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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代表委员热议“十三五”环境保护

让环境质量改善看得见摸得着

◆本报记者刘晓星

全国人大环资委负责人表示

土壤污染防治法制定列入规划

健康也是生产力
谢佳沥

做领跑者也要做引路人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

◆本报记者童克难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要
实现双赢，最好的路径就是实
现绿色发展，实现污染物的源
头防控和过程治理。”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
市环保局局长张全

本报记者郭薇3月10日北京报道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今
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全国人大环资委副
主任委员袁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土壤污染问题已经成为继大气污染、水
污染之后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急需解
决的重大环境问题。 本届人大常委会

已把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制定列入了常
委会规划。

袁驷表示，向污染宣战，有 3 个主
战场，即水、大气和土壤。国家已经出
台了“大气十条”、“水十条”，即将出台
实施“土十条”。这些都是围绕治污的
三大战场、三大战役来排兵布阵的。

袁驷说，从国务院有关部门进行
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来看，我国
的土壤环境总体上形势严峻、不容乐
观，部分地方污染严重。土壤污染防
治事关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关系到
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甚至关系
到能否可持续发展。

袁驷说，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基础相对薄弱，没有专门的单行法律，
使得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缺乏有效监

管的法律依据，亟待立法解决。本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将土壤污染防治法列入
了立法规划一类项目，由环资委负责牵
头起草和提请审议。

在回答有关核能的问题时，袁驷表
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是调整能源结构，核能是一个选项。中
国和平利用核能已经有 60 年，采用的
核技术十分安全，有良好的核安全记
录，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核工业体系和
法规体系，在国际上受到高度赞誉。但
是 人 们 还 是 有 一 些 顾 虑 和 恐 惧 的 心
理。处理这样的矛盾，就是需要制定核
安全法，提升法律效力，依法保障核安
全，消除或者减少人们的顾虑。核安全
立法已经纳入立法规划，由环资委负责
提请审议，现在正在进程当中。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3 月 9 日参
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关注民
生不仅要保就业、增收入，还要推动
环保，保障人民健康。健康也是生
产力。

当前，一些地方在发展过程中，
仍有“重经济、轻环保”的惯性思维，
片面关注就业、增收等显绩，却忽视
了环保等潜绩，造成“经济腿长、环
保腿短”。“开宝马，喝污水”就是对
这种发展方式的深刻讽刺。

从总理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
经济发展、收入增加是民生，保护环
境、保障人民健康同样是民生，甚至
是更重要的民生。因为健康是 1，
其他的是跟在后面的零，失去 1，后
面有多少零都没有意义。

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准确
地说，健康的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
素。对群众来说，没有健康，提高生
活水平和质量就无从谈起；对国家
来说，没有健康，人力资源的优势就
难以发挥。

发展经济是发展生产力，推动
环保、保障人民健康，同样是发展生
产力，但这并不是简单地从数量上
提升生产力，而是从质量上优化生
产力、保障生产力。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
续发展的根本基础，是最公平的公
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随着
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
民群众对良好环境的期待越来越
强烈。

“十三五”时期，我国提出以环
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统筹环境保护工
作，优先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看得见、
摸得着的环境问题，其重要目的之
一也就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

全面小康，人民健康是基础。
新的五年规划已经开局，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已经进入决胜期。改善环
境质量的紧迫性更加凸显，保障公
众健康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我们要切实转变观念，从“健康
也是生产力”的认识高度，创新环境
保 护 工 作 方 式 方 法 ，扎 实 推 进 大
气 、水 、土 壤 污 染 防 治 ，以 硬 措 施
完 成 硬 任 务 ，真 正 让 人 民 群众喝
上干净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吃上
放心的食物。

这是全面小康的应有之义，更
是各级党委政府的分内之责。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 3 月 10 日举行记者会，邀请全国人大环资
委副主任委员袁驷等就人大立法工作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邓佳摄

3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青
海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生态环境
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在
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上，一定要树立大
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坚持保护优先，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
策，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
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
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加快补齐
生态环境短板、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
体改善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这也是“十三五”发展规划目标的重要
方面。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也就加快改善生态环境，深入实

施大 气 、水 、土 壤 污 染 防 治 行 动 计
划 ，加 强 生 态 保 护 和 修 复 提 出 了 明
确要求。

围绕改善环境质量，出席今年全
国两会的代表委员畅所欲言，建言献
策，对建设美丽中国充满信心和期待。

全力补齐生态环保短板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决胜阶段，环境保护处于既大有
作为又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坚持五大
发展理念，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统
筹谋划好“十三五”环保工作成为与会
代表委员的共识。

“环境质量改善是评判环保工作
的最终标尺，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决
策部署，最终目的就是要改善环境质
量。”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环保厅厅
长陈国鹰说。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
天也是幸福。“目前我们的环境质量形
势仍然不容乐观，与人民群众期望差
距较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改善

