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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特刊特刊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推进美丽

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

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

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本期特刊邀请从事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科研院所负责人撰文，围绕以科技

创新促进绿色发展，谈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

谢兴楠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党委书记、研究员级高级

工程师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吴国增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

研究所所长

韩天虎 甘肃省治沙研究所

党委书记、研究员

许崇庆 山东省科学院生态

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内在要求。

“十四五”期间，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以下简称江苏省地调院）坚持以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依托全省自然资源重点
工作任务，打造地质高端要素“引力场”，以
服务绿色发展，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
性、持续性，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在地
质科研、人才、装备、管理等方面推进深层次
改革、强化政策引导，着力打通制约地质工
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堵点。江苏省地调院
提出了开发连云港深部地下空间建设能源
储备库的建议；实现了江苏干热岩资源勘查
重大突破；助力江苏成功申报国家“十四五”
期间第二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修复工程和 2022 年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
修复示范工程；建成了全国首个省级国土空
间生态监测网，构建了“空、天、地”一体化的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观测、模拟、预测、决策

等服务现代管理工作的全新链条，并实施了
利用采矿地下空间开展碳储碳汇碳捕集等
系列重大科技试点示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国家重点生态功
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加
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科学合理地制定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路径这
一命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江苏省地调院将以
江苏南水北调东线湖网地区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等项目为着力点，以地
球系统科学理论为指导，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
修复重大科学问题研究；以流域为基本单元，摸
清生态本底，诊断重要生态问题，在调查评价、
技术模式、工程实施、监测评估等环节开展技术
体系创新与标准体系建设，统筹开展山水林田
湖草沙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江苏省
地调院还将利用自然资源卫星数据，构建地球
关键带生态系统监测预警体系，开展地球关键
带岩石、土壤、生物、水、大气等要素的自然资源
和生态环境双重属性的协同调查监测，对生态
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实施全过程智慧监
管和生态效益评估，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技
术路径，提升生态系统质量，服务显化自然资源
资产价值，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打
造地质工作服务国土空间生态保护和修复新

样板，筑牢美丽江苏自然本底。
江苏省地调院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学研

用深度融合，建好、建实江苏省地质矿产与生
态保护修复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强化科研项
目与标准化工作联动，加快制定促进自然资
源领域绿色低碳发展、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
治理、生态碳汇能力提升等方面的标准，以科
技创新和高水平开放提升标准水平，推动标
准化发展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今后，江苏省地调院将深入践行新发展理
念，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在服务
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取得更大突破，在维护国
家能源资源安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上作出更
大贡献。

打造地质工作服务生态保护新样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开展新污染物治
理，这是“新污染物”一词首次出现在党的全
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对新
污染物治理的高度重视。如今，新污染物治
理已成为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的重要任
务，成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重要内容。

今年 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新污染
物治理行动方案》对新污染物治理作出了具
体部署，统筹推进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健
全新污染物治理体系，促进以更高标准打好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提升美丽中国、健康
中国建设水平。

“十三五”以来，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
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环境部华南所）坚持以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聚焦环境污染带
来的健康风险，在学术带头人于云江研究员
带领下，组织完成了首次全国性环境污染对
人群健康影响的基线调查，范围涵盖全国 23
个省、17 类重点行业，创建了基于特征污染
物识别、人群暴露参数和污染物毒性参数确
定、健康风险分级预警管控的区域环境污染
健康风险评估理论和技术，筛选出风险最高
的 5大行业和 22种污染物，建立了环境健康
风险监测网络，开拓了新污染物健康风险防
控新思路。

在“十四五”规划实施之初，环境部华南
所在国家新污染物治理与化学品风险管控
科技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依托科技部科
技创新战略研究专项等，环境部华南所牵头
组织编制了《“十四五”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
新专项规划》等一系列文件的部分内容。这
些文件以重大科学问题研究为抓手，从人
才、基础设施、体制机制、环境政策建设、重
大科技突破等方面，分析了近 20 年我国与

化学品风险防控、新污染物治理相关的基础
学科的研究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凝练 10 大
战略任务、28 项主题内容，提出了“十四五”
阶段的科技重点攻关方向；多次上报针对新
污染物治理技术体系关键问题分析、说明
等，相关报告获科技部领导肯定，为新污染
物治理领域重要科技攻关项目落地发挥了
积极作用。

