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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四）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信息共

享。推进国家和省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系统与其他业务系统的信息共享、业务协
同，强化对数据管理、调整更新、实施应
用、跟踪评估、监督管理的支撑作用。推
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与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融合创新，完善在线政务服务
和智慧决策功能，提升服务效能。

（五）统筹开展定期调整与动态更
新。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原则上保持
稳定，每5年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国土空间规划评估情况定期调
整。5年内确需更新的，按照“谁发布、
谁更新”的原则，在充分衔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上，
开展动态更新，同时报上一级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备案。因重大战略、生态环境
保护目标等发生变化而更新的，应组织
科学论证；生态保护红线、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自然保护地等法定保护区域依法
依规设立、调整或撤并以及法律法规有
新规定的，相应进行同步更新。

三、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六）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通过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加强整体性保护和系统性
治理，支撑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服务国
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国家重大战略
实施。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推动长
江全流域按单元精细化分区管控，加强沿
江重化工业水污染防治和环境风险防控，
防止重污染企业和项目向长江中上游转
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战略，实施上中下游地区差异化分区管
控，优化黄河中上游能源化工和新能源产
业布局，促进中下游产业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强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在京津冀、长
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能源和交通运
输结构调整中的应用，建立陆岸海联动、
区域一体化的生态环境管控机制，引导传
统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及战略性新
兴产业合理布局。

（七）促进绿色低碳发展。落实国家
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管理有关制
度和政策要求，引导重点行业向环境容
量大、市场需求旺盛、市场保障条件好的
地区科学布局、有序转移。强化生态环
境重点管控单元管理，推进石化化工、钢
铁、建材等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和清洁生产改造。完善产业园区环境基
础设施建设，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和集中
治污。衔接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引导人
口密度较高的中心城区传统产业功能空
间有序腾退。优化生态环境优先保护单
元管理，鼓励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
式和路径，提升生态碳汇能力。在保证
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的前提
下，支持国家重大战略、重大基础设施、
民生保障等项目建设。实施好沙漠、戈
壁、荒漠地区大型风电和光伏基地建设。

（八）支撑综合决策。加强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成果应用，为地方党委和政府提
供决策支撑。把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
成效评估作为优化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
重要依据。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对企
业投资的引导，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信息
平台依法依规设置公共查阅权限，方便企

业分析项目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的
符合性，激发经营主体发展活力。

四、实施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九）维护生态安全格局。严格落实

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以生态保护红
线为重点，改善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生态
系统稳定性和服务功能。强化生物多样
性保护，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加
强监测预警，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对青
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重点生态区、长
江重点生态区和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
带、南方丘陵山地带、海岸带等重点区
域，分单元识别突出环境问题，落实环境
治理差异化管控要求。

（十）推动环境质量改善。强化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实施，形成问题识别、精准
溯源、分区施策的工作闭环，推动解决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防范结构性、布局性环
境风险，为高质量发展腾出容量、拓展空
间。深化流域水环境分区管控，统筹水
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强化流域内
水源涵养区、河湖水域及其缓冲带等重
要水生态空间管理，加强农业面源污染
防治。加强近岸海域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陆海统筹推进重点河口海湾管理。
综合考虑大气区域传输规律和空间布局
敏感性等，强化分区分类差异化协同管
控。按照土壤污染程度和相关标准，实
施农用地分类管理和建设用地准入管
理。加强声环境管理，推动大型交通基
础设施、工业集中区等与噪声敏感建筑
物集中区域用地布局协调。探索开展地
下水污染防治分区管控模式，统筹地上
地下，制定差别化的生态环境准入和污
染风险管控要求。

（十一）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协
同。发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在源头预防
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全域覆盖、跨
部门协同、多要素综合的精细化管理。加
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与国土空间规划的
动态衔接，针对不同区域开发保护建设活
动的特点，聚焦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实施
分单元差异化的生态环境管理，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选择典
型地区开展试点、积累经验、完善机制，形
成政策合力。开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减
污降碳协同试点，研究落实以碳排放、污
染物排放等为依据的差别化调控政策。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政策与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制度的协同，将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要求纳入生态环境有关标准、政策等制
定修订中。鼓励各地以产业园区、自由贸
易试验区等为重点，开展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与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环境监测、
执法监管等协调联动改革试点，探索构建
全链条生态环境管理体系。

五、加强监督考核
（十二）强化监督管理。有关部门要

按照职责分工，依托相关监管平台，充分
利用大数据、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技术手
段开展动态监控，对发现的突出问题和风
险隐患开展现场检查并严格依法查处。
对生态功能明显降低的生态环境优先保
护单元、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生态环境重
点管控单元以及环境质量明显下降的其
他区域，加强监管执法，依法依规推动限
期整改。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落实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纳入中央和省级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

（十三）完善考核评价。将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实施情况纳入污染防治攻坚战
成效考核等，考核结果作为地方领导班
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
任免的重要参考。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
跟踪了解，工作成效作为“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等的重要
参考。

