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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况】 2020 年，临安区水环境质量状

况良好，地表水环境质量保持稳定。7

个市控及以上断面水环境功能区达标

率 100%，均达到Ⅱ类标准 ；4 个出境

交界断面（印渚、汪家埠、径山、青何）

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 100%，均达到Ⅱ

类标准 ；2 个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均达到Ⅱ类

标准 ；青山水库（县控，湖库）水质为

Ⅲ类，达到水质控制要求，较上年度提

高一个级别 ；157 条“河长制”河道水

质达标率 95.9%。

全年空气优良天数 350 天，优良

天 数 比 例 95.6%，无 重 污 染 天 数，空

气质量六项指标均达到《环境空气质

量 标 准》（GB3095 —2012）二 级 标

准。其中，细颗粒物（PM2.5）年平均

浓度 29 微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平均浓度 54 微克/立方米、

二氧化硫（SO2）年平均浓度 6 微克/立

方米、二氧化氮（NO2）年平均浓度 23

微克/立方米、臭氧（O3）日最大 8 小时

滑动平均值的第 90 百分位数为 131 微

克/立方米、一氧化碳（CO）24 小时平

均第 95 百分位数为 1.2 毫克/立方米。

城区环境噪声加权平均值 54.4 分贝 ；

城区道路交通噪声等效声级 68 分贝，

道路交通噪声路段达标率 62.4%，平均

车流量 933 辆/小时。

以环境执法“大练兵”为手段，市

生态环境局临安分局开展“双随机”

执法和专项执法检查，共出动环境执

法 人 员 7568 人 次，检 查 企 业 3146 家

次，出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75

份，出具处罚决定书 96 份，处罚金额

603.95 万元 ；移送公安机关案件 3 件，

行政拘留 3 人。受理信访 922 件，同比

下降 33%，办结率 100% ；发放信访联

系卡 923 张，通过信访联系卡解决环

境问题 382 个。

是年，临安区绿色发展指数居全

省 89 个县（市、区）第二位，被评为中

国“绿水青山典范城市”。杭州利安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创建成为浙江省生态

文明教育基地，城东小学、天目初级中

学、杭州市临安区於潜第二初级中学、

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中心幼儿园创

建成为杭州市级绿色学校。

【固体废物情况及管理】 2020 年，临安

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15.08 万

吨，综 合 利 用 量 14.97 万 吨（其 中 利

用 处 置 2019 年 贮 存 量 716 吨），处 置

量 742 吨（其中利用处置 2019 年贮存

量 4 吨），贮存量 1107 吨，综合利用率

99.25%。

【辐射环境监管】 2020 年，临安区在册

辐射工作单位 82 家，辐射安全许可证

持证率 100%，其中，涉放射源单位 11

家，主要分布在造纸、塑料制造、医疗

行业，正常使用放射源 23 枚 ；涉射线

装置使用单位 71 家，Ⅲ类医用射线装

置 122 台、Ⅱ类工业探伤仪 47 台。未

发生丢失、被盗、泄露等重大辐射环境

污染安全事故。

【建设项目环境管理】 2020 年，临安区

完成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备案）332

个，其中，报告书项目 21 个、报告表项

目 287 个，青 山 湖 科 技 城“区 域 环 评

+环境标准”降级备案项目 24 个 ；网

上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项目 891

个 ；办理夜间施工许可 914 项，环评实

施主体变更、建设项目非重大变动备

案等其他办理事项 34 项。推进审批制

度改革，结合“三服务”活动，推动环

评审批服务优化升级。落实审批正面

清单，对相关项目实行告知承诺和豁

免审批等措施，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

管，共办理承诺备案项目 86 个、零土

地技改备案项目 3 个、豁免建设项目

122 个。推进“区域环评+环境标准”

改革工作，在青山湖科技城，落实改

革举措，完成 24 个项目环评降级审批

（备案）。聚焦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开展服务企业活动。为业主

单位理清程序、分析问题、提供解决问

题的对策和措施，全年上门服务企业

150 余家次。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执法专项行

动】 2020 年，临安区根据《浙江省饮用

水水源保护条例》《杭州市生活饮用水

水源保护条例》《关于答复全国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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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函》（环办环监函〔2018〕767

号）等相关要求，对全区 145 个饮用

水水源地进行问题排查和整改 ；完成

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千吨万人”

饮用水水源地及其他镇街级饮用水水

源地的“划、立、治▲”工作 ；在里畈水

库、水涛庄水库饮用水水源地建立水

质生物毒性预警监测系统，在取水口

增配在线藻类自动分析设备 ；建成农

村饮用水工程 34 个，新建供水管网 5

千米，改造供水管网 0.5 千米。全区饮

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与农村饮用

水达标提标综合完成率 100%。

　　▲划、立、治 ：“划”指依据相关

规定科学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

“立”指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边界设

立明确的地理界标和警示标志 ；“治”

指全面整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环境

违法问题。

【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信访件“回头

看”】 2020 年，第 二 轮 中 央 生 态 环 境

保护督察进驻浙江期间，临安区共收

到环保交办信访 99 件，出动检查人员

1602 人次，检查点位 1261 个，责令整

改 74 家，立案处罚 48 家，罚款 235.69

万元。出台《临安区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整改工作长效机制》，建立并完善问

题发现、工作交办、落实整改、验收销

号、督查通报和考核问责六大机制。

对中央和省级生态环保督察所有信访

件和问题实行“一表式、清单化”动态

管理 ；开展信访件专项督导，共督导问

题点位 524 处，下达问题整改单 17 件。

【“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 2020 年，

市生态环境局临安分局实施“三大污

染”防治攻坚战。开展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战。实施燃煤烟气、工业废气、车

船尾气、扬尘灰气、城乡排气治理和大

气监测能力提升六大方面 51 项任务，

涉及治理点位 211 个，改造生物质燃

料锅炉 62 台、工业炉窑 18 台、35 蒸吨

以上锅炉 3 台 ；完成 79 台燃气锅炉低

氮改造，燃气锅炉氮氧化物排放量削

减 50%以上 ；完成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28 家，其中杭叉集团源头替代项目入

