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公司拟在薛城区邹坞镇薛城化工产业园山东中科绿碳科技有
限公司厂区内建设400t/a氢化丁腈橡胶中试项目，现已完成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将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事项向公众公告，
具体公示文本可通过下述联系方式索取。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主要为本项目周边的居民、学校、医院及相关企事业单位等。公示
起止时间为自本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联 系 人 ： 包 经 理 ； 联 系 电 话 ： 13951321045； 电 子 邮 箱
1291789749@qq.com

公示单位：山东链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链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400t/a氢化丁腈橡胶中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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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实施国家“江河战略”，全面推进
江河保护治理，进一步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
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
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
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
重大战略部署，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
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坚持重在保
护、要在治理，以流域为单元，统筹推进水灾
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传承弘扬
水文化，健全江河保护治理制度，形成江河哺
育人民、人民守护江河、人水和谐共生的江河
保护治理格局。

主要目标是：到 2035 年，现代化流域防
洪减灾体系基本完善，防洪安全保障能力显著
提高；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
城乡供水安全保障水平明显提升；江河生态环
境质量全面改善，水生态系统健康稳定；水文
化繁荣发展，影响力显著增强；江河保护治理
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人水关系更加和谐。

二、全力保障江河安澜

（一） 构建流域防洪减灾新格局。遵循
“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防灾减灾救灾理
念，科学确定不同江河流域防洪减灾思路举
措，统筹处理好洪水蓄、滞、泄、排关系，优
化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布局，提升洪涝灾害防御
能力和应急抢险救灾能力。坚持流域和区域相
协同、工程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统筹干支流
防洪体系建设，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增强
应对极端暴雨洪水的韧性。

（二） 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健全由水
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等组成的流域防洪
工程体系。推进防洪水库建设，提升已建水库
防洪能力，强化库容管理。定期开展水库水闸
安全鉴定，及时除险加固。推进大江大河干流
堤防达标建设，加快中小河流系统治理，实施
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加快推进蓄滞洪区建设，
完善功能布局，加强空间管控和产业引导，依
法加强蓄滞洪区管理，严控人口迁入，引导区
内人口有序外迁。实施洲滩民垸分类治理。完
善城乡防洪排涝体系，健全洪涝联排联调机
制。提升山洪灾害防治和风暴潮防御能力。

（三） 构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体系。优化
气象水文监测站网布局，强化监测设施和信息
资源共建共享，延长洪水预见期，提高暴雨和
洪水预报精准度。完善预报、预警、预演、预
案措施，加强产流汇流水文模型和洪水演进水
动力学模型研发应用。加强水文气象联合科学

研究、核心技术攻关和技术标准协同。
（四） 健全洪涝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立足

防大汛、抢大险、抗大灾，聚焦水库、河道及
堤防、蓄滞洪区、山洪灾害易发区，依法严格
落实洪涝灾害防御责任，构建科学专业、支撑
有力、反应迅速的决策支持机制，健全权威统
一、运转高效、分级负责的调度指挥机制，完
善流域洪水防御方案和调度方案，增强极端暴
雨、特大洪水、重特大险情灾情等应对处置能
力。

（五） 强化洪涝灾害风险防控。加强流域
洪涝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系统评估，完善洪水
风险图和洪水风险区划，有序引导人口、产业
向洪水低风险区迁移。城镇发展、产业布局、
基础设施建设要留出行洪排涝通道和蓄滞洪空
间。在确保省域内耕地保护任务不降低前提
下，稳妥有序退出河道内影响行洪安全等的不
稳定耕地。强化交通、通信、供水、能源等重
点领域防洪抗灾能力建设。以洪水高风险区为
重点逐步推行洪水保险制度。坚持旱涝同防同
治，在确保防洪安全前提下，促进洪水资源化
利用。

三、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六） 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坚持以水定
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完善
水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依法依规
开展规划水资源论证，严格取用水管理，依
法严厉打击违法取用水行为，坚决抑制不合
理用水需求。开展水资源承载能力评价，实
行差别化管控政策，在水资源超载地区依据
有关规定暂停新增取水许可。坚持以水而定
推进国土绿化，严禁脱离实际建设人工湖、
人造水景观。

