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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速递

本报记者安世远 通讯员夏连琪 张继生西宁报
道 青海省委省政府日前召开全省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启动会议。省委书记王国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王建军分别作出批示。

王国生在批示中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及各部门
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开展环境保护督察，以强烈的政
治责任感切实抓好各类环境问题的查处整改，更好
地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持续筑
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王建军在批示中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及各部门要
进一步提高对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
的认识，不折不扣地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通过开
展督察，全力推进青海省生态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

迢迢生态文明路 壮哉美丽中国梦
——站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高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述评

◆本报记者岳跃国 谢佳沥史小静

生态兴则文明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今年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协
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摆上
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认识高度、推进
力度、实践深度前所未有。

一个个战略，正在付诸实践；一项
项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一张张蓝图，
正在徐徐展开。如今，生态文明之机
前所未有，生态文明之势越发强劲，生
态文明之路逐渐明晰。

迢迢生态文明路，壮哉美丽中国
梦。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的重要内容，建设美丽中国，虽任
重道远，但我们信心满怀。

生态文明之机前所未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生

态文明建设重视程度之高、部署频次之密、推进力度之大，堪称前所未有

2016 年 12 月 2 日，浙江湖州，全国生态文
明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
作出批示，张高丽副总理出席会议并讲话。三
位中央领导同志一同就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部
署，传递的信号不言自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的重要内容。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贯彻新发
展理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
意识，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风格。

放眼全球，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全球共
识，但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政党特别是执
政党的行动纲领，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个。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
置于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重视程度之高、部
署频次之密、推进力度之大，堪称前所未有。

白山黑水间，巍巍昆仑旁，婀娜长江源，茫
茫草原上，多姿钱塘畔，京畿燕赵地……习近
平总书记走到哪里，就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视带到哪里。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建
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
大计。”“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的事业。”

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我们的理解
更加深刻。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
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站在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 小 康 全 面 不 全 面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是 关
键。”“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我们的把握更加
到位。补齐短板的目标更加具体，环境质量改善
的核心更加凸显，环境管理转型稳步推进。

“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只要勤劳肯干，守着绿水青
山一定能收获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
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义，我们的考量更
加全面，打破了简单把发展与保护对立起来的
思维束缚，带来的是发展理念和方式的深刻转
变，也是执政理念和方式的深刻转变。

“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
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只有实行
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
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我们的认知更
加具体，强化环境法治、建立督察制度、开展离
任审计、严肃责任追究等顶层设计不断完善。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生
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
体观，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

功近利。”
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我们的认识更

加准确。必须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
及其内在规律，处理好部分与整体、个体与群
体、当前与长远的关系。

……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生态文明作

出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有关重要讲话、论
述、批示多达 100 余次，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

这是基于历史的战略考量。从历史视角
来看，发达国家一二百年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逐
步显现和解决的环境问题在我国累积叠加，突出
表现为环境质量差、生态损失重、环境风险高。

这是基于现实的战略决策。以现实视角
来看，生态环境整体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根本
遏制。总的来看，污染物排放量仍然处在一个
非常高的水平上，已经接近或超过环境容量。

这是面向未来的战略擘画。以未来视角
来看，经济发展带来的污染增量仍可能呈增大
趋势，排放总量仍将在千万吨级高位运行，守
法新常态形成仍需较长时间。

曾有外媒如此评论：“19 世纪英国教会世
界 如 何 生 产 ，20 世 纪 美 国 教 会 世 界 如 何 消
费。如果中国要引领 21 世纪，必须教会世界
如何可持续发展。”

对于可持续发展这一重大命题，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正以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来
审视，世界第一大党正以对环境保护的强力推
进来面对。

我们注意到，各类相关会议，各种相关规
划，各个相关改革，都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要
求纳入其中。

从全国两会到中央全会，环保屡成热点；
从三大发展战略到各类发展规划，环保屡成重
点；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到制度建设，环保都
是焦点。

我们注意到，从党中央到最高行政机关、
最高立法机关、最高司法机关，中央层面连续
发出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强音。

党中央、国务院密集发布有关生态文明建
设文件，全国人大加快环境法律制修订工作，
严肃开展相关执法检查，全国政协多次就加强
环保工作开展专题协商，“两高”3 年半内两发
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司法解释。

我们注意到，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
目标要求，“十三五”规划纲要将“生态环境质
量总体改善”明确为今后 5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要目标之一。

在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中，资源环境指
标达 16 项，且全为约束性指标。分量大、任务
重、要求高、约束强。