选省级治理典型案例。编制城区及青

山湖科技城 248 个建设工地“一图一

表”；联合区城管局、区交警大队、区交

通运输局等部门对工程车辆实施高压

管控，累计出动检查人员 9433 人次，

检查整改点位 6953 处，查处工程运输

车违法行为 7555 起。推进大气环境自

动监测体系建设，在全区“2+18”自动

监测站基础上，完成重点园区、物流通

道、高空瞭望等自动监测设施建设，形

成大气环境监测“天罗地网”。

开展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完成 5

个镇街、7 个工业园区、30 个生活小区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新建天目山镇

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能力 2000 吨/

日）、太阳镇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能

力 3000 吨/日），完成 500 个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终端提升改造项目。规范整

治餐饮场所 2525 家，排查整改“八小

行业”3479 家。排查和整改全区 145

个饮用水水源地问题。

开展净土清废防治攻坚战。向全

区 124 个行业 6608 家企业事业单位核

发了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及排污登

记证，实现发证率和登记率全覆盖。

（许露萍）

“五水共治”（河长制）工作

【概况】 2020 年，临安区五水共治办完

成定量考核统计指标 35 项，开展“斩

污清流”、河湖水质提升、河长“绿币”

积分、城乡供水保障和“治水有声”五

项竞赛。开展“污水零直排”建设、农

村面源污染治理、“美丽河湖”建设、

防洪排涝保安、饮水安全提升、全民

节水创建、治水氛围提升和河湖长制

提升八大行动（共 77 项任务），总投资

24.11 亿元。开展“水气同治”、“八小

行业”雨污分流专项整治、洗车修车行

业和工地排水专项整治、工业园区“零

直排”创建、保供水抓节水、汪家埠断

面水质提升集中攻坚等行动。创成

“污水零直排”镇 5 个、“污水零直排”

工业园区 7 个、“污水零直排”住宅小

区 30 个。建成农村饮用水工程 34 个，

受益人口 13.5 万人。全区 10 个“水十

条”重要水质监测断面、4 个出境断面

水质达标。创成省级“美丽河湖”2 条

（马溪、天目溪）。落实小微水体河长

责任制，区、镇、村三级河长巡河率均

100%，启动锦溪河长驿站及智慧巡河

系统建设项目。完成各类省、市暗访、

督查和竞赛工作。开展“五度一感”

（即认知度、参与度、支持度、满意度、

信心度和获得感）宣传工作。

是年，临安区获 2019 年度“五水

共治”（河长制）工作优秀市县“大禹

鼎”。区五水共治办五项竞赛年度总

分列杭州市第一，考核总分居杭州市

第一。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行动】 2020 年，

临安区完成 5 个镇街、7 个工业园区、

30 个生活小区“污水零直排区”建设

工作。改造污水管网 21 千米，新建雨

水管网 20 千米，整改错排、漏排 4500

余户。9 月 28 日，临安区“污水零直排

区”建设工作获杭州市副市长缪承潮

批示肯定。11 月 13 日，区五水共治办

常务副主任童祝平代表杭州市在浙江

省第二次治水学帮促活动座谈会上作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经验交流发言。

【洗车修车行业和工地排水专项整治

行动】 2020 年，区五水共治办开展洗

车修车行业和工地排水专项整治行

动。会同区检察院、区住建局、区城市

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临安分局、区水

利水电局等单位制订《临安区建设工

地排水管理办法》《临安区机动车维

修、洗车行业污水排放整治方案》。全

年巡查在建工地 230 家，发放整改通

知书 134 份，督促办理排水许可证 45

本，立案查处 99 件，罚款 70.56 万元 ；

检查含洗车业务的维修企业 42 家，发

放整改通知书 4 份，立案查处 3 件，罚

款 9000 元。

【河（湖）长制提升行动】 2020 年，区

五水共治办制定《2020 年河（湖）长

制提档升级省级实施方案》《杭州市临

安区乡级河（湖）长考核办法（试行）》

《临 安 区 河（湖）长 考 核 层 级 对 应 清

单》等，厘清全区上下级河（湖）长对

应关系，明确河湖长履职各项任务。利

用“智慧河道云平台”，实现河（湖）长

履职数字化转型，通过“绿币”积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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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评价巡查成效，“一张图”掌握河湖管

理要素，“一平台”实现河湖问题及时

交办。全区设区级河长 20 人、镇级河

长 162 人、村级河长 267 人，区级湖长 7

人、镇级湖长 120 人、村级湖长 122 人。

全区三级河长巡河 2.4 万人次，发现并

解决问题 1.09 万个，解决群众投诉问题

930 个，问题处理率 99.78%。

【河长驿站启动】 2020 年，临安区启动

锦溪河长驿站及智慧巡河系统建设。

11 月 13 日，锦 溪 河 长 驿 站 启 用。 该

驿站以全天候全景视频监控技术为核

心，在锦溪沿线布置断面水质自动检

测站、排口传感器、智能全景摄像头、

水文数据感知设备等，数字化管理河

道 ；将闲置公房改造为河长驿站，配备

VR巡河功能。12 月 3 日，区五水共治

办专职副主任董国梁代表杭州市在浙

江省河（湖）长制工作研讨会上作交

流发言。是年，河长驿站工作获省治

水办领导肯定。

【治水氛围提升行动】 2020 年，区五水

共治办开展治水氛围提升行动，营造全

区治水氛围。联合团区委、区妇联、区

教育局、区总工会等单位开展“跟着地

铁去巡河”“万名妇女齐治水”“共享

幸福河”等系列主题宣传活动。组织各

部门、镇街进村社宣传 100 余场，发放

宣传单 50 万份，发送短信 31 万条。开

展信息撰写和外宣报道工作，被省市简

报、微信公众号录用信息 36 篇 ；各级媒

体刊发临安治水报道 628 篇，其中，《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级媒体刊

发报道 28 篇，省、市主流媒体刊发报道

301 篇。在“治水有声”宣传竞赛中获

杭州市十三个区（县、市）第一。

（冯　婷）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概况】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