（七） 全方位提升节水水平。深入推进节
水型社会建设，推动形成节水型生产生活方
式。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在黄河、海
河、辽河和西北地区内陆河等流域推进深度
节水控水。推动农业节水增效，实施高效节
水灌溉，发展高效旱作农业。推动工业节水
减排，提升工业用水循环利用水平。推动城
镇节水降损，推广使用生活节水器具。加强
再生水、集蓄雨水、海水及海水淡化水、矿
坑 （井） 水、微咸水等非常规水利用。健全
节水激励约束机制，大力发展节水产业，加
快推行合同节水管理。

（八） 科学配置江河流域水资源。加强河
湖水资源动态监测分析，定期开展流域水资源
调查评价，加快完成跨行政区域江河水量分
配。统筹当地水和外调水、常规水和非常规
水，推行优水优用、分质供水，优先满足城乡
居民生活用水，保障基本生态用水，统筹生产
用水。坚持互联互通、多源互补、蓄泄兼筹，
协同推进国家水网各层级融合发展，优化水资

源宏观配置，增强水资源总体调配能力，提高
缺水地区供水保障程度和抗风险能力。建立健
全国家水资源安全战略储备体系和地下水储备
制度。

（九） 增强供水安全保障能力。充分挖掘
现有水源调蓄工程供水潜力，加快推进已列入
国家规划的骨干水源工程建设。完善城市供水
网络，加快应急备用水源建设，形成多水源、
高保障的供水格局。推动农村供水高质量发
展，分类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
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建设，有条件的地方可推
行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和专业化管护。加强抗旱
应急水源和小型引调水工程建设。实施大中型
灌区续建配套和改造，在水土资源条件适宜地
区新建一批现代化灌区，健全农业水利基础设
施网络，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

（十） 发挥水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加快推
进西南地区水电基地建设，合理布局、积极有
序开发建设抽水蓄能电站，实施小水电站绿色
改造提升，推进水风光一体化基地规划建设。
巩固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珠江、京杭大运河黄
河以南段等航运主通道功能，有序推进内河航
运发展。

四、加强江河水生态保护

（十一） 强化江河流域生态功能。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落实分区域、差异化、
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要求，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立足整体提升
流域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以大江大河大湖
为重点，统筹江河源头至河口、水域和陆域的
全域保护，形成以江河干流和主要支流为骨
架，以湖泊、水库、湿地等为节点的江河生态
保护带，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基础。

（十二） 改善河湖生态环境。坚持一河一
策，北方地区以解决河流断流、湖泊萎缩为重
点，实现还水于河；南方地区以改善水动力条
件为重点，实现水清河畅。推进母亲河复苏行
动，开展华北地区主要河湖生态补水，保障永
定河、京杭大运河水流全线贯通，巩固西北地
区内陆河生态治理成果，实施西辽河生态水量
调度和综合治理。加强重要湖泊生态治理，改
善鄱阳湖、洞庭湖等通江湖泊的江湖关系。实
施地下水保护治理行动，推进华北等重点区域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十三） 加强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加大
对江河源头、水源涵养区的雪山冰川、高寒草
甸、草原、湿地等的保护力度。在三江源等重
要江河源头区，实施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
程。持续开展气候变化对江河水源补给影响科
学考察和研究评估。科学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
治，加强对人为水土流失的监管。

（十四） 建设江河绿色生态廊道。以保障
防洪安全、稳定河势、规范流路为前提，推进

河湖库岸线和滩区生态整治。严格河湖库水
域、岸线管理保护，科学全面划定河湖库管理
范围，统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依
法纵深推进清理河湖库乱占、乱采、乱堆、乱
建问题，严禁侵占破坏河湖库。科学确定河湖
生态流量目标，强化生态水量调度与监管。恢
复河流连通性，加大水生生物保护力度，加强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修复，维护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

（十五） 推进河口及三角洲生态保护。强
化大江大河入海河口管理，划定河口治导线，
确保入海流路通畅。加强河口及三角洲湿地生
态保护与修复，科学调度水资源，保障三角洲
生态用水和入海水量，有效应对咸潮入侵，维
护河口生态、行洪、供水、排涝、纳潮、通航
等功能。

五、持续改善江河水环境

（十六） 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扎实推
进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开展水源地水质监测及
安全评估。加强南水北调水源区、首都水源涵
养功能区等重要水源补给地保护修复。强化重
大引调水工程输水沿线、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
监测和保护。健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水
污染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提高水环境风险防控
能力。

