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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看台·

《安徽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近日公布。调整

后的《名录》新增调入 43 种 7 类，首次列入省重点保护昆

虫 8种，保护范围进一步扩大。

为加强我省野生动物保护，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平衡，我省对《安徽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予以调

整。调整后，省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有 24 种 5 类，省二级

保护野生动物有 46种 8类。

首次列入的 8 种重点保护昆虫分别是蝴蝶裂唇蜓、

低斑蜻、华东阿锹甲、宽叉深山锹甲、金斑剑凤蝶、枯叶

蛱蝶、越中巨齿蛉、单斑巨齿蛉。 （汤超）

《安徽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公布

■ 本报记者 夏胜为

半导体产业是未来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

础性和先导性产业，我省合肥、芜湖、滁州、池州、马鞍山

等市的半导体产业呈现快速发展势头。与此同时，半导

体行业集成电路制造与封装测试工艺中均有大量废水

产生，尤其是封装过程中电镀工序，涉及重金属等有毒

有害物质排放，环境危害较大，需要强化环境监管。

为对标长三角生态环境标准一体化，加大我省半导

体行业水污染物排放监管力度，省生态环境厅编制省级

地方标准《半导体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前不久，省

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该标准。新建半导

体企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现有企业自 2025 年 1

月 1日起执行。

《标准》适用于半导体行业企业的水污染物排放管

理，以及半导体企业排污许可管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验收及其投产

后的污染控制与管理。

以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为核心内容，《标准》按

照 一 般 区 域 、特 别 排 放 区 域 两 种 情 形 ，规 定 了 总 镉 、

总 砷 等 7 种 一 类 水 污 染 物 ，氟 化 物 、化 学 需 氧 量 等 14

种 二 类 水 污 染 物 的 直 接 和 间 接 排 放 标 准 。 同 时 ，规

定了半导体行业企业不同产品规格的单位产品排水

量和半导体企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废水综合毒性控

制项目及标准。

较此前执行的标准《电子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9731-2020），我省地方标准在指标限值方面有

13 项指标不同程度收严。其中，总氰化物直接排放限

值收严 60%、间接排放限值收严 80%，总铬、六价铬直接

排放限值和间接排放限值均收严 50%，总砷直接排放

限值和间接排放限值均收严 60%，总铜直接排放限值

收严 20%、间接排放限值收严 50%，化学需氧量直接排

放限值收严 40%，总有机碳直接排放限值收严 33%、间

接排放限值收严 50%等，并增加了特别排放限值指标。

“《标准》实施将进一步推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发挥

环境标准的倒逼和引领作用，促进产业升级与绿色发

展。”省生态环境厅有关人士表示，《标准》实施后，我省

半导体行业总铬、六价铬削减率为 50%左右，化学需氧

量削减率为 40%左右，氨氮削减率为 60%左右，对地表水

环境质量改善有较好效果。

收严环境标准
引领产业升级

中国地质调查局前不久召开 2023 年全国地质调查

工作会议，公布优秀省级地质调查院、地质环境监测总

站名单，安徽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获评“优秀省级地质

环境监测总站”。

近年来，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聚焦地质环境监测

主责主业，助力安徽生态建设和防灾减灾，守护江淮

绿水青山。该站实施“站地融合”工作机制，统筹全省

地质灾害监测“一盘棋”，扎牢地下水环境监测“一张

网”，绘就矿山地质环境监测“一幅图”，构筑起天地一

体、点面结合的地质环境监测网络。2022 年，服务区

域重大战略需求，建成运行安徽省地下水资源与环境

信息平台，启动建设安徽省矿山生态修复数据服务平

台，积极参与科研申报等，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

资源管理。 （蔡传根）

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获评优秀

■ 本报通讯员 周明助

冬季是雾霾易发期。去年 12 月份以来，

绩溪县生态环境分局启动重污染天气环境巡

查，结合执法“大练兵”活动，有力保障冬季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战。

生态环境执法“大练兵”是贯穿全年的工

作。绩溪县生态环境分局制定年度“练兵”方

案，采取以老带新、执法与业务融合等措施，进

一步提升“练兵”实效。积极选派业务水平高、

综合素质强的执法人员配合省市开展异地执

法，通过“互相学、交叉学”锤炼执法能力。

该局以查促练、以学助练，开展了“环境

安全隐患夜查行动”“核技术利用单位辐射安

全管理现场检查”等系列执法行动，并在执法

大队内部开展处罚案卷评比，对照评比结果

及时进行整改。此次重污染天气环境巡查，

该局出动执法人员 126 人次，现场指导 62 家

次企业整改大气污染防治设施运行、自行监

测、厂区无组织排放管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开展“大练兵”同时，该局还同步开展“送