于临安区西北部，浙、皖两省交界处。

1956 年，天 目 山 成 为 全 国 森 林 禁 伐

区。1975 年，天目山成为省级重点自

　　2020 年 4 月 7 日，区五水共治办组织相关部门对“八小行业”

雨污分流整治进行现场督查（区五水共治办提供）

图221 

　　2020 年 6 月 27 日，区五水共治办开展“万名妇女齐治水，溪

水清清迎七一”主题治水活动（区五水共治办提供）

图222 　　2020 年 11 月 13 日，锦溪河长驿站启用（区五水共治办提供）

图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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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护区。1986 年，天目山成为以生

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及森林生态系

统多样性为重点的综合型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所辖面积 1018 公顷。1994 年，

面积扩大至 4284 公顷。1996 年，天目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国际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

2006 年，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

为全国自然保护区示范单位。

天目山自然条件优越，生物资源

丰富，被誉为“生物基因库”。天目山

有病原真菌 195 种、大型真菌 279 种、

地衣 50 种 ；高等植物 2351 种，其中，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17 种、省级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 39 种。动物 5024 种，

其中，昆虫类 4467 种、蜘蛛类 178 种、

鱼 类 55 种、两 栖 类 22 种、爬 行 类 55

种、鸟类 175 种、哺乳类 72 种 ；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 47 种、省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 45 种。天目山是世界级模

式标本产地，有模式标本产地植物 92

种，其中以“天目”命名的 37 种 ；有模

式 标 本 产 地 动 物 753 种，其 中 以“天

目”命名的 135 种。保护区为全国青

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

地、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2020 年，天 目 山 管 理 局 创 新 机

制，与省航空护林管理站签订《地空

联防合作协议》，构建全省首个地空

联防立体化森林消防体系 ；推进保护

区“一 区 一 法”立 法 工 作，完 善《浙

江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草

案）》；启动天目山智慧型保护地建设，

提升保护区信息共享、互联协同、智慧

决策等防护能力。

全年接待教学实习师生近 700 人

次 ；协助科研院校开展调查工作，接待

科学考察人员 100 批 450 余人次 ；开

展科普宣传教育活动，接待各类参观

人员 1000 余人次。开展新一轮保护

区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完成自然保护

地整合优化和勘界立标数据上报。推

进动植物资源数据库建设和“极小物

种”保护，完成《天目山动物志》第十

卷、第十一卷编纂，繁育天目铁木苗木

1100 株，营建羊角槭母树林 0.2 公顷。

开展野生动物网格化监测，安装野外

红外相机 75 台。复查生物多样性长期

监测样地。联合区人大农工委开展野

生动物损害情况及补偿办法调研，完

成《保护区周边社区野生动物损害经

济作物生态补偿办法》调研报告。出

台《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教

育管理办法》《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科研管理制度》《天目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教学实习和科普教育基地管理

制度》《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

旅游建设与管理考核办法》。

围绕“党建引领聚合力，结对共

建促发展”主题，在天目山镇一都村

创建“社区共建”党建结对先行试点。

争创“天目锋行·我先行”模范机关，

“天目洗心”项目入围区级模范机关储

备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抽调

人员参与全区检查值守和服务企业复

工复产等工作。开展“助万企、帮万

户”活动，走访周边村庄，调研重点企

业，踏勘重点项目，解决村企、群众困

难。举办“文化新融合天目山论坛”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天目山论坛”。开

展杭州市科普全媒体联盟采风交流暨

名山公园建设媒体研讨会。

是年，潘云鹤等 10 余名中国科学

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到天目山考察。

【驻省自然资源厅纪检监察组到天目

山检查】 2020 年 3 月 9 日，省纪委、省

监委驻省自然资源厅纪检监察组组长

徐志军，省林业局副局长王章明带队

到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检查野生

动物疫源疫病防控及野生动物保护管

理工作。天目山管理局、区农业农村

局相关人员陪同检查。检查组一行到

天目山管理局、天目山野生动物疫源

疫病监测站、青山湖动植物开发有限

公司麋鹿养殖场等单位，检查野生动

物监测站监测和巡护、疫情防控等工

作。天目山管理局相关负责人汇报保

护区基本情况和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

测情况 ；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汇

报临安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情况和疫

情发生以来野生动物管控措施。徐志

军、王章明肯定天目山管理局野生动

物保护和管控工作。徐志军指出 ：“当

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复杂，要加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

测防控，加大野生动物保护力度，严厉

打击乱捕滥猎、偷运贩卖野生动物等

违法行为，全面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倡

导健康饮食方式，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严防可能发生的野生动物疫情。”

【保护区自然教育研讨会召开】 2020 年

3 月 26 日，天目山管理局召开保护区自

然教育研讨会。天目山管理局局长俞

建明、副局长张国荣、副处级调研员杨

淑贞，相关科室人员及“大地之野”自

然教育团队参加会议。会议就进一步

规范自然教育的活动范围、教材编撰、

课程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研讨交流，征

求《天目山自然保护区自然教育管理

办法》意见，举行天目山野外动植物识

别和救护培训讲座。

【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暨

党 建 结 对 共 建 活 动】 2020 年 6 月 28

日，天目山管理局在天目山镇一都
村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

暨党建结对共建活动。天目山管理

局局长俞建明，天目山镇相关领导，

天目山管理局机关党支部全体党

员、一都村党总支全体党员参加。党

建共建活动主要围绕“生态共保、发

展共谋、项目共推、载体共用、服务共

促”五个方面开展。一都村党总支书

记俞涛冲简要通报了党建共建基本

情况。天目山管理局机关党支部与

一都村党总支签署《党建结对共建协议书》。天目山镇党

委副书记徐云锋围绕党建共建工作交

流发言。俞建明以“党建引领，结对共

建，凝心聚力助推新时期天目山新发

展”为主题作专题党课。

【杭州市科普全媒体联盟首次采风活

动】 2020 年 7 月，杭州市科普全媒体

联盟首次采风活动在天目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举行。杭州市科协主席周

密、天目山管理局局长俞建明、临安区

科协副主席詹寿明等领导出席，《杭州

日报》、《北京科技报》、杭州之声、《杭

州日报》、浙江在线、杭州电视台等媒

体代表参加。与会代表考察保护区生

物多样性、人文历史遗存、“大地之野”

