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6
环境日

特刊特刊

超威集团特约

02
质
量
篇

03
理
念
篇

05
创
新
篇

06
责
任
篇

08
环
球
篇

09
法
治
篇

10
企
业
篇

11
共
治
篇

12
美
丽
中
国
篇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主办出版发行 :中国环境报社

2016年6月
星期日

农历丙申年五月初一
6794期

今日12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85
邮发代号：1-59
中国环境网：WWW.CENEWS.COM.CN05

CCC H I N A E N V I R O N M E N T N E W SH I N A E N V I R O N M E N T N E W SH I N A E N V I R O N M E N T N E W S

本报记者郭薇北京报道 全
国人大常委会环境保护法执法检
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 6 月 3 日在
人民大会堂召开。记者从会议上
了解到，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
次对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实施情
况进行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
的重点包括：政府及相关部门环
保责任落实情况；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排污许可、环境监测、环
境影响评价、环境信息公开等主
要法律制度措施落实情况；以及
环保监察执法，违法行为查处等
方面采取的措施和存在的主要
问题。

会议听取了环境保护部、国
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
部、财政部等 9 部委关于本系统

贯彻实施环保法有关情况的汇
报，部署执法检查工作。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沈跃
跃、张平出席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
江对这次执法检查非常重视，作
出了重要批示。沈跃跃在讲话中
表示，开展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
是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一项重要
的监督工作。要通过 这 次 执 法
检 查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党 中 央 关
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决策部
署 和 环 境 保 护 法 的 各 项 规 定 ，
推动各地各部门牢固树立绿色
发 展 理 念 ，扎 实 推 进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深 入 了 解 法 律 的 贯
彻 实 施 情 况 ，积 极 回 应 人 民 群
众 对 环 境 的 关 切 ，推 动 人 民 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
问 题 的 解 决 ；深 入 研 究 环 境保
护领域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
全面推动环境保护工作。

沈跃跃说，张德江委员长多
次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坚持
党的领导，坚持依法行使职权，坚
持问题导向，坚持监督与支持相
统一，抓住执法检查各个环节，加
强和改进执法检查工作，努力增
强执法检查实效。这次执法检查
要认真落实好这些要求。

一要大力宣传贯彻新环境保
护法。通过执法检查，要让社会
各方面充分认识保护环境的重要
性、必要性、紧迫性。

二要推动解决环境领域突出
问题。要结合已经开展的大气污

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
成果和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工作，着
力推进相关法律制度的贯彻落实和
修改完善。

三要全面检查法律基本制度和
重要规定的落实情况，对环境违法
行为加大惩处力度，特别是对领导
干部责任追究、区域联防联控、按日
计罚、查封扣押等制度和规定执行
情况如何、落实是否到位，都是我们
在执法检查中要重点加以关注的。

四要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制度的健全完善。执法检查要督促
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环境保护法的
要求，抓紧制定完善、及时出台配套
法规和规章等制度。

沈跃跃强调，这次执法检查要
紧紧围绕检查重点，抓住法律实施

中的突出问题、主要矛盾和薄弱
环节，特别要注重发现带有普遍
性的问题，深入基层，深入实际，
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认真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深入
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提出针对
性的意见和建议，切实推动和改
进工作。

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在关
于贯彻实施环境保护法情况的汇
报中表示，环境保护部连续两年
开展实施年活动，推动一大批突
出环境问题得到解决，遏制了严
重污染行为，促进了环境污染治
理和经济转型，公众对新法的实
施效果总体比较满意。

陈吉宁同时强调，环境保护
法实施中尚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需要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一是
制度不够健全，落实地方政府责
任的法律条 款 有 待 强 化 。 二 是
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
对环境保护法落实任务分工不
明 确 ，行 政 执 法 与 刑 事 司 法 衔
接不够，在案件侦查、环境污染
损害鉴定评估等方面仍有不少
问题需解决。三是企业环保主
体 责 任 落 实 不 够 ，大 量 违 法 现
象仍屡禁不止。四是环境执法
能 力 建 设 滞 后 ，环 境 执 法机构
法律主体地位仍不明确，环境监
管人员严重不足、装备老化等问
题突出。