法入企”“送策入企”活动，累计发放《生态环

境政策法规汇编》《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等资

料 200 余份，实现重点工业企业全覆盖。根据

对企业实际检查情况，该局将县域内环境管

理规范的 78 家企业列入环境执法正面清单，

实行非现场监管、无事不扰，引导和促进企业

自觉守法，优化了营商环境。

“我们将‘大练兵’活动与日常生态环境

保护执法工作有机结合，聚焦空气质量改善、

水环境保护、生态互保等薄弱环节，注重在执

法中发现环境安全隐患，解决群众实际诉求，

改善环境质量。”绩溪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程

芳说。

生态互保，“皖南-浙西”生态屏障生态互

保是一个实例。绩溪县与杭州市临安区山水

相连，为推动跨省交界生态互保常态化，两

地生态环境部门达成《边界区域环境污染纠

纷处置和应急联动工作方案》，将两地交界

纵 向 延 伸 3 公 里 区 域 作 为 交 叉 联 合 执 法 区

域，探索建立起联席会商制度和边界环境联

防联控制度。

结合“大练兵”活动，双方常态化开展面

源污染治理会商、流域联防联控巡查，为更好

地破解疑难问题奠定坚实基础，筑牢生态屏

障，守护碧水蓝天。

“大练兵”助力污染防治

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

管局前不久联合发布省级地方

标准《半导体行业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

·绿色短波·

安徽省生态产品交易所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安徽省生态产品交易所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助力助力““两山转化两山转化””——

