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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月9日，中核集团在役核电
机组17台，在建核电机组9台，年度发电
量首破千亿千瓦时，负荷因子、能力因子
等运行指标连续5年国内第一，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秦山一期30万机组和秦
山二期1号、2号、3号机组的WANO综
合指数为100分，排名世界第一。

累计安全发电
突破7000亿千瓦时

中核集团核电建设从秦山到田湾，
从福清到海南，包含“华龙一号”、快堆
等各种核电反应堆，已安全运行140堆
年，未发生过一级及以上核安全事件。
累计安全发电突破7000亿千瓦时，相
当于少消耗标准煤约2.33亿吨，减排二
氧化碳约5.15亿吨、二氧化硫约557万
吨，减排氮氧化物约370万吨；相当于
造林 210 万公顷，面积可覆盖整个北
京，环境效益特别显著。

中核集团海内外共在建4台“华龙
一号”核电机组，目前建设各节点均按
期或提前完成，是全球唯一按照进度计
划建设的三代压水堆核电项目。“华龙
一号”海内外首堆均已实现穹顶吊装，
进入全面安装高峰期。

2017年5月25日，“华龙一号”全球
首堆示范工程——中核集团福清核电5
号机组提前完成穹顶吊装，正式从土建
转入安装阶段；2018年1月28日，福清
核电5号机组反应堆压力容器成功吊
入反应堆，工程进入到关键部件的全面
安装阶段。

落户巴基斯坦卡拉奇的两台“华
龙一号”同样进展顺利。从2017年 9
月10日至9月30日，“华龙一号”海外
首堆——巴基斯坦卡拉奇核电厂 K2
项目的4台主设备（蒸汽发生器3台，
压力容器1台）全部成功就位。2017年
10 月 13 日，K2 项目成功实现穹顶吊
装。这意味着中核集团在同类核电站
建设中首次创新性运用主设备预引入
法取得了圆满成功，这一机组主关键
路径工期显著缩短，为“华龙一号”海
外首堆工程早日建成奠定了良好基
础，也为“华龙一号”及后续其他同类
电站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燕龙”泳池式低温供热堆
正式发布

中核集团自主研发的“燕龙”泳池
式低温供热堆正式发布，为冬季供暖提
供新的选择方案，是中核集团贯彻落实
党中央提出的“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具
体措施。据测算，一座400MW的“燕
龙”低温供热堆，供暖建筑面积可达约
2000万平方米。“燕龙”泳池式低温供热
堆已具备产业化能力，目前泳池堆示范
工程已完成方案设计，正在进行初步设
计工作。

同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新一代铀浓缩专用设备研制进展顺
利，预计2018年 3月全面达产。这一
工程工业化应用对保障我国核燃料供
应至关重要，为核燃料出口提供支持
和保障。

示范工程的建成，标志着中核集团
专用设备实现了升级，具备大型商用条
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也意味着我国
向专用设备强国迈出坚定步伐。

近日，水利部印发《全国水
土流失动态监测规划（2018—
2022年）》和《国家水土保持监
管规划（2018—2020 年）》（以
下简称《两个规划》）。《两个规
划》明确了今后3—5年水土流
失动态监测和水土保持信息化
监管的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
政策措施，是指导水土流失动
态监测和水土保持信息化应用
的重要依据。

《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规划（2018—2022年）》的目标
是：通过实施覆盖全国的水土
流失动态监测，掌握到县级行
政区域的年度水土流失面积、
分布、强度和动态变化，为水土
保持政府目标责任考核、生态

文明评价考核、生态安全预警、
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
究，以及国家水土保持和生态
文明宏观决策等提供支撑和依
据。

规划任务：一是对23个国
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
17 个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
理区开展动态监测，涉及1091
个县，县域面积499.8万平方公
里。二是选取不同侵蚀类型区
的115个典型监测点开展水土
流失定位观测。三是根据国家
级重点防治区和省级水土流失
动态监测成果，结合监测点观
测数据等资料，开展全国水土
流失年度消长情况分析评价。
四是开展水土保持监测数据整

（汇）编。五是加强监测成果与
信息应用，编制年度水土保持
公报。

《国家水土保持监管规划
（2018—2020 年）》的目标是：
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先进
技术实现部管生产建设项目和
重点区域信息化监管全覆盖，
推动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信
息化监管应用，提高水土保持
重要监测点自动化水平，全面
提升水土保持监管现代化水平
和能力，为防治水土流失、促进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规划任务：一是对26.86万平方
公里生产建设项目集中区域和
418个部管在建生产建设项目
开展“天地一体化”监管，及时

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二是对
134个在建和48个竣工国家水
土保持重点治理项目开展“图
斑精细化”监管，准确掌握水土
保持重点工程建设进度、措施
数量和实施效果。三是完成
48 个水土保持重要监测点升
级改造，提升自动化观测和信
息传输能力。四是开展水土保
持数据库更新、系统运行维护、
监管设备配置、信息化技术培
训等监管能力建设。