陈 吉 宁 表 示 ，下 一 步 环 境
保护部将坚持以改善环境质量
为 核 心 ，持 续 加 大 环 境 保 护 法

实 施 力 度 ，推 进 形 成 环 境 守 法
新 常 态 。 一 要 保 持 高 压 态 势 ，
坚持“督政”与“查企”并重、“严
惩违法”和“规范执法”并举，督
促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企事
业单位进一步加强本地区本行业
环境保护。二要开展中央环保督
察巡视和综合督查，严格落实地
方党委政府环境保护责任。三
要 着 力 破 解 体 制 机 制 束 缚 ，推
进 队 伍 专 业 化 、装 备 现 场 化 和
监 控 信 息 化 ，加 强 基 层 执 法 能
力 建 设 。 四 要 完 善 法 律 法 规 ，
增强环境保护法实施的可操作
性。五要及时主动公布环境质
量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环境信
息 ，严 惩 不 公 开 或 者 不 如 实 公
开环境信息的行为。

坚持问题导向 回应社会关切

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

本报记者王昆婷北京报道 环境保护部 6
月 4 日 向 媒 体 通 报 了《2015 中 国 环 境 状 况 公
报》。公报指出，2015 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
高度重视下，各地区、各部门以改善环境质量为
核心，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全力打好环境治
理攻坚战，严格环保执法监管，深化生态环保领
域改革，着力推动转方式调结构，持续加大生态
和农村环境保护，强化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生态
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公报显示，2015 年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
趋好，首批实施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 74 个城
市 细 颗 粒 物（PM2.5）平 均 浓 度 比 2014 年 下 降
14.1%。全国 338 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有 73 个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 21.6%；265 个城市
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 78.4%。480 个城市（区、
县）开展了降水监测，酸雨城市比例为 22.5%，
酸雨频率平均为 14.0%，酸雨类型总体仍为硫
酸型，酸雨污染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云贵高
原以东地区。

全国 423 条主要河流、62 座重点湖泊（水
库）的 967 个国控地表水监测断面（点位）开展
了水质监测，Ⅰ～Ⅲ类、Ⅳ～Ⅴ类、劣Ⅴ类水质
断面分别占 64.5%、26.7%、8.8%。以地下水含水
系统为单元，潜水为主的浅层地下水和以承压
水为主的中深层地下水为监测对象的 5118 个
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中，水质为优良级的监测点
比例为 9.1%，良好级的监测点比例为 25.0%，较
好级的监测点比例为 4.6%，较差级的监测点比
例 为 42.5% ，极 差 级 的 监 测 点 比 例 为 18.8% 。
338 个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监测，取水总量为 355.43 亿吨，达标取
水量为 345.06 亿吨，占 97.1%。

冬季、春季、夏季和秋季，劣四类海水海域
面积分别占中国管辖海域面积的 2.2%、1.7%、
1.3%和 2.1%。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辽东湾、渤
海湾、莱州湾、江苏沿岸、长江口、杭州湾、浙江
沿岸、珠江口等近岸海域。

全国308个开展功能区声环境监测的地级以
上城市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平均为 92.4%，比
2014年上升1.1个百分点；夜间监测点次达标率平
均为74.3%，比2014年上升2.5个百分点。各类城
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昼间达标率均高于夜间。

全国环境电离辐射水平处于本底涨落范围
内，环境电磁辐射水平低于国家规定的相应
限值。

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共建立各种类型、不
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 2740 个，总面积约 14703
万公顷。其中陆地面积约 14247 万公顷，占全
国陆地面积的 14.8%。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28
个，面积 9649 万公顷。

全国现有森林面积 2.08 亿公顷，森林覆盖
率 21.63%，活立木总蓄积 164.33 亿立方米。草
原面积近 4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 41.7%。

