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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近日印发了《关于构建现代环境
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为我国构建
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
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
治理体系勾画蓝图。

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建立健
全环境治理的领导责任体系、企业
责任体系、全民行动体系、监管体
系、市场体系、信用体系、法律法规
政策体系，落实各类主体责任，提高
市场主体和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形
成导向清晰、决策科学、执行有力、
激励有效、多元参与、良性互动的环
境治理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马中
说，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环境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重要体现。意见对现代
环境治理体系构建提出了系统性的安
排，有助于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
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坚持多方共治是现代环境治理
体系的一个鲜明特点。马中认为，意
见强调包括政府在内多元治理主体
的合作，充分利用国家和政府的制
度资源，吸收市场和社会的创新机
制体制，有助于实现环境治理的适
应性、可持续性和灵活性。

意见明晰了政府、企业、公众等
各类主体的权责，旨在形成全社会
共同推进环境治理的良好格局——

在领导责任体系方面，提出要
完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
实的工作机制，明确中央和地方财
政支出责任，开展目标评价考核，深
化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在企业责任体系方面，明确要
依法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推进
生产服务绿色化，提高治污能力和
水平，公开环境治理信息。

在全民行动体系方面，要求强
化社会监督，发挥各类社会团体作
用，提高公民环保素养。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
院副院长王毅认为，意见对领导责任
体系的一系列规定，有助于提升政策
合力，在环保领域健全权、责、利相匹
配的央地关系。此外，在目标设定、考
核评价等方面，意见提出各地区可制

定符合实际、体现特色的目标，可对相
关专项考核精简整合，这充分考虑区
域差异和发展阶段，更加科学合理。

北京大学教授王学军指出，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治理
能力明显加强，但企业履行治理责
任以及社会公众参与仍然不足。推
动企业和公众参与现代环境治理，
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
系，是从“管理”的一元主体到“治
理”的多元主体转变，也包含体制、
机制创新，需要久久为功。

意见强调坚持市场导向和依法
治理等原则，提出健全环境治理监
管体系、环境治理市场体系、环境治
理信用体系以及环境治理法律法规
政策体系。

在监管体系方面，明确要完善
监管体制，除国家组织的重大活动
外，各地不得因召开会议、论坛和举
办大型活动等原因，对企业采取停
产、限产措施。要加强司法保障，强
化监测能力建设。

在市场体系方面，提出要构建
规范开放的市场，强化环保产业支
撑，创新环境治理模式，健全价格收
费机制。严格落实“谁污染、谁付费”
政策导向，建立健全“污染者付费+
第三方治理”等机制。

在信用体系方面，强调要建立
健全环境治理政务失信记录，完善
企业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建立排污
企业黑名单制度，建立完善上市公
司和发债企业强制性环境治理信息
披露制度。

在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方面，明
确完善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标准，
加强财税支持，建立健全常态化、稳
定的中央和地方环境治理财政资金
投入机制，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完善金融扶持，设立国家绿色发展
基金，在环境高风险领域研究建立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意见抓住政府与市场两个方
面，实现环境治理的管理、监督、服
务和配置四大功能，并坚持问题导
向，针对环境治理体系薄弱环节提
出切实、可行、有效的多样性参与方
式。”马中说。

据新华社

呼唤饮食文明新风尚

当前野生动物非法交易仍在一些
地方广泛存在，“野味产业”规模庞大。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
护司副司长王维胜说，由于极少数人抱
有“野味”滋补、猎奇炫耀等不健康的饮
食观念，缺乏保护意识和卫生安全防范
意识，不惜高价追逐“野味”，助长了对
野生动物的不正常需求。此外，违法猎
捕经营野生动物能够牟取暴利、不少野
生动物未纳入管理范围、基层保护执法
力量严重不足等，也是野生动物违法屡
禁不绝的重要原因。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
会议2月24日通过决定，以更加严厉的
惩处，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
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这一决定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同。
“作为一个年轻人，我支持禁食‘野

味’的决定。”南宁市市民韦明表示，一
些人聚会吃饭喜欢点“野味”充场面，认
为“大补”，其实不然。禁食举措有助于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在 30 岁的广州市民谢晓华看来，
以立法的形式禁止滥食野生动物，一方
面有利于保护野生动物，另一方面也有
益于革除饮食陋习，守护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安全。

“我自己从来不吃野生动物，也会

劝告亲人不要食用野生动物。中国饮
食食材丰富，烹饪方法多样。无论从营
养还是口感来说，食用经过严格检验
检疫的家禽家畜，完全可以满足口腹
之欲，没必要冒风险去食用野生动
物。”谢晓华说。

她说，虽然现在确立了全面禁止食
用野生动物制度，但到底哪些是野生动
物，不少人还是“傻傻分不清楚”。比如目
前已有一定养殖规模的竹鼠算不算“野
味”？建议对野生动物的概念、分类进一
步明确，同时加大面向社会公众科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
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说，竹鼠属于
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
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按照决定要求，无
论是野生还是人工繁育饲养的都不能
再吃了。他认为一些不常见常食的野生
动物也尽量不要再吃，不仅有害生态，
也不利于公共卫生安全。