当下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党的主
张、国家战略、人民意愿。

这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前所未有的战略
机遇，能否牢牢把握，体现能力，考验智慧。

生态文明之势越发强劲——
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力度明显增强，环境治理原动

力逐渐被激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逐步提升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这样一件复杂大事，尤需因势而谋，应势而
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

继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最严格的水
资源保护制度之后，中央提出了第三个最严
格的制度：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

2012 年，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
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3 年，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
设；2014 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用严
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生态文明体
制“1+6”改革方案，明确要求建立健全八方面的
制度，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和体制改革“组合拳”。

2016 年 5 月，国办印发《关于健全生态保
护补偿机制的意见》；

6 月，中央深改组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的意见》；

8 月，中央深改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

9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省以下环保
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
作的指导意见》；

11 月，中央深改组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
意见》，国办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
施方案》；

12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
长制的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环
境保护税法》；

……
这些改革措施，都是生态文明制度“四梁

八柱”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激活环境治理的
原动力、提升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在一系列制度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的当
属环保督察。

2016年第一个工作日，河北石家庄，中央
环保督察组进驻河北。中央深改组2015年7月
1日定下的环保督察制度，拉开了帷幕。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要求将环境保
护督察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
强化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的要求。

针对河北省环境保护督察试点，习近平总
书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要在发现问题上下大
气力，敢于动真格的，认认真真把这项工作抓实
抓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7 月中旬起，内蒙古、黑龙江等 8 省区陆
续接受督察。11 月下旬起，第二批对北京、
上海等 7省市的督察全面启动。

河北被指原省委主要领导对环境保护工
作不是真重视，没有真抓；云南被指对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要求不严；广西被指环保为发展
建设让步的情况时有发生；江西被指环保不

作为、乱作为问题突出……
中央环保督察直指问题，动真格，重履

责，促整改，找准了各地生态文明建设的症结
所在，挖出了环境问题的病根，刺痛了地方党
委政府的敏感神经。

中央环保督察覆盖近半省份的同时，省
级督察也在同步推进。河北、陕西、四川、重
庆、福建、甘肃、湖南、湖北、山西、青海等省
份，有的印发了实施方案，有的已开展督察。

中央督察、省级督察、综合督查以及各类
专项督查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推动地方党
委政府尽职履责的督政体系。由此，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失职问责，更具操作性。

在一系列制度改革中，对管理体制影响
最大的当属垂管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行以块为主的地方
环保管理体制，使一些地方重发展轻环保、干预
环保监测监察执法，使环保责任难以落实，有法
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大量存在。

改革势在必行。2016 年 12 月，重庆、河
北相继启动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
制度改革。

上海、江苏、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
东、贵州、陕西、青海等 10 省份也已提出改革
试点申请，并开展了前期准备工作。

这一改革有着非常强的针对性，很大程
度上能使相关部门甩掉包袱，减少顾虑。

环境保护部地方环保垂直管理工作小组办
公室副主任吴舜泽将环保垂改看作环境治理的

“底盘性”制度改革，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关
键环节，是国家环境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

我们还注意到，其他领域的环保体制改
革也在快速推进。

四川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占全省面积的
40.6%；陕西占比 38.6%；湖北、江西占比均达
1/3；天津以法律形式划定红线。

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省、
江西省和贵州省大胆探索、先行先试，致力于
形成可复制推广的重大制度成果。

内蒙古、湖南、陕西、湖北、四川、广东、福
建、山东等十几个省份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进行了探索试点。

吉林、江苏、山东、湖南、重庆、贵州、云南
7 省市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
点，其中贵州、重庆已印发实施方案。

河北承德等首批 6 个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表试点城市中，有的已经公布自然资源资产
负债表情况。

……
所有这些探索创新，让中央改革举措落

了地，生了根，为各地发展积了势、蓄了力。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在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方面，谁认识深、反应快、力度
大，谁就能在接下来的发展实践中赢得先机
和主动。

下转二版

本报12月29日北京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
发表的《中国交通运输发展》白皮书显示，与 2010 年
相比，2015 年国家铁路单位运输工作量综合能耗下
降 6%，营运车辆单位运输周转量能耗下降 6.5%，营
运船舶单位运输周转量能耗下降 10.5%，民航吨公
里油耗下降近 5%。

白皮书指出，“十二五”期间，公路路面废旧料循
环利用率达到 40%。高速铁路采用“以桥代路”，有
效节约了耕地，减少了对沿线城镇的切割。实施“公
交优先”战略，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运输工具不断增
加，公共自行车系统快速兴起。