自然教育学校等。召开杭州市科普全

媒体联盟采风交流暨天目山名山公园

建设媒体研讨会。俞建明介绍天目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基本情况、天目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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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山公园建设与规划等工作 ；周密介

绍科普全媒体联盟情况并对采风活动

提出要求 ；各媒体代表对科普教育基

地和天目山名山公园宣传推介提出意

见和建议。

【地空联防合作】 2020 年 9 月 10 日，天

目山管理局、清凉峰管理局与浙江省

航空护林管理站在天目山镇一都村开

展地空联防合作签约活动。省应急管

理厅副厅长钱宏丰、省林业局副局长

李永胜、临安区常务副区长王翔、天

目山管理局局长俞建明、清凉峰管理

局局长董德民，区级相关部门和镇街

主要负责人出席。董德民主持签约活

动。俞建明介绍地空联防合作基本情

况。王翔代表临安区政府致辞。李永

胜、钱宏丰分别讲话。省航空护林管

理站、天目山管理局、清凉峰管理局签

署《地空联防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后，开展地空联防培训活动。

【《天目山动物志（第十卷）》出版】2020

年 6 月，《天目山动物志（第十卷）》由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该卷主编李后

魂、王淑霞、戚慕杰，记录天目山小蛾

类昆虫属和种的形态特征、生物学和

地理分布等，并编制分属和分种检索

表，每种均记录其成虫、雌雄外生殖器

特征图 ；共记录天目山小蛾类昆虫 7

总科 19 科 239 属 503 种，其中，新种 1

个、新组合种 2 个、中国新纪录种 7 个

和浙江新纪录种 3 个。该书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字数 81.6 万字。

【十大名山公园走进天目山暨“满贯

跑”首发活动】 2020 年 11 月 12 日，十

大名山公园走进天目山暨“满贯跑”

首发活动在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举行。该活动由省生态文化协会、省

林业局、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主

办，临安区人民政府、省森林旅游协

会、省风景名胜区协会承办。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史济锡、省林业局局长

胡侠、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王峻等

领导出席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跃

进、中国科学院院士洪德元等专家，及

“十 大 名 山 公 园”代 表 等 近 500 人 参

加。活动现场，临安区委副书记杨国

正和省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胡侠分

别致辞 ；现场播放十大名山公园跑团

联动视频，雁荡山、大盘山、会稽山等

名山的几百名“跑友”在线集结，天目

山现场 200 余名“跑友”组成首发式

方阵。举办《浙江通志·天目山专志》

赠书仪式、“影像的力量·2020 中国摄

影报全国摄影拉力赛——天目山站”

获奖作品展播及颁奖仪式、“主人有

请”天目山名山公园品牌视频推介、天

目山名山公园建设动态展播等活动。

活动最后，史济锡宣布“十大名山公园

满贯跑”开跑。

【“文化新融合天目山论坛”召开】 2020

年 11 月 12 日，“文化新融合天目山论

坛”在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召开。

临安区领导杨泽伟、李赛文、陈伟民、

鲁一成、裘小民、俞建明，区级相关部

门、镇街主要负责人，十大名山公园代

表，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代表，相关

文化界人士和媒体记者等 100 余人参

加。区委副书记杨泽伟致辞。省社科

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先春主持论坛

主旨报告会。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

跃进作题为“‘文选’的文学意义与文

化价值”的演讲 ；省政府咨询委员会

　　2020 年 11 月 12 日，十大名山公园走进天目山暨“满贯跑”首

发活动在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行（天目山管理局提供）

图224 　　2020 年 9 月 10 日，天目山管理局、清凉峰管理局与浙江省航

空护林管理站在天目山镇一都村举办地空联防合作签约仪式（天目

山管理局提供）

图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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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省政府参事、浙江大学特聘教授

胡坚作题为“天目与文化的深情对望”

的报告 ；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陈野作题为“天目山传统文化的丰富内

涵和当代价值”的报告 ；浙勤集团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张雄文作题为“名山公

园建设中着重应把握的几对关系”的报

告 ；省文物局副局长郑建华作题为“关

于‘天目窑’考古成就及文化价值”的

报告 ；《浙江通志》编纂委员会副总编

王良仟作题为“充分应用《天目山专

志》的编纂成果，着力提升天目山在名

山公园建设中的品味”的报告。

【“生物多样性保护天目山论坛”召开】

2020 年 11 月 12 日，“生物多样性保护

天目山论坛”在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召开。省林业局副局长王章明、

临安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童彩亮、天

目山管理局局长俞建明、清凉峰管理

局局长董德民等领导出席 ；省林业科

学研究院、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杭州植物园、桃源里自然中心等单位

代表，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

村庄代表 100 余人参加。会议探讨天

目山生物的多样性特征、保护思路和

途径，对天目铁木等天目山濒危物种

的保护与恢复提出针对性方案。播放

《把根留住——天目铁木保护速记》纪

录短片，桃源里自然中心负责人宣读

“天目铁木保护倡议书”。

【“影像的力量·2020中国摄影报全国

摄影拉力赛——天目山站”比赛】2020

年 11 月 8 日，“影 像 的 力 量·2020 中

国摄影报全国摄影拉力赛——天目山

站”比赛在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举行。活动由中国摄影报社与天目山

管理局共同主办。新华社浙江分社图

片总监、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主席王小

川，中国摄影报社副主任张晓娄，天

目山管理局局长俞建明、副处级调研

员杨淑贞，临安区文联主席江跃良，

临安区摄影家协会主席郑龙华等出

席。举行集体创作研习、名师讲堂活

动，邀请国家艺术基金纪实摄影人才

培养项目导师潘永强作题为“记录身

边的时代，让照片有温度”的演讲。

王小川、张晓娄、杨淑贞组成专家评

审组，从 300 余幅作品中评选出入选

作品 20 幅。

（童雪丽）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概况】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