《两个规划》明确要求，各
流域机构、各有关单位要进一
步深化认识，加强对规划实施
的组织领导，落实目标责任，健
全制度保障，确保规划顺利有
序实施。

2月24日，环保部官网公示
了2017年工业集聚区水污染防
治任务完成情况。

北京、天津、山西、上海、江
苏、浙江、山东、广西、四川等9省
（区、市）已全部完成任务。其余
22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共计208家省级及以上工业集

聚区未按时全部完成任务。
公示信息称，根据各省（区、

市）报送材料，截至2018年1月
底，全国共有涉及废水排放的经
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出口加工区等省级及以上
工业集聚区2356家。其中，2205
家按规定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2148家安装自动在线监控装
置，完成率分别为94%、91%。

按《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简称《水十条》）规定，2017年底
前，工业集聚区应按规定建成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并安装自动在
线监控装置，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等区域提前一年完成；逾期

未完成的，一律暂停审批和核准
其增加水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
目，并依照有关规定撤销其园区
资格。

环保部官网附上了详细的
《全国省级及以上工业集聚区水
污染防治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表》。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甘肃祁
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
境问题督查处理情况及其教训
的通报》精神，全面强化全国自
然保护区监管，2017 年 7 月至
12 月，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
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林业
局、中国科学院、国家海洋局等
七部门联合组织开展了“绿盾
2017”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督
检查专项行动，坚决查处涉及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违法违规
问题。

绿盾专项行动调查处理了
20800多个涉及自然保护区的
问题线索，关停取缔企业2460
多家，强制拆除590多万平方米
建筑设施；已整改完成13100多
个问题，整改完成率62.8%，其
他问题的整改和生态恢复措施
正在落实。

多种技术手段
支持专项行动
绿盾专项行动是7个自然

保护区主管部门首次在全国联
合开展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

督检查专项行动，首次实现对
446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全
覆盖，是我国自然保护区建立
以来检查范围最广、查处问题
最多、追查问责最严、整改力度
最大的一次专项行动。

绿盾专项行动重点查处了
自然保护区内采矿、采石、工矿
企业和核心区、缓冲区内的旅
游与水电开发等对生态环境影
响较大的问题，发挥了震慑、警
示和教育作用。各地已对1100
多人进行追责问责，其中处理
厅级干部 60 人、处级干部 240
多人。各地共废止与上位法不
一致的相关地方性法律法规12
部，修订51部，新制定颁布20
多部，同时清理了一批部门政
策文件。

据介绍，环境保护部采用
高分遥感影像、无人机、自然保
护区移动监管APP等多种技术
手段支持绿盾专项行动，分三
批下达遥感问题清单，并及时
搜集汇总社会各界反映的问题
提供给巡查组或移交地方重点
巡查督办。各省区按照要求认
真编制实施工作方案，“自下而
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组织

开展了各保护区自查和省级工
作组现场抽查检查，建立了违
法违规问题管理台账和整改销
号制度，全面排查问题线索，严
肃处理违法违规问题，及时进
行整治修复。

环境保护部等七部门联合
组成10个巡查组，对全国31个
省（区、市）130 个自然保护区
的 1300 余处点位进行实地巡
查，在省、市、县和保护区层面
召开近百场座谈会、汇报会，督
促地方查处问题，加快问题整
改。

压茬推进
“绿盾2018”
在两办通报和绿盾专项行

动的有力督促及强大压力下，
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深入全面检
查，将绿盾专项行动排查范围
扩大至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共
自查出5000多个问题，进一步
督促提高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建
设和管理水平。

七部门巡查发现，仍有少
数地方政府对自然保护区工作
重要性认识不够，对存在问题

找客观原因多，分析主观因素
少，一些地方省级对有关要求
执行不到位，压力传导不足，部
分违法违规问题查处不力，整
改滞后，没有认真落实勘界立
标责任，普遍存在边界不清、勘
界不准、警示设施缺失等问题。

环境保护部正联合相关部
委研究制订“绿盾2018”自然保
护区监督检查行动计划，采取
压茬推进的方式，坚持连续开
展几年专项行动，不断推动自
然保护区执法监督深化、细化、
实化，解决老问题，防止新问
题，坚决遏制自然保护区受侵
蚀和破坏的趋势，全面改善自
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要着力摸
清底数，对发现的问题盯住不
放，建立台账，实行拉条挂账、
整改销号。

同时，要分清轻重缓急，先
易后难，优先解决既能够解决
又有震慑的问题，逐步破解老
大难问题。要严肃追责问责，
保持高压态势，将一些典型问
题纳入中央环保督察，并通过
信息公开、约谈曝光等手段督
促整改，务求生态环境改善的
实效。

中核集团年度发电量
首破千亿千瓦时

环保部：

208家工业集聚区未按时完成水污染防治

水利部：

发布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五年规划

环保部：

“绿盾2017”关停取缔企业2460多家

（本版资料来源：环保部、人民
网、澎湃新闻、《中国环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