政策支持体系不完善、技术

支撑能力不足等现实挑战。”省政协

常委、民盟陕西省委会副主委孙武斌

从完善市场化运行机制、强化政策支持

与部门协同、加强技术支撑能力建设、

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等方面提出了

意见建议。

针对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推动

区域协调发展，孙武斌认为，陕南可以

重点发展森林碳汇、生态旅游和特色

农业，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实践样板。关中地区要积极探索工

业绿色转型与生态产品开发相结合的

路径，推动传统产业向低碳化、循环化

方向发展。陕北地区要统筹好能源开

发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推动能源产业

绿色转型和荒漠化治理。

陕西作为国内能源资源大省，

煤 油气储量处于全国前列，水风光

资源丰富。省政协委员、民建汉中市委会

主委刘伟说，我省最大峰谷价差约为

0.5938元/kWh，居全国第20位，峰谷电价

差偏低。特别是陕南水电、陕北太阳

能和风力发电受气候等条件影响，存在

不同时段间歇与波动，影响电网运行

可靠性和经济性。

“要发展多元化储能形式。”刘伟

认为，根据我省地理环境与资源分布

情况，在陕南地区建设抽水蓄能重点

实施与储备项目，在陕北地区发展气液

互转二氧化碳储能技术。加速推进

“新能源＋储能”“源网荷储”一体化产

业体系建设，打通从电力电子技术积

淀到硬科技创业环境、人才培育通道。

创新引领
写好绿色转型时代答卷
绿色金融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环节，是实现绿色转型发展与“双碳”

目标的关键。当前，我省绿色金融体系

初具雏形，但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不高，

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监管机制不健全、

政策法规不完善、金融科技水平滞后

等诸多限制。

省政协常委、西北大学经管学院

财税系主任孔军说，陕西位于“一带

一路”关键节点位置，应依托丝路基金

和亚投行等金融平台，大力发展碳市场，

在扩大碳金融影响力的基础上，建立

“一带一路”绿色金融中心。

“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加速

产业转型升级。”孔军建议，要重视

绿色金融领域的技术创新，探索“数字

科技＋绿色金融”模式，运用大数据、

区块链技术开展定性定量分析，提高

绿色企业、绿色项目智能识别能力。

继续加强对绿色信贷项目的投资比

重，鼓励商业银行创新授信机制，完善

生态环保、特色产业支持的绿色信贷

考核体系，助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列席会议的法国陕西联合会会长

李洹在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表示，陕西

是能源大省、工业大省，在发展绿色低

碳产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但陕西在

经济体系中的总量排名一直靠后，这

个问题值得深思。

李洹建议，陕西在追赶超越中部

和西部省份过程中，不能只关注别人

做了什么，别人做得好的我们再跟风

做，这样就无法进步，要结合陕西优

势，提早谋划，从小处着手，迈稳步子

实现追赶超越。

陕西的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每

一位环保人的努力。作为省环境保

护产业协会会长，听了大家的发言

后，省政协委员李天举说，我省有

1000多家环保企业，业务覆盖生态环

境保护的方方面面，但目前我省环保

产业占经济总量比重较小，环保企业

规模不大，多为中小微企业，在市场

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李天举建议，要充分发挥政府职

能，加大对环保产业的投入力度，建立

与协会之间的连接互通机制，引导环

保企业创新发展，制定我省加快环保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建立完

善的环保产业监督管理体制，充分发

挥产业协会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中的

积极作用。

热点·建言

□ 首席记者 李荣

随着餐饮行业的蓬勃发展，餐饮油烟污染问题日益

突出，餐饮企业排放的油烟也是PM2.5的重要来源之一。

“餐饮油烟种类复杂，监管困难。”省政协委员、陕西

蔚蓝节能环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说，职能

部门在监管餐饮企业的过程中，由于餐饮店种类不同，

油烟排放位置、污染种类、污染时段各异，存在整治监管难问题。

王伟说，现有对油烟污染治理的法律法规存在概念模糊、表述

笼统等问题，缺少可执行性，餐饮企业的违法行为难以认定；对

油烟净化效率要求标准偏低，不能满足当前油烟污染治理的管理

需求。

由于油烟治理设备质量参差不齐，缺乏统一的排放标准和

管理办法，真正有治理效果的设备因价格因素推广难度大，存在

“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

加快推进餐饮油烟治理绿色低碳转型，是全面实现社会经济

发展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途径。王伟说，我省要建立完善的油烟

在线监管体系，通过安装油烟在线监测设备，实时监测餐饮企业的

油烟排放情况。制定餐饮油烟排放标准和技术规范，明确油烟排

放限值、净化设施要求等，鼓励餐饮企业采用高效油烟净化技术和

设备，提高油烟净化效率。

此外，王伟建议，要建立餐饮油烟在线监管系统，严厉查处违

法排放油烟的行为，大力整改不符合排放标准的餐饮企业，要求餐

饮企业安装或更新油烟净化设施，对油烟净化设施运行效果不佳

的企业进行技术指导，确保油烟排放达到环保标准。

□ 记者 殷博华
秦岭，素有“国家中央公园”之称，是我国重要的

生态安全屏障，不仅关系到陕西的可持续发展，更关

乎全国的生态平衡与人民福祉。

省政协委员、西安腾众文化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肖亚珠通过调研发现，目前，在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我省已建

立了多个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实施了封山育林、矿山治理等一

系列保护工程。但仍存在人类活动干扰严重、生态系统整体功能

退化、保护资金投入不足和保护管理体制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

在省两会上，肖亚珠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加强陕西秦岭生态环

境保护与修复的建议》的提案，他建议，进一步强化生态空间管控

与执法监管，严厉打击各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尽快制定

科学合理的秦岭生态修复总体规划，统筹推进森林、湿地、河流等

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

“要拓宽资金投入渠道与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大财政对秦岭

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投入力度，将生态补偿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相

结合，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肖亚珠还建议，加强

秦岭生态保护的法规制度建设，持续推进秦岭生态环境的整体保

护和协同治理，打造秦岭生态保护的区域共同体，为秦岭生态环境

的持续改善和长治久安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和体制支撑。

肖
亚
珠
委
员
：

尽
快
制
定
秦
岭
生
态
修
复
总
体
规
划

——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五专题（联组）讨论侧记

省级相关部门要加大协调力度，解决好建设淤地坝

（拦沙坝）过程中的难点和堵点，加快淤地坝（拦沙坝）建设，为美丽

陕西建设作出贡献。

——高健翎委员建言淤地坝建设工作时说
我省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生物质发电供热设施，既要

降低农林生物质和生活垃圾的收集、存储、转运成本，也要满足

下游企业的用热需求。

——张虹委员在谈及可再生能源资源利用时说
首席记者 李荣 整理

两会·语丝

王伟委员 记者 张璐 摄

肖亚珠委员 记者 白瑶 摄

1月17日上午，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五专题（联组）讨论现场。 记者 张璐 摄

11月月1717日上午日上午，，在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五专题在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五专题（（联组联组））讨论现场讨论现场，，住陕全国政住陕全国政协委协委员员、、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高洁和省政协常委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高洁和省政协常委、、民进陕西省委会副主委闫小宁围绕发言民进陕西省委会副主委闫小宁围绕发言

主题热烈讨论主题热烈讨论。。 记者记者 张璐张璐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