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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相关负责人答记者问

2035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全面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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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公开发布。
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提出了
哪些重点任务？记者就此采访了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

问：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
么？

答：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是以
保障生态功能和改善环境质量
为目标，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
管控的环境管理制度，是提升生
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
举措。

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长江保护
法、黄河保护法、海南自由贸易
港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海
洋环境保护法和43部地方性法规
均对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
施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管理作出
规定。

截至2021年底，全国省、市
两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全
面完成并发布实施，初步形成了
一套全域覆盖、跨部门协同、多
要素综合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体系。

意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部署，提出新时期全面加
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主要目
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对服
务国家和地方重大发展战略实
施、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支撑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大意
义。

问：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工作
推进的总体要求是什么？

答：意见锚定两个时间节点
目标要求：到2025年，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制度基本建立，全域覆
盖、精准科学的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体系初步形成。到2035年，体系
健全、机制顺畅、运行高效的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全面建立，
为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
目标基本实现提供有力支撑。

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
长，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和区域差
异，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努力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一是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基于生态环境区域特征，
把该保护的区域科学地划出来，
守牢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把发展
同保护矛盾突出的区域识别出
来，守住环境质量底线，提高保
护效率，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二是要坚持源头预防、系统
保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严格执行生
态环境准入清单，充分发挥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在源头预防体系
中的基础性作用，守牢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底线，科学指导各类开
发保护建设活动。

三是要坚持精准科学、依法
管控。聚焦区域性、流域性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完善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方案，建立从问题识别到
解决方案的分区分类管控策略，
因地制宜实施“一单元一策略”
的精细化管控，防止“一刀切”。

四是要坚持明确责任、协调
联动。落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
主体责任，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

协调，建立分工协作工作机制，
提高政策统一性、规则一致性、
执行协同性。

问：意见提出了哪些重点任
务？

答：一是全面推进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坚持国家指导、省级
统筹、市级落地的原则，完善省、
市两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
统筹开展定期调整和动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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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在线政
务服务和智慧决策功能。

二是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通过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加强整体性保护和系统性治理，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促进绿
色低碳发展，推进传统产业绿色
低碳转型升级和清洁生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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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
方党委和政府提供决策支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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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对企业投资
的引导。

三是实施生态环境高水平
保护。以“三区四带”为重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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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生态安全格局。强化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在地表水、地下水、
海洋、大气、土壤、噪声等生态环
境管理中的应用，推动解决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防范结构性、布
局性环境风险。强化政策协同，
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纳入
有关标准、政策等制定修订中。

四是加强监督考核。对生态
功能明显降低的优先保护单元、
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重点管控
单元以及环境质量明显下降的
其他区域，加强监管执法。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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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实施情况纳入污染防治攻坚
战成效考核。

问：意见提出了哪些保障措
施？

答：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坚
持党的领导，地方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完善工作机制，结合实际制
定配套文件，形成上下联动、各
司其职、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

二是强化部门联动。生态环
境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完
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相关政
策，各相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
工，加强本领域相关工作与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协调联动。

三是完善法规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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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制定相关标准规范。

四是强化能力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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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
资金保障。

五是积极宣传引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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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推广正面典型，曝光反
面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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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瞄准地月转移轨道

鹊桥二号中继星近日择机发射
鹊桥二号是月球中继

卫星，将为今年上半年计划
实施发射的嫦娥六号任务
提供中继支持。

由于月球背面和地球
之间不能直接通信，所以要
先发射鹊桥二号中继卫星，
为月面探测器和地面站之
间搭起“鹊桥”，为嫦娥任务
提供通信中继服务。

目前，嫦娥六号也正在
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
测试，为发射作准备。

金色大伞上有一层
星载天线金属网

鹊桥系列中继卫星最
显著的特征，就是拥有一把

“金色大伞”，被称作星载大
型可展开天线，通过这把

“金色大伞”，实现了地球与
月球背面的通信。

在上海东华大学的实
验室里，就有鹊桥系列中继
卫星伞状天线的缩比样，您
能想到吗？这把“金色大伞”
竟是用金属编织而成的。

在东华大学纺织学院

的实验室里，记者看到了这
把“大伞”，伞骨上铺了一层
薄薄的黄色金属网。专家介
绍，金属网是星载可展开天
线反射电磁波的关键部件，
在发射进入轨道过程中能
够展开，其能展开反射面的
关键就在经编编织技术。

镀金钼丝编织过程
非常精致复杂

“火箭发射上去的时
候，它是缩在火箭里面的。
到了轨道以后，它通过展开
机构把卫星反射面慢慢展
开成一个大型、网状的天
线。因为天线是柔性的，所
以我们要通过编织技术来
形成这么一个布面，这样的
话它就是柔软的。”东华大
学教授、教育部产业用纺织
品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陈南
梁告诉记者。

星载可展开天线上的
金属网原料选用的是金属
钼丝。为了增加其性能，专
家在极细的钼丝上又做了
更多的镀层处理。

陈南梁表示，他们采用
的原料称为镀金钼丝，也就
是在钼丝的表面镀了金，因
为金的反射率是非常好的。
钼丝非常细，有15到30个μ

（微米），还不到头发丝直径
的四分之一，所以拉制本身
具有很大的难度。“另外表
面还有镀金，镀金以后它要
保持一定的牢度，我们就掺
杂了一些有机元素，一方面
提高了金属原材料的韧性，
另一方面也让它的表面具
有更好的亲和力，这样使钼
丝镀金以后在编织过程中
非常坚固。”

编织过程也是相对非
常精致和复杂的。首先要进
行并线，因为镀金钼丝太细
了，专家们发明了一种并股
加捻（并线加捻）技术，将三
根金属丝并在一起，结构非
常稳定。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月
球探测四期工程。按照计
划：今年上半年将发射“嫦
娥六号”；2026年，计划发射

“嫦娥七号”；2028年，计划发
射“嫦娥八号”。 据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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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航天局消息，3月17日，
探月工程四期鹊桥二号中继星和
长征八号遥三运载火箭在中国文
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
作，星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
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长征八号是我国新一代中型
运载火箭，采用的是二级半构型。
从外形看，主火箭的旁边捆绑了
两个助推器。这次长征八号运载
火箭要把鹊桥二号送到距离地球
最近200公里，最远达到了42万公
里的一个地月转移轨道，鹊桥2号
的重量达到了1 . 2吨，因此火箭
设计时需要更大的运载力。

另外，长征八号遥三运载火
箭火箭整流罩直径4 . 2米，高达8
米。这是目前我国中型运载火箭中
整流罩直径最大的一款。

鹊桥二号中继星、长征八号
遥三运载火箭于2月运抵发射场
后，陆续完成总装、测试等各项准
备工作。17日上午，承载着长征八
号遥三运载火箭的活动发射平
台，缓缓驶出发射场垂直测试厂
房，将星箭组合体安全转运至发射
区。后续，在完成火箭功能检查、联
合测试工作和推进剂加注后，择机
实施发射。 综合新华、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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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八号遥三运载火箭星箭组合体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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