（十七） 加强江河水环境治理。统筹水资
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进重要河湖生态
保护治理，持续提升河湖水生态环境质量，建
设美丽河湖。完善全国地表水生态环境监测网
络，提高数智化监测预警能力。落实污染物达
标排放要求，严格控制入河湖排污总量，深入
推进入河湖排污口排查整治，建成排污口监测
监管体系。持续推进河湖库清漂。加强沿河湖
矿山、化工园区、危险废物处置场、垃圾填埋
场等水环境风险隐患综合治理。

六、传承弘扬水文化

（十八） 保护水文化遗产。传承弘扬以江
河为纽带的水文化，推动建立贯通古今、繁荣
发展的水文化体系。加强水利遗产保护，推进
长江、黄河、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
支持水文化代表性项目申报世界遗产。加强水
利遗产数字化保护及展示。

（十九） 传播水文化。深入挖掘水文化内
涵与时代价值，实施水文化传承创新工程。依
托自然河湖和水利工程，因地制宜开发水文化
资源，提升水文化博物馆功能。培育水文化品
牌，有序发展水上运动项目，推出一批江河旅
游产品。加大水文化宣传力度，提高水文化影
响力。

七、完善江河保护治理机制

（二十） 进一步强化全流域管理。按照流

域管理和区域管理相结合、统一管理和分级管
理相结合，强化流域统一规划、统一治理、统
一调度。完善江河保护治理规划体系，加强规
划实施和评估管理。开展防洪、生态、供水、
发电、航运等多目标综合调度，实行流域骨干
水工程联合调度。强化工程质量安全和运行管
护，加强水库运行管理，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
管理。

（二十一） 充分发挥河湖长制作用。发挥
省级总河长牵头抓总作用，压实各级河湖长
责任。完善流域省际河湖长联席会议机制。
在重大引调水工程输水干线推行河湖长制。
建立河湖定期普查制度，实行河湖名录管
理，开展河湖健康评价。全面推进幸福河湖
建设。

（二十二） 深化改革创新。推进水利行业
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
革。推进用水权改革，完善水价形成机制，落
实好水资源费改税政策。健全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运行、管理机制。深化水利投融资改革，
健全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机制，加强优
质金融服务供给，拓宽多元化投融资渠道。以
数字孪生流域为重点，系统谋划推进数字孪生
水利体系建设。健全江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统筹推进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

（二十三） 强化法治保障。推动完善涉水
法律法规制度，推动修改水法、防洪法，健全
蓄滞洪区管理、河道管理、采砂管理、水资源
调度、重要水源地保护、地下水生态环境保护
等方面制度规定。全面实施长江保护法、黄河
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推进跨区域跨部门联合执
法，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与检察公
益诉讼协作。

（二十四） 强化科技赋能。加强江河保护
治理重大问题研究、关键技术攻关、装备研发
和成果转化，完善技术标准体系。强化水工程
安全监测监控，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加快
科技人才培养，为江河保护治理提供人才支
撑。

八、加强组织领导

坚持和加强党对江河保护治理的全面领
导，健全中央统筹、流域协同、省负总责、市
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加强组织领导，结合实际抓好本意见贯彻落
实。水利、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财
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
通运输、农业农村、应急管理、气象、能源、
林草等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
作，强化要素保障和政策支持。鼓励公众参与
和社会监督，凝聚江河保护治理合力。重大事
项及时按程序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的意见
（2025年6月17日）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
育开展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
大力纠治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
侵害群众利益、不担当不作为等突出问
题，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形成有力震慑。
这些问题背后，暗藏着权力寻租、圈子文
化、山头主义等潜规则。纠治，就是为了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
治生活，破潜规则，立明规矩。

潜规则是暗地里通行的不成文规
则，大多涉及利益输送、权力寻租、暗箱
操作等违纪违法行为，腐蚀党员干部，败
坏党的形象，扭曲颠倒价值标准，与良好
政治生态相悖。如果任之大行其道、潜
滋暗长，将使正气不彰、邪气不祛，进而
损害人民群众利益，侵蚀政府公信力，破
坏党的执政基础。

