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我省坚持助
力绿色发展，提升高水平
保护经济质效。优化环境
准入，坚决遏制“两高一
低”项目盲目发展。优化
环境监管，实行生态环境
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管理。
优化绿色帮扶，制定支持
流域 9 市 1 区绿色高质量
发展政策措施，在流域典
型城市开展“一市一策”驻
点科技帮扶，指导郑州、洛
阳、三门峡、兰考等地入选
全国“十四五”“无废城市”
建设城市。

我省将以更高站位、
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
和推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统筹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 保 护
和 系 统 治 理 ，深 入 实 施
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
复 重 大 工 程 ，推 动 构 建
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
环 境 治 理 体 系 ，不 断 提
升 流 域 生 态 系 统 稳 定
性。加快推进城镇水环
境 综 合 治 理 、工 业 污 染
防 治 、农 业 农 村 污 染 防
治 等 重 点 任 务 ，大 力 实

施“净水入黄河”工程，
着 力 建 设 美 丽 幸 福 黄
河 。 加 强 流 域 重 点 区
域、重点领域、重点行业
生 态 环 境 安 全 风 险 防
范 ，加 快 提 升 环 境 应 急
管 理 能 力 ，全 力 保 障 流
域生态环境安全。持续
强 化 环 境 要 素 保 障 ，不
断优化环评审批和执法
监管，积极服务重大项目
建设，推动我省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再
上新台阶。
记者 裴其娟/文 马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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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畜牧条例》明年起施行
鼓励利用闲置土地、
荒滩等发展畜牧业

本报讯（记者 袁帅）昨日，记者
从省政府办公厅获悉，《河南省畜牧
条例》经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5年 1月 1日起
施行。

条例提出，重点培育畜禽产品精
深加工龙头企业和现代化冷链物流
企业，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提
高畜禽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服
务水平。逐步提高对畜牧业投入的
总体水平，在预算内安排支持畜牧
业高质量发展的良种补贴、贴息补
助、保费补贴等资金和畜禽遗传资
源保护经费。鼓励涉农政府投资基
金支持畜牧业发展。

组织实施省级畜禽遗传改良计
划，支持畜禽核心育种 场 、种 公 畜
站 、良 种 繁 育 基 地 建 设 以 及 地 方
特 色 畜 禽 品 种 选 育 和 优 良 品 种
推广使用。鼓励企业、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和技术推广单位开展联
合育种。同时，禁止无种畜禽生产
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畜禽生产经
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畜禽或
者商品代仔畜、雏禽。禁止伪造、
变造、转让、租借种畜禽生产经营许
可证。

各级政府应当保障畜禽养殖用地
合理需求。畜禽生产经营者可以依法
通过出让、转让、租赁、承包、入股、联
营等方式使用土地从事畜禽养殖活
动。鼓励依法利用闲置土地、未利用
地、废弃地、荒滩等发展畜牧业。支持
发展畜禽设施养殖，鼓励多层立体养
殖，采用多种节约集约用地方式发展
畜牧业。

提倡利用农作物秸秆等进行养
殖，因地制宜扩大牧草、饲料作物种植
面积，发展生物饲料。

畜禽养殖者要按照国家关于畜
禽标识管理的规定，在应当加施标
识的畜禽的指定部位加施标识。禁
止伪造、变造或者重复使用畜禽标
识。禁止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畜禽
标识。

经营畜禽批发市场应当建立完善
进出场登记、消毒、无害化处理等防
疫制度，确保设施设备等符合动物
防疫条件要求。牛、羊、鸡、鸭等定
点屠宰，参照生猪定点屠宰的有关
规定依法颁发定点屠宰证书和定点
屠宰标志牌。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黄河流域铺展美丽生态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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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省政府新闻
办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系列第五场
新闻发布会，对我省近年来
深入打好黄河生态保护治
理攻坚战，统筹推进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不断加强生态
保护修复，推动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工作成绩
进行发布。

近年来，我省不断完
善四个方面制度体系：

完善规划计划体系。
制定出台《关于全面推进
美丽河南建设的实施 意
见》，编制黄河流域国土
空间规划、黄河流域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等专项规
划，推动重大国家战略落
地见效。

完善法治保障体系。

全面深入宣传和贯彻实施
《黄河保护法》，积极推动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黄河保护法〉办法》立
法工作。

完善治理标准体系。
在全流域率先实施《河南
省黄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加严化学需氧量、
氨氮、总磷、总氮、五日生
化需氧量 5项主要指标的

排放标准。
完善协同共治体系。

与山东省签订两轮《黄河
流域（豫鲁段）横向生态
保护补偿协议》，在省内
基本实现主要一级支流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全覆
盖；与山东、陕西省签订
跨区域生态环境执法联
动协议，推动上下游联防
共治。生态环境

实现三个“持续向好”

近年来，我省深入打好
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持
续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三
个“持续向好”、一个“有效
保障”：

水环境质量持续向
好。2020年以来，黄河干流
连续保持Ⅱ类水质，各支流
稳定消除劣 V 类。2021-
2023年，Ⅰ～Ⅲ类水质占比
分 别 为 88.2% 、88.6% 、
94.1%，好水比例连年提升。

大气环境质量持续向
好。2023年，黄河流域城市
PM2.5、PM10 浓度分别较
2019 年下降 23.0%、23.8%，
优良天数233天，较2019年
增加49天。

自然生态环境持续向
好。黄河流域累计创成 3
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8个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伊洛
河入选国家第二批美丽河
湖优秀案例；天鹅、大鸨、野
鸭、紫斑牡丹、太行花、中华
猕猴桃等濒危动植物种群
明显增多，生物多样性日益
丰富。

生态环境安全有效保
障。流域土壤环境质量保
持稳定，医疗废物处置率、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达
到100%，未发生危及水质安
全的重特大环境事故。

不断完善四个方面制度体系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

近年来，我省坚持突
出重点攻坚，打好“三大保
卫战”：

打好蓝天保卫战。完
成 561 家企业深度治理，8
家钢铁和 41 家水泥企业
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淘汰
35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
323座。

打好碧水保卫战。扎
实开展城市黑臭水体排查
整治、工业园区污水收集
处理设施补短板等行动，
完成 265 家涉水污染源提
标改造，规范建设 28 个市

级、48 个县级、290 个乡镇
级水源保护区，郑州、开
封、洛阳、鹤壁4市入选国
家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
城市。

打好净土保卫战。
稳步推进地下水污染防
治，持续打好农业农村污
染治理标志性战役，累计
完成农村综合整治行政
村7051个。

近年来，我省坚持严
控 环 境 风 险 ，筑 牢 高 水
平保护安全底线。加强
生 态 保 护 监 管 ，深 入 开

展“绿盾”自然保护地强
化监督。深化突出问题
整 改 ，积 极 推 进 绿 色 矿
山 建 设 ，建 成 国 家 级 绿
色矿山 83 家。强化环境
应 急 防 范 ，指 导 编 制 53
条 主 要 支 流“ 一 河 一 策
一图”应急处置方案，组
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 处 置 演 练 ，扎 实 开 展
汛前尾矿库环境风险隐
患 排 查 ，流 域 未 发 生 危
及水质安全的突出环境
问 题 和 重 特 大生态环境
安全事故。

推动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治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