全国有 30 个省（区、市）遭受洪涝灾害，与
常年相比，因灾死亡人口减少 76%，为历史最
低；受灾人口、受灾面积、倒塌房屋分别减少
46%、45%、85%。全国旱情总体偏轻，全年耕地
受旱面积、人畜饮水困难数量均较常年同期明
显偏少；与常年相比，作物受灾面积、因旱粮食
损失、因旱饮水困难人数分别减少 52%、51%、
65%。受厄尔尼诺的影响，2015 年入春以来，森
林火险等级持续居高不下；进入夏季，北方重点
林区雷击火一度急剧高发；入秋，南方地区降水
持续偏多；入冬，北方气温偏高，冷空气活动频
次少、强度弱。预计，本次超强厄尔尼诺将继续
衰减，但对气候的影响仍将持续。

《2015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由环境保护部
会同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
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国家统计局、国家林业局、中国地震局、中国
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和国家海洋局等主管部门
共同编制完成，是反映中国 2015 年环境状况的
公开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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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霍桃北京报道 最高
人民法院日前出台了《关于充分发
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
保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将环境资源案件分为
涉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案件、
涉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案件、涉气候
变化应对案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诉讼案件等四大类，并明确了各类
案件的审判重点、审理原则和司法
政策。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
介绍，《意见》明确，要牢固树立严
格执法、维护权益、注重预防、修复
为主、公众参与的现代环境司法理
念，严格执行环境资源法律制度，
依法保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加大
预防原则的适用力度，落实以生态
环境修复为中心的损害救济制度，
坚持专业审判与公众参与相结合。

《意见》强调，依法审理涉环
境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案件，尤
其 是 要 加 强 对 人 民 群 众 普 遍 关
心的大气、水、土壤、海洋等环境
污 染 案 件 的 审 理 。 依 法 审 理 涉
土 地 、矿 产 、林 业 等 自 然 资 源 开
发利用相关案件，注重保障自然
资 源 合 理 开 发 利 用 与 促 进 资 源
节 约 、环 境 保 护 相 协 调 ，维 护 市
场交易秩序，保障自然资源和生
态环境安全。

围 绕 气 候 变 化 应 对 的 需 要 ，
《意见》要求，强调依法妥善审理好
涉及碳排放、能源节约、绿色金融
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纠
纷案件，促进各项减缓和适应气候
变化政策的落实。此外，《意见》还
提出，从有效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和
国家所有者权益出发，强调依法审
理 各 类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诉 讼
案件。

最高法出台意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保障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也是
我国第二个环境日，中国主题
为“改善环境质量 推动绿色发
展”。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
里，我们与您共同关注身边环
境之现状与问题，共同聚焦当
下环保之进展与困境，共同期
许环境质量之提升与改善，共
同 提 振 绿 色 转 向 之 决 心 与
信心。

一年来，环保工作奔着问
题去，奔着最棘手、最突出、最
复杂的问题去，找准了长期制
约环境问题解决的症结所在。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
等基础性改革不断深化，党委
政府责任虚化的沉疴逐渐得以
破题；中央督察、公开约谈、离
任 审 计 等 制 度 性 举 措 逐 步 强
化，重发展轻保护的积弊开始
得以缓解；按日计罚、限产停
产、查封扣押、行政拘留等震慑
性手段日渐硬化，“违法成本
低、守法成本高”的怪圈正在逐
步被打破。

一年来，环保工作朝着目标
走，朝着最重要、最关键、最现实
的目标走，明确了补齐全面小康
环境短板的路径所在。改革铺
路 、法 治 护 航 、转 型 引 领 ，赢 得
污 染 防 治 三 大 战 役 的 动 力 更
足 ；紧 盯 难 点 、把 握 重 点 、打 造
亮 点 ，不 断 改 善 环 境 质 量 的 发
力 更 准 ；源 头 严 防 、过 程 严 管 、
后果严惩，补足生态环保短板的
思路更宽；治理雾霾、消除黑臭、
修复土壤，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的
重点更明。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刚刚
公 布 的《2015 中 国 环 境 状 况 公
报》显示，74 个重点城市 PM2.5 平
均浓度同比下降 14.1%，73 个地
级以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
占 21.6%。967 个国控地表水监
测断面（点位）水质监测结果显
示，Ⅰ～Ⅲ类、Ⅳ～Ⅴ类、劣Ⅴ类
水 质 断 面 分 别 占 64.5%、26.7%、
8.8%。同比 2014 年，很多数据都
有了明显改观，更加坚定了我们
不断改善环境质量的信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核心在
“全面”，成效在“全面”，艰巨也在
“全面”。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
环境质量是关键。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之际，补足
生态短板、改善环境质量的时间

