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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近日，
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单位印发《关
于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改革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推动解
决实践中突出问题，回应地方关切。

这份意见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案件线索筛查、启动、调查、评
估、磋商、司法确认等全流程办案
程序提出具体要求，重点围绕显著
轻微、简单和重大三类案件，分别
规定了判定原则和办理要求，完善

了与行政执法、环境公益诉讼的衔
接，强化了资金管理、宣传培训和
信息报送等保障机制，指导改革常
态化运行。

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
大决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从
零起步，经过一系列探索，制度体
系已基本构建。截至2024年底，各

地累计办案超过 5 万件、涉及赔偿
金额超过 300 亿元。但实践中还存
在一些问题，例如各地对于显著轻
微案件、简单案件和重大案件判定
原则和办案要求不明确，与行政执
法衔接不够充分，赔偿磋商有关规
定需进一步完善等。

这位负责人表示，此次印发的
意见旨在提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
作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为地方

“减负”“增效”。一方面，通过明确

可以不纳入线索筛查范围的情形、
可以不启动索赔的情形、无需开展
修复效果评估的情形，减轻地方工
作负担。另一方面，通过有关措施
提升索赔工作效率：一是对案件繁
简分流、分类施策；二是针对磋商
不成的情形，完善解决“久磋不
决”问题；三是统一规定重大案件
范围，推进重大案件办理督办；四
是强化与行政执法和环境公益诉讼
的衔接，推动形成制度合力。

多部门发文

解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实践难题

年近70的丁祖明以前怎么也想
不到，他“从小看到大”的几片林
子，居然能有“身份证”，更没想
到的是，这些个“绿油油”还能给
乡里带来“红火火”“金灿灿”。

老丁家住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
水南村，打小就喜欢在村头树林里
转悠。“不说别的，光这气息你闻
着就很舒服吧。”

还真别说，对在南方长大的我
们来讲，从外头看，这样的林子跟
其他山林倒也没多大区别，但走进
里头，一阵淡淡的香气扑鼻而来，
让人神清气爽。

这不是普通的树林，而是有着
千年历史的古樟林。在林地草丛里
随 便 捡 起 一 根 掉 落 的 小 枝 ， 折
断 ， 凑 近 ， 闻 上 一 闻 ， 顿 感 清
新。林子旁，一条蜿蜒曲折的乌
江静静流淌。

“没有这些林子，可能就没有
我们村子。”老丁说，树林像一道
天然屏障，起到了防止水土流失的
作用，保护生态的理念也就这样世
代传承下来。禁止带镰刀火种进入
树林、禁止砍树……延续几百年的
村规民约，诉说着村民与树林深厚
的情谊。

把视角拉升到空中可以看到，
28 个古樟群宛如 28 块大大小小的
翡翠，点缀在乌江沿岸，形成十里
香樟林。这个春节假期，许多游客
漫步林间，近看绑在树干上的“古

树名木保护牌”，编号、树龄、树
种介绍、管护单位等各类情况一目
了然，每个独一无二的编号就像是
古树名木的“身份证号”。

有些古樟树甚至有自己的名
字。比如说，有棵1200年树龄的古
樟，下部分三大树干各显其态，上
部众枝交错，葱茏苍翠，像三位仙
人并立，得名“三仙樟”。有棵形
似马鞍的，取名“马鞍樟”。年龄
最大的一棵，得六七名成年人才能
合抱。站在树下，惊叹之余，更多
的是心生敬畏。

“古樟林共有 2485 棵百年以上
的古树。”55 岁的护林员罗冬平
说。这几天，游客增多，是他每年
最繁忙的时候，每天早晨八点多
钟带着大喇叭出门，要巡护502亩
林地。

“我们开展古树名木普查工作
后，对全县5141株古树名木登记建
档，一树一档建立了古树名木信息
档案并录入电子系统。”乐安县林
业局工作人员卢淑贞说，通过树立
标识牌、整理宣传相关典故、开展
古树复壮技术研究等，对古树名木
进行针对性保护的同时，引导大家
养成爱树护树的习惯。