处浙江省临安区境内，与浙江省淳安

县，安徽省绩溪县、歙县、宁国市交界，

保护区最高峰清凉峰海拔 1787.4 米。

1985 年，清凉峰成为浙江省级自然保

护区。1998 年 8 月，扩区晋升为国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1999 年 11 月，建 立

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简称“清凉峰管理局”）。保护区由

龙塘山森林生态系统、千顷塘野生梅

花鹿区域、顺溪坞珍稀植物区域组成，

总面积 1.12 万公顷。区内自然资源丰

富，生物多样性突出，是中国重要生物

多样性的聚集地，也是濒危、珍稀物种

的集中产地和长江三角洲地区重要的

物种基因库，有高等植物 2541 种、脊

椎动物 353 种、昆虫 2567 种，其中，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 8 种、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 44 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2 种，国

家 2 级 保 护 植 物 19 种。 该 保 护 区 是

全国野生动物保护科普教育基地、中

国林业书法家协会——清凉峰创作基

地、浙江省生态环境教育示范基地、浙

江省生态道德教育基地、浙江省生态

文化基地、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杭州

市环境教育基地。

2020 年，清凉峰管理局完成清凉

峰旅游服务中心清算撤销，配合区国

兴集团开展股份转让。与安徽歙县清

凉峰保护区、绩溪清凉峰保护区及宁

国等毗邻地区开展联合巡护行动，签

订《浙皖联防合作框架协议》。与浙江

省航空护林管理站签订《地空联防合

作协议书》，开展实战演练。联合昌化

派出所、临安狼行公益应急救援队等

生态警务室成员单位开展驴友专项管

控，出动人员 200 余人次，劝阻入区驴

友近 1000 人，救援失联驴友 4 次（救

援 9 人），行政处罚 5 人次，罚款 4800

元 ；处置违法用火行为 1 起、盗挖野生

植物行为 1 起，行政处罚 1 人 ；处置越

野车擅闯保护区行为 1 起，行政处罚 2

人 ；救治被铁夹夹伤的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雕鸮 1 只。

建成龙塘山巡护道路综合整治工

程、46 千米防火隔离带及生物防火林

带维护工程、巡护道路维护工程，完

成 2020 年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生态保护能力提升项目基础设施前期

工作，申报 2021 年政府性投资立项项

目 2 个 ；完成道场坪高压线路改造初

步规划 ；投入 78 万元，综合整治龙塘

山巡护道路，新建栈道 110 米、防护栏

杆 360 米，修补路面 150 余平方米，清

理道路 2000 余米 ；完成中央环保督查

及“绿盾 2020”自然保护地迎检工作。

完成保护区边界矢量化和功能区优化

调整的预案编制上报和勘界定标工
　　2020 年 11 月 12 日，“文化新融合天目山论坛”在天目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召开（天目山管理局提供）

图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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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初步选定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视频监控系统改扩建项目点位。组

