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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杨丹梨鹭 记者 秦
怡）6月25日，在第33个全国土地日来
临之际，四川省田长制办公室正式发布
四川省田长制形象标识（Logo）。

2022年6月，四川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田长制
的意见》。一年来，四川已设立省、市、
县、乡、村五级田长8万余名，网格员18
万余名，基本构建起五级田长+网格员
的耕地保护责任体系和耕地保护网格
化监管机制，实现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全覆盖网格化监管。

5月9日，四川省田长制办公室在
四川自然资源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四
川省田长制 logo征集令”，面向全社
会征集四川省田长制形象标识（Logo）。
截至 6 月 9 日，共收到应征作品 441
幅。此次Logo征集活动社会参与度较
高，有效提升了四川省田长制在全社会
的知名度。征集后，四川省田长制办公

室邀请相关部门负责人、学者、艺术家、
媒体朋友等进行了多轮评审，最终选定
Logo。

该 Logo 设计大气简约，主题明
确，从“SC”演化而来的两只手、“川”
字型的耕地，充分体现了四川特色。
两只托起耕地的手型，体现了保护耕
地的理念，整体图形形态类似饭碗，饭
碗中又有耕地，体现了呵护好四川“饭
碗田”、中国人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
手里的理念，符合体现“合理珍惜每一
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每一块耕地
都有守护人”时代寓意的要求；Logo
中间由短及长的 6个图形，也象征着
四川省田长制“5+1”（省、市、县、乡、

村五级田长+网格员）责任体系，图形
长短代表着从省级田长到基层网格员
人数逐渐增加；中间的耕地呈现绿色
到橙黄色的渐变，贴切地展现出粮食
作物从青苗到成熟的生长周期，也预
示着丰收的良好态势，体现出四川劳
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景。两只手红
绿渐变的设计，既体现了我们在用有
温度的手守护耕地，也喻示耕地保护
红线不能突破！

四川田长制办公室会将四川省田
长制形象标识（Logo）广泛应用于宣传
推介、衍生产品制作等方面，更好地宣
传耕地保护的理念，牢牢守住耕地保护
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

土生万物、水泽众生。
天府大地上，《四川省土壤污染防

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 7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这是四川省首部土壤污染防治地
方性法规。”6月25日，在四川省生态环
境厅6月例行发布会上，副厅长李银昌
介绍，《条例》分为总则、预防和保护、管
控和修复、保障和监督、法律责任和附
则等6个章节，共70条。

其中，在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防治
结合的总体思路下，建立起权责清晰、
高效协同的部门联动和区域合作的治
理体系，并注重与大气、水、固体废物污
染防治法律之间的相互衔接，推动土壤
污染治“已病”和防“未病”有效结合、同
向发力。

“这是近几年来我省生态环境领域
又一部高质量的地方性法规，对于提升
生态环境治理效能、推动绿色发展的意
义重大。”李银昌说。

健全权责清晰
高效协同的防治机制

为何要为土壤污染防治专门立法？
“土壤是构成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

之一，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宝贵资
源。”发布会上，李银昌在谈及《条例》的
背景时表示，保护好赖以生存的土壤，
直接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经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

体现在《条例》中，首当其冲就是
健全了权责清晰、高效协同的防治机
制。例如，总则明确了政府职责，规
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土壤污染防
治和安全利用负责。同时，构建纵向
到底、横向到边的土壤污染防治监管
体系。

“《条例》明确部门职责分工。”李银
昌补充道，规定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土
壤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农
业农村、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和林
业草原等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做好相关工作。

此外，还将通过建立土壤污染防治
基础数据库等举措，将相关信息纳入平
台统一管理，完善土壤环境信息共享、

发布和通报机制，最大限度减少对土壤
的二次污染。

完善预防为主
保护优先的规范标准

李银昌表示，在预防和保护上，《条
例》从强化规划刚性约束、完善地方标
准规范，实行土壤污染防治分区管控，
建立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强化
农业投入品使用管控等多个方面作出
明确部署。此外，强调要加强未污染土
壤、未利用地的保护和监管，防止土壤
被污染和破坏。