破潜规则，破是主导，是关键。“马列
主义对人，自由主义对己”“不求百姓拍
手，只求领导点头”“章子不如条子，条子
不如面子”……潜规则看起来无影无踪、
却又无处不在，听起来悖情悖理、却可畅
通无阻，成为腐蚀党员干部、败坏党的风
气的沉疴毒瘤。要铲除其生存土壤，就必
须用过硬的措施、管用的办法，破除权力
运行的“暗箱”，斩断利益输送链条，严惩违纪违法行为，依规依
纪依法深化党务政务公开，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不破不立，破除潜规则，根本之策是立明规矩，以正压
邪。党的十八大以来，除了中央八项规定，党中央还制定了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等一批作风新规，作风
建设的要求充分体现在制度中。明规矩能不能立得稳、管得
住，关键看执行。党员干部要把严守党的纪律规矩、循法律
法规而行融入思想和血液，做到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各级党组织要以一寸不让的态度，分毫必争的决心，做到有
纪必依、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形成强大的纪律震慑。

明规矩每前进一分，潜规则必然后退一分。让明规矩枝
繁叶茂，潜规则偃旗息鼓，风清气正的大气候必会历久弥
新。 （据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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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明媚，青山如黛。巍巍双髻山脚
下，闽西上杭县溪口镇大岭下自然村里，
矗立着一座庄严的革命纪念亭。这座亭子
纪念的是当地走出的抗日名将廖海涛。

1941 年，在江苏溧阳塘马战斗中，
廖海涛为掩护新四军十六旅旅部机关和苏
南抗日根据地干部突围转移，率部与日伪
军浴血奋战，最终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
年仅32岁。

大岭下村是革命基点村。1929 年 4
月，当地就成立了农会，刚入党不久的廖
海涛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廖海涛出身贫苦
家庭，参加革命后，根据组织安排参与策
划多次暴动；发展赤卫队、少先队、儿童
团、妇女会等，吸收超八成村民；建立

乡、区苏维埃政府并任领导职务等。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1931年，闽西红军

兵工厂迁到大岭下村。1933 年 9 月至
1934 年7 月间，廖海涛先后任新成立的中
共代英县委领导和中国工农红军代英独立
营营长等职务，持续在上杭开展革命斗争。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
下的各级党政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在大岭
下村旁的双髻山等据点建立根据地，开展
艰苦卓绝的游击战。廖海涛领导的队伍也
长期活跃于此。

“在此期间，反动势力采取各种毒辣
手段，对根据地军民疯狂报复。”上杭县
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李金昌说，廖
海涛付出母亲、妻儿被杀的代价，但他始

终坚定“只有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没有
屈膝投降的布尔什维克”的信念。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廖海涛于 1938
年3月随新四军二支队北上苏皖抗日前线
并担任四团政治部主任，在恢复、建立苏
南抗日根据地斗争中，先后参与和指挥战
斗数十次。

1941年11月28日，苏南抗日根据地
党政机关、十六旅旅部驻地江苏溧阳塘马
村突遭敌袭。廖海涛毅然拒绝先行突围，
率 500 多名战士阻击 7 倍于己的日伪军，
从 28 日凌晨激战至上午十时许，后遭敌
军火力覆盖，中弹牺牲。

廖海涛牺牲后，新四军军部通电全
军，高度评价廖海涛“为我党我军之优秀

老干部，为党为革命奋斗十余年，忠实、
坚定、勇敢、负责，艰苦缔造苏南根据
地，卓著功绩”。

2003 年来，当地先后在大岭下村原
有革命纪念设施基础上，修建了革命纪念
亭、抗日英烈廖海涛生平事迹展馆等，并
提升改造为“忠诚”教育基地。每年清明
节、烈士纪念日，当地中小学生、干部职
工都会前来开展祭扫、学习活动。

“近年来，我们还组织编写了 《红色
溪口》等红色历史教育丛书，并深挖红色
资源，发展研学游、乡村游，学好党的历
史，传承先辈精神，走好未来的路。”溪
口镇党委书记王如永说。

（新华社福州6月26日电）

抗日英雄廖海涛：舍家取义 血战塘马
新华社记者 秦宏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氢电拖1”轮靠泊在山东港口青岛
港码头（无人机照片，6月26日摄）。

6月26日，国内首艘氢电拖轮——
“氢电拖1”轮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入列。
该拖轮搭载“氢燃料电池+液冷锂电
池”混动系统，可实现零碳排放。据介
绍，与传统燃油拖轮相比，“氢电拖1”
轮在噪音控制、设备寿命、能源利用效
率等方面优势显著。该轮投产后，预计
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500余吨。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国内首艘“零排放”

氢电拖轮在青岛入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