··绿色聚焦绿色聚焦··

·绿色广角·

春节期间，成群结对的红嘴鸥飞抵巢湖“过年”。湖

面上，它们或觅食、或嬉戏，构成一幅自然和谐、生动亮

丽的图景。 本报通讯员 杨祖友 摄

图为安徽省生态产品交易所交易大厅。（资料图片）

镜湖碧水映天蓝镜湖碧水映天蓝

1 月 29 日，一列轻轨列

车穿行在芜湖市镜湖边。近

年来，该市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着力抓好水环境

治理，城市面貌持续改善。

本报通讯员 王玉实 摄

■ 本报记者 吴江海
本报通讯员 汪海燕

平台升级

打造区域交易中心

前不久，凯盛石英材料（黄山）有限公

司负责人因企业产能提升，为新增工业取

水指标发愁。后来，他在安徽省生态产品

交易所的官方网站上看到一笔取水权交易

信息，便主动对接，促成了黄山市首笔工业

企业间的取水权交易。

此次取水权交易的挂牌方是黄山市白

岳活性白土有限公司，该企业通过节水改

造和完善制度，工业用水利用效率大大提

高，每年可以节约出 9.5 万立方米的水资源

使用权。

在当地水利部门的见证下，两家企业

通过安徽省生态产品交易所平台达成取水

权转让协议：黄山市白岳活性白土有限公

司以每立方米 0.105 元/年的价格将未来 5

年结余出的取水权转让给凯盛石英材料

（黄山）有限公司，用于企业扩大生产，交易

总价款为 49875 元。

在安徽省生态产品交易所董事长江懋

看来，开展水权交易，是强化水资源刚性约

束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实现“两山转化”的有益探索。

安 徽 省 生 态 产 品 交 易 所 成 立 于 2011

年，原名江南林业产权交易所，与中国林

交所、华东林交所、南方林交所并称国内

四 大 林 业 产 权 交 易 所 ，是 总 部 设 在 黄 山

市 、具 有 全 国 经 营 资 质 的 省 级 农 林 类 产

权交易平台。

去 年 7 月 底 ，省 政 府 批 复 同 意 江 南

林 交 所 更 名 为 安 徽 省 生 态 产 品 交 易 所 ，

并 对 交 易 所 的 发 展 定 位 予 以 明 确 。 交

易 所 从 最 初 的 农 林 类 产 权 交 易 平 台 升

级 为 涵 盖 农 村 产 权 、排 污 权 、水 权 等 生

态 产 品 交 易 平 台 ，下 一 步 将 按 规 定 向 有

关 部 门 申 请 承 接 全 省 农 村 产 权 、排 污

权 、水 权 交 易 ，打 造 长 三 角 区 域 性 生 态

产 品 交 易 中 心 。

创新路径

开发优质产品入市

如今，走进安徽省生态产品交易所交

易大厅，大屏幕跳跃着的交易信息已涵盖

林权、新安江流域水排污权、用水权、林业

碳汇等 10 余种要素。得益于和产权改革同

步进行的数字化交易平台建设，一笔笔产

权交易在线繁忙进行。

交 易 所 的 生 态 化 、数 字 化 转 型 始 于

2017 年。当年，黄山市明确依托江南林交

所建设全市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出台相应

管理办法及细则以规范交易，除专项经费

保障平台运行外，该市还将集体产权进场

交易工作纳入市对区县年度考核，并同步

纳入市纪委监委“小微权力”清单进行常态

化监督。

作为市场主体 ，交易所全程发力 ，在

黄 山 全 市 范 围 内 建 立 107 家 交 易 网 点 ，

开发互联互通、高效便捷的交易系统，积

极 倡 导“ 六 位 一 体 ”服 务 ，即 在 产 权 交 易

这 一 基 础 功 能 上 叠 加 资 产 评 估 、金 融 服

务 、资 源 收 储 、产 业 项 目 、整 合 招 商 等 服

务内容。

政府和市场“双轮发力”，让黄山市农

村产权交易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短短几

年间，该市农村产权交易额从最初的每年

不足 2000 万元增加为每年 7亿多元。

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生态产

品交易逐步发展。打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

山的转化路径，要认识到如何使生态产品

转化为生态资产、如何评估生态资产的生

态 价 值 、如 何 使 生 态 价 值 体 现 为 经 济 价

值。“我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创新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路径，开发更优质、更有价值、

更具时代特征的生态产品入市交易。”江懋

如是说。

积极作为

拓宽平台交易品类

新安江是长三角重要的战略水源地和

绿色生态屏障，也是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

态补偿机制试点地。守护好这一江碧水，

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近年来，黄山市

不断加快深化排污权交易改革，同步推进

排污权确权、市场交易等制度创新，努力盘

活闲置排污权指标，使有为政府和有效市

场更好结合。自 2020 年底启动新安江流域

水排污权交易以来，平台已累计完成交易

30笔、交易额 81万余元。

目前，该交易所先后完成全省首笔线

上林业碳汇交易、新安江流域首笔水权交

易，促成新安江绿色发展论坛和第三届黄

山发展大会实现会议碳中和，保障全省首

个“零碳会议”落地黄山。

此 外 ，交 易 所 还 建 立 了 闲 置 农 房 数

据库，在收录的 2.1 万余栋闲置农房数据

中 遴 选 农 房 信 息 予 以 发 布 ，为“ 两 闲 ”资

源 嫁 接 市 场 资 源 。 其 中 ，交 易 所 在 歙 县

万二村开启全国首次闲置农房经营使用

权 直 播 云 看 样 ，吸 引 了 217.8 万 人 次 观

看 ，实 现 3 栋 闲 置 农 房 经 营 使 用 权 成 功

竞拍。

江懋表示，将结合新安江—千岛湖生

态保护补偿试验区建设，充分发挥交易所

平台作用，持续巩固生态产品交易黄山经

验，积极申请承建全省农权、排污权、水权

交易市场，努力打造长三角区域性绿色生

态产品交易中心，将安徽省生态产品交易

所建设成为立足安徽、辐射全国的生态产

品交易平台。

让绿水青山“有价有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