织 3 人参加无人机专业技术培训，取

得相关资格证书。

按照省林业局下达的 2017 —2020

年珍稀濒危物种抢救保护项目任务安

排，完成监测设备购置、象鼻兰实验观

测平台建设、梅花鹿栖息地生境改造

试验工程等 ；推进清凉峰珍稀昆虫图

鉴编研、森林土壤调查编研、梅花鹿食

物源试验基地建设等，完成 200 余种

珍稀观赏昆虫采集及物种初步鉴定，

积累照片 1000 余张 ；完成全区土壤样

品采集和剖面调查。野外放归华南梅

花鹿 10 头、安吉小鲵 100 余尾 ；通过

野外放归及卫星跟踪，推进华南梅花

鹿家域和迁移路径研究。继续开展保

护区全区域红外线相机网格化监测工

作，利用红外相机监测记录穿山甲活

动影像资料，为研究中国穿山甲地理

分布和生态习性积累影像数据 ；累计

培育台湾水青冈、银缕梅、夏腊梅等

珍稀濒危植物 1.78 万余株，在龙塘山

珍稀植物园进行回迁保护。开展松材

线虫疫情调查、疫木清理等除治工作，

清理疫木 110 余株、加拿大一枝黄花

等外来生物 2000 余株 ；完成有害生物

防治工程方案编制及专家论证。植树

节时组织干部职工 20 余人，种植浙江

樟、浙江楠等彩色珍贵树种 200 余株，

银缕梅、华榛、巴山榧树、连香树等珍

稀树种 20 余株。

与技术支撑单位合作编制 2020

年度象鼻兰等抢救性保护项目 3 个，

申报疫源疫病监测及生态保护能力

提升项目 5 个，争取项目资金 391 万

元 ；申报 2021 年度象鼻兰、安吉小鲵

等抢救性保护项目 4 个及疫源疫病监

测项目，争取项目资金 126 万元 ；申报

2021 年度生态保护能力提升项目，争

取项目资金 326 万元 ；申报生物多样

性保护项目。与浙江大学合作编写的

《浙江清凉峰生物多样性研究》出版 ；

与浙江农林大学合作开展的保护区昆

虫项目获省林业局科技兴林奖二等

奖，与中国计量大学合作在国家一级

期刊《兽类学报》发表论文《浙江清凉

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顷塘区域鸟兽

资源的红外相机调查》。

推进野生动物救助体系建设，向

区人大提交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方案 ；

配合区检察院建设公益诉讼示范教育

基地 ；开展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国际生

物多样性日、野生动物保护月暨爱鸟

周等主题宣传活动。在国家级媒体刊

播信息 14 篇次、省级媒体刊播信息 74

篇次、市级媒体刊播信息 29 篇次 ；利

用多生物多样性展厅、清凉峰科技馆

两大平台开展自然教育。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成立疫

情防控领导小组，制定疫情防控方案，

明确职责。采购防疫器材，组建巡护

队，开展消毒作业等防疫工作。派出

党员干部 17 人参与锦城街道、昌化镇

等地疫情防控工作。

是年，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获“浙江森林氧吧”称号，清凉峰管理

局被评为“浙江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

规范化建设考核优秀单位”。 

【极小种群抢救性保护项目通过验收】

2020 年 1 月 3 日，清凉峰管理局组织

浙江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总站、天

目山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局等单位专

家，在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开展极

小种群抢救性保护项目验收工作。此

次验收项目为 2019 年珍稀濒危野生

植物象鼻兰抢救性保护项目、极危动

物安吉小鲵抢救性保护项目，验收范

围为由技术支撑单位负责承建的技术

研发工作。专家组成员听取浙江农林

大学副教授夏国华、浙江自然博物院

副研究员陈苍松有关象鼻兰、安吉小

鲵抢救性保护项目实施情况的工作汇

报，查阅项目验收文件。经过质询、讨

论，专家组同意通过验收。

【第二次华南梅花鹿野外放归试验】

2020 年 5 月 13 日，清凉峰管理局工作

人员在千顷塘保护区放归 10 头华南

梅花鹿。此次华南梅花鹿野外放归属

于就地放归，10 头梅花鹿均来自清凉

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南梅花鹿种群

繁育基地。放归前，技术人员对其中 6

头公鹿进行保定，并进行身体测量、寄

生虫检测、个体标识、血样检查和安装

野生动物追踪项圈等操作 ；其余 4 头

为亚成体，考虑追踪项圈不易佩戴，未

对其采取保定。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

三 期 建 设 项 目 通 过 验 收】2020 年 7

月 2 —3 日，浙 江 省 林 业 局 组 织 浙 江

自然博物院陈苍松、浙江农林大学石

柏林等专家，对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基础设施三期建设项目进行竣工

验收。该项目由国家林业局（《关于

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基础设

施三期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原浙江省林业厅（《关于浙江清

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三期

　　2020 年 5 月 13 日，清凉峰管理局工作人员在千顷塘保护区放

归 10 头华南梅花鹿（清凉峰管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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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批准建

设，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保护与恢复工

程、科研与宣教工程、基础设施工程

等，总投资 1061.9 万元，其中，中央投

资资金 843 万元、地方财政配套资金

211 万元、自筹资金 7.9 万元。项目资

金单独建账，专款专用，资金使用管理

基本规范。验收组认为，项目具备竣

工验收条件，准予通过验收。

【首次野外放归安吉小鲵】2020 年 7

月 30 日，清凉峰管理局工作人员和浙

江自然博物院科研团队，在清凉峰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龙塘山区域放归 100

余尾仿生态人工繁育的安吉小鲵亚成

体。100 余尾安吉小鲵分别被放在多

个繁殖水坑周围，利于后期繁衍。这

是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野外

放归安吉小鲵。此次野外放归是浙江

省林业局下达的极危动物安吉小鲵抢

救性保护项目的重要内容之一，清凉

峰管理局负责具体实施，浙江自然博

物院作为技术支撑单位。

安吉小鲵隶属两栖纲有尾目小鲵

科小鲵属，是中国特有种。1992 年，

由杭州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顾辉清在

安吉龙王山发现。由于其栖息地范围

狭 窄、种 群 数 量 极 少，1998 年 被《中

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濒危两栖动

物，2000 年被国家林业局列入《国家

“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04 年

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

红色名录》（IUCN）极危（CR）等级。

由于人类活动对其栖息地的破坏、气

候的变迁及鲫鱼等外来生物入侵，安

吉小鲵的野外种群数量进一步下降，

现有种群数量不足 600 尾，濒临灭绝。

2012 年，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

次发现安吉小鲵卵胶囊，同年获得成

年个体，证实保护区内分布一定种群

数量的安吉小鲵。

【《浙江清凉峰生物多样性研究》出版】

2020 年 9 月，《浙江清凉峰生物多样性

研究》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清凉峰管理局于 2014 —2017 年组织

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浙江自然博

物馆、杭州师范大学、中国计量大学和

浙江理工大学等单位专家对保护区生

物多样性进行全面、系统调查。在此

基础上，结合保护区资料，编纂成书。

该书主编丁平、童彩亮、翁东明 ；

记录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子

植物 1939 种、蜘蛛 138 种、昆虫 2567

种、鱼类 56 种、两栖类 28 种、爬行类

32 种、鸟类 187 种和兽类 49 种 ；针叶

林、针阔叶混交林、阔叶林、灌丛、草

甸、人工林和半人工林 7 个植被型组，

9 个植被型，27 个群系组和 43 个群系。

总结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珍

稀濒危和特色植物种群的径级结构、

主要植被性质、稀有植物群落特征、森

林群落物种、谱系与功能多样性，及蜘

蛛β多样性、鸟类物种多样性、生活

环境和海拔高度的关系等方面研究成

果 ；通过长期动态监测，对台湾水青冈

群落结构和物种多样性、优势种群密

度制约效应和群落动态进行研究。总

结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

对象——华南梅花鹿专项研究成果，

内容涉及保护区内华南梅花鹿的种群

密度与数量、分布、活动节律、栖息地

特征及其适宜性等。

                           （涂小燕）

林业保护

·概述·

【概况】 临安是浙江省 9 个重点林区

（县、市）之一，也是全国唯一加入国

际示范林网络的区（县、市）。全区林

地面积 26.64 万公顷，总蓄积量 1535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81.97%。有天