“我们充分结合地方实际，讲好‘四
川话’。”李银昌介绍道。

记者翻阅《条例》发现，《条例》结合
四川实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
防治法》作出了细化完善和延伸补充。

例如，针对川西北高寒草甸、草原
以及高原冻土等重要生态系统监管的
情况，《条例》强化了高寒高海拔地区土
壤保护；针对四川盆周山区、攀西地区
和川西高原地区存在自然形成的土壤
重金属超标现象，《条例》加强了重金属
高背景值区域土壤风险防控和安全利
用；针对四川页岩气勘探、开采等情况，
《条例》明确勘探开发单位要采取有效
措施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土壤及地
表水、地下水。

同时，《条例》明确对四川若尔盖国
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

地，以及多样的高寒草甸、草原、河流、
湖泊、湿地、雪山冰川、高原冻土等重要
生态系统和未利用地加强保护，维护其
生态功能。

明确分类管控
科学修复的治理措施

聚焦民情民生，讲好“百姓话”，这
也是《条例》的一个特点。

李银昌举例提到，围绕群众关切关
注的“米袋子”“菜篮子”等吃住日常，
《条例》从强化农用地分类管理和安全
利用、强化新增耕地的准入管理、突出
耕地的安全利用等方面入手，要求定期
开展耕地和农产品的协同监测，建立重
要地区耕地土壤环境质量长期监测机
制，以及对农业生产者合理使用农业投
入品进行指导，推广使用绿色防控技术
等，确保“吃得放心”。

同时，《条例》要求合理规划、关注用
地自身土壤环境状况、把好污染地块再
开发利用准入关、合理安排成片污染土
地开发时序、加强暂不开发利用污染地
块风险管控等方面入手，“守护好群众的

‘好房子’‘好花园’，确保‘住得安心’”。
更为具体的，在管控和修复上，此

次规定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风险管控、修复和后期管理全流程治理
要求。

落实了农用地分类管理制度，将根
据不同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采取

不同的风险管控措施。
还将建立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和修复名录制度写进《条例》，将需
要实施风险管控和修复的建设用地纳
入名录，根据风险管控和修复情况适时
更新并向社会公开。

值得注意的是，《条例》落实了污染
担责制度，明确污染责任人认定方式，
规定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无责任主
体污染地块进行修复。

破解资金瓶颈
将设立土壤污染防治基金

如何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
处？

对此，李银昌表示，《条例》对于健
全从严监督、齐抓共管的保障机制做出
了诸多部署。例如，将设立土壤污染防
治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破解资金
瓶颈。同时，强化科学研究和人才培
养，提供技术支撑。狠抓考核问责，依
法实行目标责任和考核评价制度，建立
预警、约谈、挂牌督办机制，推动地方政
府负起该负的责任。

对此，下一步，省内将进一步加强
农用地土壤污染源头防控，组织实施农
用地土壤镉等重金属污染源头防治专
项行动。加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和安全利用，督促土壤重点监管单
位严格履行法定义务。

“目前已启动《条例》相关配套政策
文件的制修订工作。”生态环境厅法标处
处长万平在会上透露，四川省农用地土
壤环境管理办法、四川省工矿用地土壤
环境管理办法、四川省建设用地土壤环
境管理办法已初步修订完毕，正在征求
省级相关部门和21个市（州）政府意见。

此外，四川将把土壤污染防治纳入
省级生态环保督察和环境执法的重要
工作内容，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要求，依法严格查处相关土壤污染防治
违法行为。

“特别要严厉打击向农用地非法排
放、倾倒、堆存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
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水、污泥等违法行
为。”万平说。

杨丹梨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杜江茜秦怡

权责清晰高效协同
推动土壤污染防和治有效结合

《四川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7月1日起施行

四川省田长制形象标识正式发布

6·25 聚焦第33个全国土地日

6月25日，四川省生态环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四川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