更紧、呼声更大、要求更高、任
务更重。在这一阶段，还是要
靠制度性的改革创新来引领绿
色转向，还是要靠严格化的环
境监管来倒逼发展转型，还是
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
结合，始终奔着问题去，坚定朝
着目标走。

当下之中国，改善环境质
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重要，其意义早已超越了生
态 环 境 本 身 ，辐 射 至 公 众 健
康、发展提质、社会进步乃至
全 面 小 康 社 会 的 建 成 ；坚 持
绿 色 发 展 ，变 得 比 以 往 任 何
时 候 都 更 加 关 键 ，其 影 响 早
已 超 越 经 济 增 长 本 身 ，延 展
至民生保障、发展持续、生态
文明乃至“两个一百年”目标
的 实 现。基于这一认知，就不
难理解，我们今天为何如此强
调生态环保，为何如此重视绿
色发展。

今日之中国，改善环境质
量和推进绿色发展，从来没有
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与
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发展一
起列为主要发展理念，“十三
五”规划纲要将生态环境质量
总体改善与经济保持中高速增

长、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等一起
列为主要发展目标。在这一大背
景下，改善环境质量和推动绿色
发展，互为促进、互为保障、互为
机遇。基于这一认知，就不难理
解，我们今年为何将环境日的主
题定为“改善环境质量 推动绿色
发展”。

我们希望，通过更加注重改
善环境质量，让发展理念更绿。
环境问题，追根溯源是发展问题，
是产业结构、发展方式、能源结构
的问题。当前，还有一些地方发
展理念跟不上，不善转型，不会转
型，甚至不愿转型。从近几年的
实践来看，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不
仅不会阻碍经济发展，而且还可
以引领和倒逼发展理念转变、发
展方式转型、发展质量提升，让发
展更平衡、更协调、更可持续，不
留后遗症。

我们希望，通过更加注重改
善环境质量，让发展动力更足。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黑龙江省考
察时强调，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
是生产力。这提示我们，良好的
生态环境，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
也是强大的发展驱动。环境保护
的外在压力，一定条件下可以转
化为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完全
可以成为处于速度换挡、结构调

整、动力转换过程中的中国经
济实现提质增效的切入点、发
力点和突破点。

我们希望，通过更加注重
改善环境质量，让发展成果更
实。保护环境既是发展需要，
也是发展目的。良好的生态环
境，是最重要的生态产品，也是
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
现。如果增长速度上去了，发
展规模上去了，环境质量下去
了，这样的发展就是没有质量
和效益的发展，这样的增长就
是有水分的增长，公众很难有
真正的获得感。因此，正确的
选 择 是 不 断 降 低 资 源 环 境 成
本，缓解资源环境压力，让发展
实起来。

到明年这一时刻，我们希
望，再来回顾环保工作时，可以
自豪地说，环境质量得到了更
大范围的改善，发展转型得到
了更深层次的推进，生态获得
感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提高，我
们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
标更近了一步。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
帆济沧海。改善环境质量，推
动绿色发展，让我们始终奔着
问题去，坚定朝着目标走，让我
们一起期待、共同努力！

始终奔着问题去 坚定朝着目标走
——热烈庆祝主题为“改善环境质量 推动绿色发展”的我国第二个环境日

社
论

6 月 3 日，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中心小学 100 名一年级移民孩子摆出“6·5 心”形图案，迎接环境日
的到来。 杨显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