目山、清凉峰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和青山湖国家森林公园。

2020 年，全 区 实 现 林 业 产 业 总

产值 208.96 亿元（含木竹苇浆造纸），

比上年下降 2%，其中，第一产业产值

29.77 亿 元、第 二 产 业 产 值 125.09 亿

元、第三产业产值 54.1 亿元。竹笋产

量 26.75 万吨，产值 16 亿元 ；山核桃产

量 1.56 万 吨，产 值 7.53 亿 元 ；香 榧 产

量 225 吨，产值 2700 万元。

是年，临安区被评为 2019 年度林

业工作综合考核优秀单位。区农业农

村局被评为全省国土绿化美化工作成

绩突出集体。

·绿化造林·

【概况】2020 年，区农业农村局开展新

增百万亩造林行动，印发《2020 年杭

州市临安区开展新增百万亩国土绿化

行动实施方案》，新增造林面积 490 公

顷，完成省林业局下达任务的 107%。

推进历年迹地更新造林，开展各类迹

地的核查造林，共完成更新造林面积

516 公顷，基本核销历年累积的采伐、

　　2020 年 7 月 30 日，清凉峰管理局工作人员和浙江自然博物院

科研团队，在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龙塘山区域放归 100 余尾仿

生态人工繁育的安吉小鲵亚成体（清凉峰管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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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等各类迹地。推进“一村万树”

示范村建设，创成省级“一村万树”示

范村 8 个，新种植乔木 10.66 万株，其

中珍贵乡土树种 6.05 万株。实施木材

战略储备林建设等营林项目，完成珍

贵树种造林 156 公顷、大径材培育 59

公顷、森林抚育 360 公顷。

推进生态公益林（天然林）建设

管理，开展公益林补偿资金直拨到户

阳光发放，全年共拨付生态公益林损

失性补偿资金 4392.2 万元、省级以上

森林类自然保护区集体林租赁资金

128.5 万元。提高公益林管护能力，统

筹使用公共管护费用 145 万元，实施

太湖源镇上阳村公益林区村级森林消

防队伍等公益林公共管护项目 13 个。

开展各类涉及公益林矛盾纠纷化解，

共受理公益林信访件 3 起，接待咨询

公益林相关政策、补偿资金的农户 30

余人次，更正权属错划 2 处。

【赵树丛到临安调研森林恢复和可持

续经营项目】 2020 年 1 月，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原局长、亚太森林组织董事

会主席赵树丛到临安调研“南方低山

丘陵森林恢复和可持续经营示范项

目”进展情况，省林业局巡视员吴鸿、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周军陪同。周军向

调研组一行汇报临安亚太项目实施情

况和临安林业发展情况。调研组到於

潜镇昔口村、昌化镇白牛村考察示范

点建设情况，与项目办工作人员和实

施主体交流会谈 ；到高虹镇“龙门秘

境”村落景区考察农村综合改革集成

示范区建设情况。赵树丛肯定项目启

动以来所取得的成效，对项目实施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南

方低山丘陵森林恢复和可持续经营示

范项目于 2017 年启动，由杭州市临安

区农业农村局和安徽省青阳县林业局

共同组织实施，项目计划总投资 354

万元，执行期为 2017 年至 2020 年，其

中，临安实施面积 60 公顷，分别在玲

珑街道高源村、於潜镇昔口村、昌化镇

白牛村三个区块组织实施“石质山森

林恢复及专业合作社集约化管理模式

试验示范”“严重退化杉木人工林恢复

与可持续经营试验示范”“山核桃林生

态化经营示范”建设。至 2020 年底，

临安全面完成该项目设计方案要求的

种植珍贵混交林树种和套种中药材的

目标任务。

【“区校共建珍稀植物园”义务植树活

动】 2020 年 3 月 11 日，“区校共建珍稀

植物园”义务植树活动在浙江农林大

学举办。区领导卢春强、骆安全、李文

钢、张金良、杨泽伟等，浙江农林大学

党委书记周国模、校长应义斌等参加

植树活动。珍稀植物园位于浙江农林

大学B区宿舍楼边小山坡，面积 0.7 公

顷，种植树苗 500 余株，涉及七子花、

细果秤锤树、金钱松、普陀鹅耳枥、天

台鹅耳枥、杭州榆、天目琼花、天目木

姜子、天目紫茎、临安槭等。

·资源保护·

【概况】 2020 年，区农业农村局全面加

强森林资源监管，开展森林资源年度

监测和“一张图”建设工作，对全区近

600 个监测变化图斑进行现地调查，

完成森林资源“一张图”建设。完成

“十四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编制，

确定“十四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

总量为 1.88 万立方米。实施古树名木

“一树一策”保护工程，完成桥板镇上

钱村等 48 株古树名木和高虹镇龙上村

等 2 个古树群的保护工作。加强野生

动植物保护管理，完成禁食在养野生

动物处置工作，注销陆生野生动物人

工驯养繁殖证 30 本，退出以食用为目

的在养野生动物养殖场 2 家，处置禁

食在养野生动物 43 只，拨付补偿资金

2.06 万元。全年共接警救护各类野生

　　高虹镇大山村金钱松林（区农业农村局提供）图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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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 44 起，救助率 100%，其中，救助