六、组织保障
（十四）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党对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工作的领导。地方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完善工作推进机制，
定期研究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工作，常态化
推进共享共用、调整更新、监督落实等事
项，及时报告重要工作进展，形成上下联
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各
地区可结合实际制定配套文件。

（十五）强化部门联动。国务院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完善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相关政策。发展改革
部门要积极推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
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规划、区域
规划编制实施充分衔接。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要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
统，共享生态保护红线等数据，加强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方案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
接，共同做好相关研究及试点先行等工
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水资源管理、
水域岸线管理等有关工作，实施水资源
差别化管理，合理控制水资源开发利用
规模，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联动。林业
和草原主管部门要加强各类自然保护地
管理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协调联动。
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
输、农业农村等有关主管部门要根据职
责分工，加强本领域相关工作与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协调联动，制定行业发展和
开发利用政策、规划时，应充分考虑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减少对生态系统功
能和环境质量的负面影响。有关部门应
出台有利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应用
的政策，并推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监督
执法协调联动。

（十六）完善法规标准。推动将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纳入相关法律法规制
定修订。鼓励有立法权的地方研究制定
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相关的地方性法
规。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会同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等研究制定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单元划分要求及相关标准规范。

（十七）强化能力建设。加强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领域相关学科建设、科学研究
和人才培养，加快建立专业化队伍。完善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信息平台建设。各级
财政部门要综合考虑工作目标和任务，按
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原则落实资
金保障。

（十八）积极宣传引导。将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纳入党政领导干部教育培训内
容。加强宣传解读，及时总结推广正面典
型，曝光反面案例，营造全社会广泛关注、
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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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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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招束沟镇丰成
家庭农场公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广告·

1、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1irTEU2JWm8H2_Wetnj1QWw?
pwd=zwpk

提取码：zwpk
公众可到建设单位查阅纸版报告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周边可能受影响的居民及其

它有关单位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

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电话、电子邮件、信函的形式将意

见告知建设单位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
建设单位：阜新成泰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地址：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再生资源产业园区
联系人：葛会波
电话：13709819969

年产12万吨次氧化锌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全文公示

自2014年起，“全民阅读”已连续

11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足见国家

对文化建设和阅读推广的重视。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

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不仅关乎个人

成长，更事关国家民族的未来。11年

间，政府工作报告中从最初的“倡导全

民阅读”，到“大力推动全民阅读”“深

入推进全民阅读”，再到今年的“深化

全民阅读活动”，个中转变，意义深远。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读书的传

统。翻阅中国浩瀚如海的典籍，可发

现围绕“阅读”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

故事，诸如师旷劝学、凿壁偷光、囊萤

映雪等。2500多年前，孔子就曾给儿

子开列必读书目，告诉他“不学诗（《诗

经》），无以言”“不学礼（《礼记》），无以

立”。自幼博览群书的苏轼，以“读书

万卷始通神”“腹有诗书气自华”等千

古名句，点燃一代代中国人的阅读热

情。黄庭坚提出的“读书种子论”，至

今还警示着我们，读书这颗“种子”无

论对个人还是国家和民族来说都不可

断绝。

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阅读已从

古代“读书人”的事情，变成了所有人

的事情，不分职业、性别、年龄。全民

阅读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全民”的价

值导向，而要覆盖“全民”，不断“走实

走深”，让更多民众从阅读中受益，却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近年来，中国逐步建立健全的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不同年龄、不同职

业、不同需求的人们提供丰富多样的

阅读资源和服务，确保每个人都有书

可读，想读的时候都可以找得到地

方。各地纷纷通过加强图书馆、书店、

城市书房、农家书屋等阅读设施建设，

创新服务手段，提升运维效能，建成了

覆盖村（社区）、企业、市场主体等载体

多元、形态丰富的阅读设施体系，为喜

欢阅读的人提供“充电储能”的地方。

深化全民阅读活动，不仅要关注

阅读的数量，更要关注阅读的质量。

要从原来的泛泛而读、打发时间的消

遣，引导人们甄别精华与糟粕，主动选

择那些有益身心健康、能够启迪智慧、

提升学识素养的高质量的阅读内容，

让阅读成为一个个知识的课堂、一场

场心灵的旅行、一次次智慧的碰撞。

这些年，各地创新推出“互联网+”“书

香音乐节”等契合时代发展、符合年轻

人习惯的阅读推广活动，更好地让人

们感受阅读的魅力与力量，由内而外

激发人们对阅读的兴趣，助推阅读成

为“悦读”，甚至与衣食住行一样，成为

每个人的日常。

从倡导全民阅读到深化全面阅读

的跨越，是对精神世界丰盈的向往与

追求的一种折射。发展讲究可持续，

阅读也如是。如何保持阅读的“全民

性”，让阅读成为民众的行动自觉，让

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丰饶，让越来越

多青少年在阅读中找到人生方向、越

来越多成年人在阅读中提升自我修

养，是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题中之

义。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下，全社会“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的浓厚氛围将愈发浓厚。（人民网）

全民阅读“走实走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