此外，对于鸽、兔等人工养殖、利
用时间长、技术成熟，人民群众已广泛
接受的人工饲养的动物，决定规定，列
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动物，属于家
畜家禽，适用畜牧法的规定。还有哪些
陆生野生动物符合列入畜禽遗传资源
目录的要求？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
目前已基本摸清了我国畜禽遗传资源
的家底，起草制定了畜禽遗传资源目
录，争取尽快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

织密法治保护网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多部门多地拿
出最严举措，大力加强野生动物监管。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已经部署
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工作，拟将
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增加列入常委会
今年的立法工作计划，并加快动物防疫
法等法律的修改进程。一张保护野生动
物的法治网越织越密！

国家林草局要求，各级林业和草原
主管部门一律停止受理以食用为目的
猎捕、出售、购买、进口野生动物等活动
的行政许可申请。

但是，因科研、药用、展示等特殊
情况，需要对野生动物进行非食用性
利用的，要制定严格的审批条件和程
序，并在批准文件中明确要求依法接
受检验检疫。

农业农村部表示将全面落实野生
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加快制定畜禽遗传
资源目录，加快推动水生野生动物目录
修订，严格非食用性利用野生动物审批
和检验检疫管理，并加强执法监督。

“公安部正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等部门，认真研
究制定相关法律适用问题的指导意见，
并将部署各地公安机关开展专项打击
整治行动。”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
局负责人说。

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
6起检察机关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典
型案例。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表示，检
察机关将充分利用疫情防控形成的共
识、合力及高压态势，持续加大野生动物
保护公益诉讼案件指导和办理力度。

一些地方也迅速拿出了新举措。广
东立法、司法、行政部门联合加大力度，
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和滥食野生动
物行为。目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正在加
快推进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
的修订工作。深圳日前公布了深圳经济
特区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条例（草案
征求意见稿），明确扩大了禁食野生动
物范围。

吉林省林草部门暂停办理调运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政许可，加大对走
私、非法运输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行为
检查力度。吉林省森林公安机关重拳打
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严查收
购、食用、加工野生动物等违法犯罪行
为，严禁“野味上餐桌”。

行业摸索转型

“野生动物”，其实不仅指自然状态
下的野生动物，还包括了很多人工繁育
的动物，如人工养殖的眼镜蛇和滑鼠
蛇、甲鱼等，有的已经成为一些地方农
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

决定施行以前，同样是一种动物，
如果捕食自然野生状态下的就可能触
犯法律，人工养殖的则没有法律问题。
但目前人工养殖的“野生动物”普遍缺
乏检疫，食用它们仍然存在安全风险。

如今，严格管控、严格审批之下，人
工繁育饲养野生动物企业，甚至相关餐
饮业无疑面临着严峻考验。记者在调研
中了解到，一些受到影响的餐饮业和人
工繁育饲养野生动物企业正在努力适

应变化，摸索转型。
“据我所知，此前一些公路沿线的大

排档靠‘野味’来吸引食客，有的用‘野
味’煮汤，一锅就是上千元。”广西南宁一
家餐厅负责人说，不吃野生动物有助于
生态平衡，终究是一件好事。他表示，对
餐饮行业而言，转型留住回头客并不容
易，但熬过阵痛期就好了。“我的餐厅下
一步计划往海鲜菜肴方面转型。”

相比之下，一些人工繁育饲养野生
动物企业显得更为焦虑。

40 多岁的杨志华，2007 年创办了
孝感顺利特种养殖有限公司，办理完野
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后，开始养殖鳄
鱼、龟鳖等。疫情发生后，湖北省出台了

“六个一律”野生动物严管措施。在当地
林业部门的监管下，公司将6万余尾鳄
鱼全都封存了。杨志华说，公司正在与
科研单位开展合作，准备深度开发化妆
品及生物药品。

吉林省天桥岭林业局下属的上河
林场职工刘希峰此前在长白山区承包
了 3 个沟系养殖林蛙。“最近几年林蛙
养殖户也不太多了。现在还在养殖的
都是承包合同没到期的。由于天桥岭
林业局位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辖区
内，为了保障生态，合同到期林业局就
不再继续发包。”

深处林区的林蛙养殖户们都很关
注下一步政策变化，也在谋划着如何转
型发展。“通过这次疫情，大家认识都提
高了。我打算依托现有设施养殖冷水
鱼。”刘希峰说。

南宁一个养蛇基地的负责人王航
告诉记者，自己的养殖场已累计投资了
400多万元，还带动了村里一批贫困户
养殖，养出来的蛇主要销售到餐厅及进
行药用。王航说，他准备往特色农业方
面转型，挺过阵痛期，希望在绿色发展
中寻找更多机会。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保护野生动植物，最终是保障它们在自
然中的种群安全。中国林科院自然保护
地研究所所长金崑说，保护野生动物需
要系统整体保护，不仅要杜绝滥食野生
动物，也要减少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干
扰；野生植物是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
为野生动物提供食物和隐蔽场所，也同
样需要细心呵护。

据新华社

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
制度保障

从管住嘴巴做起

写在世界野生动植物日
3月3日是世界野生动植物

日。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社会
对滥食野生动物严重威胁公共
卫生安全问题反映强烈的当下，
今年这一日子格外引人注目。

围绕保护野生动植物，共享
美好家园，全国上下迅速行动起
来，织密野生动物保护网，全面
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从自
我做起，从管住嘴巴做起，革除
滥食野生动物陋习，这样的理念
正日益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