就在今年除夕前一天，国务院
令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对外发
布，就加强对古树名木的保护、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列出了30条规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古
树名木就是宝贵财富。我们必须
要、也一定能把古樟林保护好、发
展好、利用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
支撑高质量发展。”乐安县委书记
艾志峰跟我们说。

人们爱树护树，树木也以生态
价值“反哺”。千年古村流坑位于
乌江河畔、樟树林边，优美的环境
引来各地游客。当地抓住机会发展
民宿、农家乐等业态，还在古樟林
搞起了“古村跑”等项目，人气、
财气越来越旺。

“看古树、听故事，孩子们都
觉得很有意思。”游客金先生从广
东自驾回安徽过年，在网上了解到
古樟树林后，带着孩子前来游玩。

眼看生意愈发红火，流坑村村
民董贵华年前把自家民宿进行了翻
新，提升接待能力。他说，春节国
庆等节假日是最火爆的时期。“村
庄环境越来越好，我们也要不断更
新升级跟上步伐。”

正月初七，清晨，一阵阵鸡鸣
唤醒了沉睡的古樟林。远处，山峦
叠嶂；近处，炊烟袅袅。颇有“暧
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
中，鸡鸣桑树颠”的意味。

临走前，老丁特意跟我们讲，
古樟林守护了他们千百年，他们也
会一代代守护着林子，让千年古樟
永远“年轻”……

新华社南昌2月4日电

这个江南水乡，古树都戴上了“身份证”

新华社杭州2月4日电 正值
春节返程高峰，人流、车流量大使
不少人返程时间增加，除了容易出
现颈肩、背部、腰部酸胀疼痛，长
途久坐还可能会引起小腿酸胀疼
痛，专家提醒这种情况需谨防下肢

“堵车”，注意可能出现的下肢深静
脉血栓。

近日浙江省人民医院就接诊了
一位长途货车司机王先生，他说近
段时间经常半夜开车赶路，慢慢觉
得左小腿不舒服、发胀，在服务区
休息了也没有缓解。他到达医院急
诊时已不能正常行走，医生通过下
肢静脉超声发现，他的左下肢深静
脉全堵住了。

值班的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虞
聪建议尽早开通堵塞的深静脉，否
则有截肢的风险。经过一个多小时
的急诊手术，医生从王先生的深静
脉里抽吸出了大量血栓。术后腿部
肿胀得到了明显缓解。

浙江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血管
外科学科带头人蒋劲松介绍，久坐
不动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主要
原因。对于长途旅行坐汽车、火车
或飞机等人群，活动空间小，肢体
活动严重受限，且局部环境中空气
干燥，饮水量可能也存在不足，导
致下肢血液瘀滞、血液黏稠、循环
速度减慢，因此容易形成下肢深静
脉血栓。

“出现下肢肿胀、疼痛，或者
一侧下肢水肿时，要注意可能发生
了深静脉血栓；如出现了活动时呼
吸困难、喘气时胸痛或上腹痛，或
突然出现少量咯血甚至晕厥、休
克，那要警惕可能发生了肺栓
塞。”蒋劲松说。

春节返程潮，对于不得不长途
开车、坐车等人群，专家介绍了避
免下肢“堵”的几个方法，如穿着
要宽松，以避免血流不畅；路途中
多饮水，促进血液循环；如有条
件，最好每 1 至 2 小时起身活动，
如没有空间起身活动，也可以坐着
活动脚踝、小腿。一旦出现下肢肿
胀、疼痛等情况，一定及时去医
院，以免耽误诊疗。

春节返程路上堵

专家提醒多动多歇
谨防下肢“堵”

2 月 3 日，游客攀登华山北峰
（无人机照片）。

春节假期，位于陕西省渭南市的
西岳华山迎来游览高峰，日均接待游
客达2万人次。

新华社 发

华山迎来
新春旅游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