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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眭将钉助于破解“余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马

的困局。而这·制度仍需要在赔偿范同、责任卡体、

索赔主体、索赔途径、鉴定砰估等琏本问题上逐步探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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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_-151”时期，在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以大气、水、土壤污染治

理为重点，坚决向污染宣战，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明显成效。为集中展现各地区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系列成绩，

搭建业务交流与沟通平台，宣传推广各地的有益探索和典型经验，在20 1 6年改版升级之际，本刊将增设地方环保

专版。现面向全国各省市环保厅(局)、地(市、县)环保局征集稿件，欢迎踊跃投稿!

《环境保护》杂志％：FIJ于1 973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主管的国家级环境保护类期刊，环境保护部

工作指导刊、全国百强报刊。每期杂志由环境保护部部长赠阅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省省委书记、省长、分管环保

工作的副省长，各部委领导，各央企主要负责人等群体。

国内统一刊号：CN 1 1—1700／X国际标准刊号：ISSN 0253-9705

撰写基层环境保护工作内容与体会，展示地方环保工作取得的进展和成果，分享地方环境治理

经验与创新做法。

探讨地方环境保护工作新思路与新路径，对环境质量改善和环境治理提出建设性意见。

针对环境保护工作的热点、难点问题发表评论。

文章须观点鲜明、论据充分、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数据可靠，具有原创性，并充分反映当地环保工作特色，

严禁虚构和抄袭；稿件标题须切合文章内容，用词简洁恰当；提供与文章内容相符合的照片或图像。

稿件字数：2500～5000字。

投稿文章请使用WORD格式电子稿件，文中配图采用JPG格式文稿后须注明稿件联系人的姓名、工作单位、

电话(手机)号码、E—mail、详细联系地址、邮编等信息，以便本刊编辑联系有关事宜。

投稿邮件主题和附件名称请采用以下格式：地方环保专版+文章标题+作者姓名+单位名称+投稿日期。

投稿邮箱：enprmag@126．com 电话：010—67157142 传真：010一671 15403 联系人：张藜藜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