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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的白鹭公园更加绿意盎然。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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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环境保护加强环境保护 建设美丽三亚建设美丽三亚

“ 双 修 ”升 级 版 、“ 创 文 巩 卫 ”、“ 大 研 讨 大 行

动”……近两年来，三亚通过开展各项中心工作，生

态修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百

姓的幸福指数随之攀升。城市的“蝶变”来之不易，

如何建立长效机制，巩固“双修”成果？成了摆在三

亚面前的一大课题。为此，三亚先后出台了《三亚

市白鹭公园保护管理规定》、《三亚市山体保护条

例》和《三亚市河道生态保护管理条例》等保护生态

环境的地方性法规，从源头上、制度上为三亚的绿

水青山构筑起一道道“防护网”。

立法首秀
用法治化手段管理绿水青山

位于三亚市临春河畔的白鹭公园，地处三亚河

红树林保护区的边缘，占地面积 26.7 公顷，其中水

域面积 9.6 公顷，自建成开放后成为市民和游客的

主要休闲场所之一。公园中心的“白鹭湖”，水城面

积约 9 万平方米，白鹭常在此栖息。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土地尤

其是市中心土地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越来越多

的开发商觊觎白鹭公园用地，意图进行房地产等商

业开发。同时，随着每天游园人流量的大幅增加，

不文明行为日益增多，公园的管护难度增大，公园

生态和园内设施频遭破坏，其环境承载力已经严重

超负荷，群众意见纷纷，保护白鹭公园的要求和呼

声渐高，市委、市政府对此十分重视。

“为了守住三亚为数不多的公园绿地，真正做

到‘让景于民、让绿于民’，有必要立法明确白鹭公

园的功能定位，提升白鹭公园的规划用地调整审批

标准，限制公园绿地改变用途。”2015 年，《三亚市白

鹭公园保护管理规定》诞生，这既意味着三亚市第

一部地方性法规诞生，也意味着三亚向法治文明迈

出了一大步。

“生态环境是三亚的生命线，是三亚的发展后

劲，是三亚的核心竞争力。那么多中外游客来三亚

旅游观光、休闲度假，那么多外地人在三亚购房安

居，就是冲着碧蓝的大海、洁白的沙滩、清新的空

气、满眼的绿色。”市人大法工委副调研员苏东波表

示，没有了优美的生态环境，三亚就失去了吸引游

客、吸引购房者的优势，三亚的经济社会发展势必

受到严重制约，失去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动力。因

此，三亚把立法首秀给予白鹭公园的保护和管理具

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苏东波还表示，没有立法之前，我们的管理方

面靠的是红头文件，很柔性。国家的法律法规有时

候相对抽象一些，没有那么具体，所以单靠国家的

立法是不够的，通过行驶地方立法权，用法治化的

手段来管理三亚的绿水青山，具有制度化、长效性

的优势。

严格执法
为绿色发展道路清除障碍

为了实现三亚发展模式和治理方式的转变，市

人大常委会还通过行使地方立法权制定了《三亚市

山体保护条例》和《三亚市河道生态保护管理条例》两部

地方性法规，以践行“生态立市”和“生态环境是三亚最

核心的竞争力”等核心思想，以法治化的手段推进三亚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断提升市民游客的幸福指数。这

些地方性法规，为三亚城市“双修”、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了强大的法律武器，也为形成长效机制明确了责任主

体。

诚然，立法并不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唯一手段，只是

其中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进行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苏东波说，徒法不足以自行，科学立法，

更需要严格执法。我们要坚决贯彻经过科学民主程序

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如果这些法规没有得到好的贯彻

实施，地方立法的作用将大打折扣。

“山体修复完成之后，可能就会归到各个区，这个区

就是这个山体保护的责任主体，然后由林业局负责指导

和督查，其中还包括相关的执法单位，《山体保护条例》

里面说的比较明确。”今年，市政府持续深入开展了环境

保护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对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依法依

规顶格处理。

“开展环境突出问题专项行动，是为三亚绿色发展

道路清除障碍。我们共梳理出了 53 个突出环境问题，

94 个责任事项。目前已经上报给市政府下发给各责任

单位落实整改。”三亚市环境监察支队大气环境监察员

侯瑞琴说，2017 年以来，市生态环境保护局也加大了查

处力度，共查处 43 宗环境违法案件，罚款 1700 多万元。

提高意识
让保护环境成为自觉行为

市生态环保局局长季端荣认为，提高政府官员的环

保意识是环保工作的关键，提高企业的环保意识是环保

工作的核心，提高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是环保工作的基

础。总而言之，保护好三亚的生态环境，就是要提高全

民环境保护意识。

“各级党委、政府及各政府组成部门的领导干部要

真正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在发展和保护之间，

选择‘绿水青山’，而不是‘金山银山’。领导干部应该增

强依法执法的自觉性，要了解和熟悉有关环境保护方面

的法律法规。每一项决策，每一个举措都要符合法律的

规范。”季端荣表示，只有领导干部严格依法办事，人民

群众以及整个社会，才能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保护环

境才能成为整个社会的自觉行为。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参与，但由于各种原因，

企业环保工作却相对滞后。季端荣认为，企业自身要提

高环保意识，按要求办理环保手续，合理设置环保设施

并保证正常运行，污染物要达标排放。政府职能部门要

加强对企业的监管，一是对环境违法企业严厉查处；二

是联合媒体曝光企业环境污染负面信息，对企业不当环

境行为进行监督，利用媒体推动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三

是发挥行业协会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协

会引导企业提升环保意识、树立环保自觉、培养环保自

律，强化企业落实环保责任的内生动力，提高企业环保

治理效果；四是制定实施环境保护有奖举报办法，发动

人民群众对企业进行监督。通过政府部门、媒体、行业

协会、企业自身和人民群众多方联动，构建全民参与的

大环保格局。

“生态保护要紧紧结合三亚发展的总体目标进行，

保护和合理开发要相结合。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

高三亚人民的幸福指数。”苏东波表示，保护生态环境，

还要继续加强生态教育，一是要建立和完善环境教育体

系，积极引导人民群众自觉培养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

消费方式。二是发挥舆论媒体的宣传导向作用，激发公

众的环保责任感和参与意识，使环保参与成为一种自觉

行为。三是加强法律约束力，规范公众的日常行为，形

成人人保护环境的良好风气。四是鼓励公众主张环保

权益，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要不断营造一种生态环境

在经济发展中的至高作用，以践行建设“美好新海南”的

目标。

从行使地方立法之前红头文件的“柔”，到现在地方

性法规的“刚”与“长效性”，三亚的立法工作，给破坏环

境的违法行为戴上了“紧箍咒”，成为三亚保护核心竞争

力的“护身符”。据了解，三亚的立法工作仍在路上，《三

亚市爱国卫生管理条例》正在起草制定过程中，从生态

保护到兼顾城市治理管理，相信越来越多的地方性法

规，将使三亚的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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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台《三 亚 市 白 鹭 公 园 保 护 管 理 规
定》、《三亚市山体保护条例》和《三亚市河
道生态保护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

提高全民环境保护意识，引导人民群
众自觉培养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消费方
式，使保护环境成为整个社会的自觉行为。

开展环境突出问题专项行动，梳理 53 个
突出环境问题，94个责任事项；2017年以来，共
查处43宗环境违法案件，罚款1700多万元。

绿水青山“防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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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的生态环境让三亚收获良多优美的生态环境让三亚收获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