环境部华南所还积极联合科技界同行
为新污染物风险防控献计献策，并为新污染
物 风 险 防 控 提 供 科 技 交 流 平 台 ，2018—
2021 年连续组织召开四届“新型污染物环
境健康风险及防控学术会议”，推动新污染
物健康风险评估及防控相关理论创新和技
术发展；在全国率先推动落实地方新污染物
治理工作，牵头起草了全国第一个公开征求
意见的省级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方案，同时启
动了粤港澳大湾区第一个市级层面新污染
物风险筛查工作。

“十四五”规划即将进入实施的第三年，
环境部华南所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出发点，以科技支撑《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
案》的落地实施为切入点，以全过程风险防控
技术体系建设为发力点，统筹加强新污染物

“筛、评、控”的重大科学问题研究，开展“禁、
减、治”风险管控实践，为实现我国生态环境
改善由量变到质变、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贡献力量。

为新污染物治理献计献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要推进美丽
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这深刻阐释了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是做好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的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

甘肃省大部分地区处于我国“两屏三
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北方防沙治沙
带”，是全国荒漠化和沙化最为严重的省份
之一，也是全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遏制
风沙危害的前沿阵地。

2019年，甘肃省制定出台《甘肃省关于
打好防沙治沙阵地战的指导意见》，确定了
全省防沙治沙的重点区域和目标任务。“十
三五”期间全省累计完成防沙治沙 53.11万
公顷，沙化土地面积年均缩减 13.28 万公
顷，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

历史性转变，有效改善了沙区生态环境，为
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作出了重要
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甘肃省加快防沙治
沙科技创新，推动防沙治沙工作高质量发
展。由甘肃省治沙研究所研发的“手扶式
小型草沙障铺设机”“半隐蔽尼龙网沙障铺
设机”改变了传统沙障铺设技术，使治沙工
程效率提高了 10 倍以上；研发的“沙米人
工种植及产品开发技术”等，不仅有效地保
护了野生植物资源，而且延伸了产业链，为
沙区农民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
力的科技支撑；在甘南玛曲县研发推广的

“高寒草原沙化治理技术”，两年内使当地
流沙的植被覆盖度达到 90%以上，有效防治
了高寒草原沙化。站在历史的新起点，我
们将坚持贯彻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
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理念，加快推
进防沙治沙科技创新，全力推动生态环境
绿色可持续发展。

加快防沙治沙科技创新。60 多年来，
我 国 防 沙 治 沙 研 究 取 得 了 大 量 科 技 成
果。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甘肃
省治沙研究所要站在世界科技前沿，继续
矢志创新，在治沙技术智能化等方面开展
科技攻关。“十四五”期间，甘肃省治沙研
究所将研发出一批效率高、实用性强、成
本低、生态恢复快的防沙治沙新材料、新
技术，并计划在我国西北地区和中东、非
洲等地区推广应用。

强化荒漠生态定位观测研究。甘肃省
治沙研究所已搭建起甘肃民勤荒漠草地生
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民勤沙生
植物园等19个科研平台，建立了民勤治沙站
等科研基地，在全省构建了“一纵一横、两线
七点”的生态定位监测网络体系。

加强国际合作，助力“一带一路”生态建
设。甘肃省治沙研究所代表中国政府先后
举办了46期中国治沙技术国际推广培训班，
培训了来自 105个国家的 1200位官员和学

者。甘肃省治沙研究所将进一步加大国际
合作力度，积极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
防沙治沙技术培训班，使中国荒漠化防治技
术持续走向世界，为推动全球荒漠化防治事
业和生态安全发挥积极作用。

西部生态的守护者和新时代的科技工
作者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干劲，奋
发进取，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努力推动防沙
治沙事业高质量发展。

用科技筑牢防沙治沙绿色屏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环节。

山东是全国首个以新旧动能转换为主题
的区域发展战略综合试验区，而加快绿色低
碳发展，是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取得突破的必
然选择。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
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以深化新旧动
能转换为中心任务，以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
活方式为主攻方向，努力建设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

《意见》的发布为山东加快推动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以更大作为服务全国发展大局
提供了历史机遇。

近年来，山东着力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
展新能源产业。2017年以来，新能源装机增
长了350%，到2021年底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装机突破7000万千瓦。山东积极推进节能减
煤降碳，在国内率先开展“两高”项目产能、能