生态环境。应该说，这是对民生诉求
的回应。”全国政协委员潘碧灵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作为主管环保工作的副省长，全
国政协委员张道宏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十三五”期间，陕西省委、省政府
将加快改善环境质量，推动绿色发展，
让生态文明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
过程，让广大群众切实感受到环境质
量不断改善。

“哪儿都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多
好啊！”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新村街
道梨树园社区党支书余梅代表说，江
西有好山好水，如今在发展的过程中，
各地都对保护环境特别上心。

全国人大代表张惠认为，城市要
宜居，在生态空间上，应始终把生态环
境保护置于优先地位，合理利用土地、
海域、岸线资源，最大限度避免过度开
发，使市民充分享受“绿色指数”。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委书记强
卫指出，要坚持生态文明建设与民生
幸福协同共进。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
生活质量的新增长点，实现生态美与

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近些年，环保工作力度空前，进

步有目共睹，但生态环境短板依然突
出，环境治理任务艰巨复杂。”全国政
协 委 员 、新 疆 农 业 大 学 副 校 长 蒋 平
安说。

“吃过环境恶化的苦头，如今工厂
和每一个工人都已自觉行动、保护生
态。”新疆阜康冶炼厂计检站化验员热
孜古丽·库拉洪代表说。

打好污染防治三大战役

改善环境质量既是党中央、国务
院对环境保护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
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期盼。只有紧紧
扭住环境质量改善这个核心，才能纲
举目张、有的放矢。

下大力解决影响群众身体健康和
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努力让
人民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成为
环保系统代表委员的一致共识。

下转二版

到 2020 年，我国要全面实现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上海作为国家中心城
市之一，到 2020 年也将基本建成国际
化大都市。“十三五”期间，作为城市化
进程的领跑者，上海将如何处理经济发
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能否做好绿色发
展的引路人，引人关注。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
环保局局长张全向本报记者介绍了上
海“十二五”环保工作情况和“十三五”
绿色发展思路。

谈环境质量改善：
单因子排放量出现拐点

按照库兹涅茨曲线理论，随着经济
的增长，污染物排放增加，过了转型期，
排放量会下降。

当前，上海市人均 GDP 已经超过
一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 2013 年标准，
上海已经达到高收入经济体标准，那么
污染物排放有没有达到拐点？

张全向记者介绍，上海市连续实施
六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特别是“十二
五”期间以大气、水污染治理为重点系
统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以来，成效
明显。

“ 特 别 是 公 众 关 心 的 大 气 环 境 质
量，PM2.5年均浓度由 2013 年的 62 微克/
立方米下降到了 53 微克/立方米，下降
幅度达到 14.5%。PM10和二氧化硫等常
规 因 子 年 均 浓 度 也 为 历 年 最 低 。”张
全说。

据张全介绍，除此之外，2015 年，上
海市水环境考核中，化学需氧量、氨氮、
总磷浓度也较 2010 年下降了 10%以上。

“如果从这几个排放因子来看，拐
点确实出现了，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
到，生态环境质量仍不容乐观。以大气
环境质量为例，以 PM2.5、臭氧为代表的
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仍然突出。”张全
表示。

谈发展路径：
要走绿色发展源头治理之路

作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上海市
出现环境问题比较早，环境管理设施和
水平也比较高，用末端治理的方式改善
环境质量的空间正在缩小。

“上海市基本实现了污染治理设施
的全覆盖，越往后末端治理的边际效应

也会越明显。”张全表示。
“ 环 境 保 护 和 经 济 发 展 要 实 现 双

赢，最好的路径就是实现绿色发展，实
现污染物的源头防控和过程治理。”张
全说。

张全表示，上海提出“创新驱动、转
型发展”，要实现经济、产业向更高级别
转型，就要使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动
力。越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越要推进
绿色发展，用转方式、调结构淘汰落后
产能，改善环境质量。

张全表示，实现绿色发展不仅可以
改善环境质量，同时也可以提升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以上海市目前正在实施
的‘装配式’建筑模式为例，主要部分可
以在工厂加工完成，这缩短了工期，提
高了质量，同时对环境的影响也会减
小。”

谈措施：
强化法律和标准作用

到 2020 年，上海市将力争 PM2.5 浓
度达到 42 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的达
标率也将达到 80%以上。

实现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达到国
际大都市的要求，除了绿色发展的理
念，还需要具体措施来落实。

张全介绍说 ，“ 十 三 五 ”期 间 ，上
海市将继续实施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在 涉 及 能 源 、交 通 、工 业、建设、生活
和农业等六大领域完成 200 多项具体
任务。

“我们的优势和抓手就是实施更加
严格的标准和法律。目前上海市工业
企 业 的 排 放 标 准 基 本 参 照 了 国 际 标
准。‘十三五’期间，我们将进一步修订
和出台相关法律，制定更严格的标准，
并加大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力度。”张
全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