国新办发表交通运输发展白皮书

我国铁路综合能耗下降6%

青海启动环境保护督察
省委书记王国生、代省长王建军作出批示

安徽省代省长李国英对治水治气作出批示

促进水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本报讯 安徽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李国英日前对

加强全省大气、水污染防治工作作出批示。
批示要求，全省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落

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充分认识当前大气污
染防治面临的严峻形势，立即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促进
大气、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批示强调，全省要切实负起责任，加强调度督
查，强化建筑扬尘整治，严厉查处环境违法行为，严
格实施考核问责，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建设

“五大发展”的美好安徽不懈努力。 潘骞 陈伟

本报讯 北京、河北、河南日前发布通知，启动空
气重污染预警。北京市将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 0 时
至 2017 年 1 月 1 日 24 时，启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
警。河北中南部、中东部将从 29 日 22 时分别启动区
域重污染天气红色（Ⅰ级）、橙色（Ⅱ级）应急响应。
河南省郑州、濮阳、新乡、安阳、开封、鹤壁、洛阳 7 个
省辖市和巩义、兰考、滑县、长垣 4 个省直管县（市）
及航空港区，从 12 月 30 日零时至 2017 年 1 月 5 日，
启动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响应。焦作、平顶山、三门
峡、许昌、漯河、济源、商丘 7 个省辖市和汝州、永城 2
个省直管县（市），从 12 月 29 日 15 时起至 2017 年 1
月 5日，启动重污染橙色预警应急响应。

北京河北河南启动重污染预警

本报讯 本报从今年 2 月开始启动“我为改善环
境质量献一策”征文活动，面向环保系统和社会各界
广大读者征集改善环境质量的好思路、好方法、好措
施、好经验。内容涉及推进改革、创新深化污染治
理、强化预防措施、严格执法监管等方面。从 2 月 22
日刊登第一期以来，截稿至 9 月 30 日，共收到来稿
574篇。截至 12月 12日，共刊登 62篇。

活动结束后，本报邀请相关专家学者组成评委
会，以新、实、精为标准，即：提出的政策措施思路新、
方法好，对推动环境质量改善有重要作用；实用性
强，从政策制订到基层措施，提出的建议措施可落
地，具有较强的可实施性；语言表达精美准确，典型
案例选择适当，文章可读性强等对刊登作品予以
评审。

本次征文评选出一等奖 3 名，各奖励 IPAD 一
台；二等奖 5 名，各奖励电子书掌阅一台；三等奖 10
名，各奖励拍立得相机一部；优秀奖 30 名，各奖励背
包一个。 获奖名单见今日三版

“我为改善环境质量献一策”
征文活动评选结果揭晓

2016年终特稿

本报记者王昆婷12月29日北京报
道环境保护部今日向媒体通报了2016年
1~11月各地《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执行
情况以及与司法机关联动的情况，并公布
地方环保部门查处的示范性、典型性案
例。环境保护部对1~11月份案件数量在
前五位的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安徽5地
提出表扬。同时，对执法力度不断加强、
11月份案件数量跃居全国前五名的陕西
省提出表扬。1~11月，案件较少的海南、
青海、宁夏、天津、上海等地以及大气环境
质量差的石家庄、安阳、焦作、邯郸、衡水

等城市还需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局长田为

勇介绍说，11 月全国按日连续处罚案件
206 件，罚款数额 6382.9 万元；查封、扣
押 案 件 1379 件 ；限 产 、停 产 案 件 1010
件；移送行政拘留 552 起；移送涉嫌环
境污染犯罪案件 221件。

1~11 月，按日连续处罚案件共 798
件，罚款数额达 75012.82 万元，查封、扣
押 案 件 7413 件 ，限 产 、停 产 案 件 4410
件，移送行政拘留 3274 起，涉嫌犯罪移
送公安机关案件 1725 起。

田为勇表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各
类案件数量均有所上升，执法力度持续
加大。其中，按日连续处罚案件数量上
升 31%，适用查封、扣押案件数量上升
100%，适 用 限 产 、停 产 案 件 数 量 上 升
76%，移送拘留案件数量上升 89%，移送
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数量上升 17%。

田为勇说，1~10月份案件数量为零的8
个城市，11月份均开始有适用配套办法的案
件，案件总数为43件。截止到11月底，全国
所有地级城市均有适用《环境保护法》4个
配套办法的案件。相关报道见今日六版

环境保护部通报各地环保法配套办法执行情况

所有地级城市均已有适用新法案件
海南青海宁夏天津上海以及石家庄安阳焦作邯郸衡水等城市需强化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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