猫头鹰、白鹇、白鹭、苏门羚等国家二

级重点保护动物 21 只 ；巡查各类野生

动物经营场所 120 余处，监测到绿头

鸭、普通鸬鹚等野生鸟类 2 万余只。

全年共受理行政许可事项 1189

件，其中，一般林木采伐许可 595 件，

植 物 检 疫 证 核 发 311 件，占 用 林 地

许可 113 件、林业生产占用林地许可

120 件，征 占 用 林 地 采 伐 许 可 26 件，

自然灾害受害木清理采伐许可 24 件。

提升林业数字化管理水平，推行“落

地上图”，以浙江省林业空间管理平台

（简称“一张图”）为基础，同一底图上

规划设计、管理审批、检查验收和更新

落图，形成闭环式管理机制。全年审

批占用林地工程项目 273 个，征占林

地面积 181.98 公顷 ；办理采伐证 639

份，采伐树木 4.67 万立方米。推进林

区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林道 157.8 千

米，其 中，新 建 103.3 千 克、修 建 54.5

千米。

推进松材线虫病除治工作，印发

《杭 州 市 临 安 区 2020 年 度 松 材 线 虫

病防治方案》，清理枯死松林 6025 公

顷、枯死松树 2.44 万吨，下发补助资金

1720.3 万元。在市级松材线虫病防控

示范区（青山湖国家森林公园 5 号东

湖区块及青山湖街道青山片区 7 个村）

实施树干注射防治工程，共使用树干

注射液 10 万瓶，保护松树 4.95 万株，

面积 253 万公顷。创新建立的“监测

预警+死树清理+树干注射”综合防控

模式获省、市林业部门肯定。11 月 19

日，区农业农村局承办浙赣皖毗邻区

五市松材线虫病防控协作会议。

加强森林防火工作，开展打击森林

违法用火行为专项行动，共出动执法人

员 610 人次，派出检查组 389 个，参与

人数 1696 人次，制止违法用火 193 次。

实施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下达

“一高五小”山地抗旱项目建设计划，建

成山地蓄水池 22 只，配置移动式高压

水泵 14 台，安装森林消防蓄水桶 50 只，

山林受益面积 1000 余公顷。

【开展打击野生动物非法经营联合执

法活动】 2020 年 2 月 1 日，区农业农村

局开展打击野生动物非法经营联合执

法暨集中销毁查扣野生动物及制品活

动。区领导王栋出席，区委宣传部、区

公安分局、区农业农村局等相关责任

部门负责人参加。区森林公安局教导

员骆安平介绍了近年来打击涉野生动

物违法犯罪活动和野生动物及制品查

扣情况。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朱永军

宣读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草局联合下发的《关于禁止野

生动物交易的公告》，部署打击野生动

物非法经营联合执法专项行动。活动

集中销毁（无害化处理）区森林公安

局近年来执法过程中查扣的野生动物

及制品 82 只（块）。

【开展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 2020

年，临安区全面启动自然保护地整合

优化工作，成立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工作领导小组。区农业农村局牵头组

建工作专班，委托浙江大学作为技术支

撑单位。此次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围

绕全面建成分类科学、布局合理、保护

有力、管理有效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目

标，按照一个自然保护地一个牌子、一

个机构的要求，整合优化交叉重叠、相

邻（相连）的自然保护地，合理设置自

然保护地类型，划定保护地边界和功能

分区，有效处置历史遗留和现实冲突问

题。整合优化后全区共有保护地 6 块，

分别为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清凉

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山湖国家森林

公园、太湖源省级森林公园、昌化省级

森林公园、大明山省级地质公园，总面

积 3.59 万公顷，其中，核心保护区（严

格管控区）总面积 1 万公顷，一般控制

区（合理利用区）总面积 2.59 万公顷。

调整后解决了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与昌化省级森林公园、大明山省级地

质公园边界交叉重叠的问题。

【开展临安区2020年度森林督查】 2020

年5 月 21 日至 6 月 20 日，临安区开展

2020 年度森林督查工作，成立森林督

查工作领导小组和玲珑、於潜、昌化 3

个森林督查自查小组。围绕 2020 年

省林业局下发的 232 个临安区森林督

查图斑开展现地核查，涉及 18 个镇街

的 85 个行政村。经过举证和资料比

对，下发的 232 个森林督查图斑实际分

割为 246 个图斑，其中，造林更新图斑

49 个，占 19.92% ；林木采伐图斑 15 个，

占 6.1% ；建 设 项 目 使 用 林 地 图 斑 62

个，占 25.2% ；森林抚育图斑 10 个，占

4.07% ；灾害因素图斑 2 个，占 0.81% ；

自然因素图斑 1 个，占 0.41% ；调查因

素 图 斑 14 个，占 5.69% ；无 变 化 图 斑

1 个，占 0.41%。通过森林督查自查核

实，建设项目使用林地涉及图斑 62 个，

面积 141.53 公顷，其中，经审批使用林

地图斑 57 个，面积 139.53 公顷 ；未审

批使用林地图斑 5 个，面积 1.99 公顷。

林 木 采 伐 涉 及 图 斑 18 个，采 伐 面 积

149.56 公顷，林木蓄积量 5076.7 立方

米，其中，获林木采伐证的伐区 16 个，

面积 148.37 公顷，林木蓄积量 4967.8

立方米 ；无证采伐面积 1.19 公顷，林木

蓄积量 108.9 立方米。涉及改变林地

用途项目的林木采伐面积 2.69 公顷，

林木蓄积量 273.5 立方米。

【双溪口水库使用林地情况督查】 2020

年 6 月 24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驻上

海专员办资源和林政监管处处长王兴

国一行到临安督查双溪口水库项目建

设中使用林地及生态保护情况。区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朱永军、双溪口水库工

程指挥部总指挥楼鑫华、清凉峰管理局

副局长翁东明，清凉峰镇、杭州鲁润水

电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相关负责人陪

同。督查组查看水库大坝选址和建设

进度，询问喉龙线公路改道用地审批手

续是否办理到位等情况。沿清凉峰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 034 号、035 号界碑巡

查，向工程指挥部了解水库蓄水后最大

高程及保护区范围实验区受淹面积、受

淹后野生动植物迁移保护工作。召开

工作汇报会，督查组听取工程指挥部及

相关部门工作汇报，查阅工程项目从立

项、林地审批、自然保护区环境功能影

响评估等相关文件资料。督查组对双

溪口水库项目使用林地情况表示满意，

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指出 ：“要认

真落实后期林地监管，严格守住用地红

线，尽量做到少开挖或不开挖，让水库

尽早建成尽早造福百姓。” 

                                         （刘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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