耗、煤耗、碳排放和污染物等5个减量替代，实
行“两高”行业能耗煤耗的闭环管理。“十三
五”期间全省以 1.2%的能源消费增速实现了
6%的经济增长；煤炭压减4200万吨，圆满完成
国家下达的煤炭压减任务，能源消费结构持
续优化。

进一步扎实推进“双碳”目标，从供需两
端发力，加快构建安全绿色低碳的现代能源
体系。在供给端，要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依
托资源禀赋，打造千万千瓦级的海上风电、盐
碱地滩涂地和采煤塌陷区光伏等新能源基
地，探索分布式光伏融合发展新模式，构建源
网荷储智慧能源系统，保障油气煤炭的安全
清洁低碳生产。在消费端，要严格控制煤炭
消费，使其只减不增，制定更高标准，加快实
施煤电机组“三联动”、工业余热利用等全行
业节能改造措施，推动能源清洁高效利用。

山东省科学院生态研究所主要从事生态
环境保护领域基础与应用研究，研究方向包
括绿色低碳发展战略、能源高效利用、碳排放
及碳市场建设等。

去年以来，山东省科学院生态研究所参与完
成的“山东省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路径研究”获得
国家发改委2020年度优秀研究成果奖；主导建
设的新型研发机构“生态环境技术应用研究中

心”成为科研与产业结合的创新平台；由我所牵
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申报的山东首个
碳中和技术创新中心获批，标志着山东碳达峰碳
中和技术创新综合体建设取得新的突破。

《意见》赋予山东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在
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标准化创新发
展等领域优先开展探索实践。这使山东绿色
低碳发展先行先试有了更大的政策空间，也
使山东省科学院生态研究所有了更广阔的发
展空间。山东要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
建立完善一揽子有利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的财政金融、土地、价格、生态环境等政策体
系，促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为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奠定良好的政策基础。

以创新研究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明确要“加快实施重要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实施生物多
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
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指明的前进方向、确立
的行动指南。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
称水生所)作为国内唯一从事内陆水体生
命过程、生态环境保护与生物资源利用研
究的综合性学术研究机构，要责无旁贷地
肩负起时代赋予的水生态保护的重任，进
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
上来，为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篇
章贡献科研力量。

有淡水的地方，就有水生所人的足迹。
水生所自1992年成立以来，奠定了中国水生
生物学研究的基础，开创了中国淡水生态学
和水环境生物学研究领域，引领了众多水体
的生态修复研究工作，指导了大水面生态养
殖的发展。

我们首倡长江“十年禁渔”并积极践行
“长江大保护”。以曹文宣院士为首的专家团
队坚守赤水河 30年，建言设立赤水河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相关建议被国家采纳实施。赤
水河成为目前长江上游唯一一条干流尚未修
建闸坝、仍然保持着自然流态的大型一级支
流，成为众多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的重要
栖息地和繁殖场所，为自 2021年 1月 1日开
始实施的长江流域重点区域“十年禁渔”提供
示范与科学依循。

40 年来，我们坚持长江鲸豚类保护工
作，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的迁地保护模式成为
国际濒危鲸类保护范本和“中国经验”被推
广。2016 年水生所提交的《江豚拯救行动
计划》成为国家此后 10 年长江江豚保护工

作的“行动指南”，为当前“长江大保护”背景
下极度濒危的长江江豚种群持续恢复奠定
基础。

在大型城中湖（武汉东湖）、最美城中湖
（杭州西湖），我们的研究团队利用不同生态
理论和技术，进行大尺度水体控藻和生态修
复，产生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并积极参与
了滇池、洱海、青海湖等高原湖泊的生态系
统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水生所人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科技支
撑。在老一辈科学家打下的基础上，水生所
牵头建立国家水生生物种质资源库，该资源
库是 30 个国家级生物种质与实验材料资源
库之一，也是国际上最大的水生生物种质资
源库；建立水生生物大数据中心，努力搭建
我国水生生物调查数据库，针对环境 DNA
（eDNA）调查方法的优化与应用，开通了水生
生物 eDNA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 DNA条形码
60余万条。

未来，我们将立足本所优势，努力开展
研究，为实施长江“十年禁渔”提供科学保
障，并为“十年禁渔”实施后的生态效果评估
及其后续科学实施提供支撑。同时，我们期
待为建立长江生态环境评估和考核指标体
系贡献力量。

新征程上，我们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推进水生态系统修复，维护我
国用水安全。

让水中“精灵”生生不息
殷 战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