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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两会进行时

李强：保护环境没有局外人
本报记者李莉 范晓黎南京报道 江苏省委

书记李强在近日召开的江苏省政协十一届五次
会议上强调，在环境保护上，每一个人都是责任
者、没有局外人，要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
身边事做起，强化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补齐生
态短板，让共同的家园一年更比一年美。

李强指出，江苏经济发展、人口集聚与环境
承载之间矛盾比较突出，生态环境欠账较多、治
理保护的任务较重，补齐生态短板，是江苏人必
须担负的历史责任。全省上下都要从思想深处
真正警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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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赢生态保护
和环境治理的攻坚战，决不能将包袱留给未来、
留给下一代。

李强要求，要大力推进“两减六治三提升”
专项行动，立下军令状，拿出硬措施，一项一项
组织推进，着力解决突出问题，有效控制环境风
险，尽早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的根本性好转。要
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坚持对环境违法行为零容
忍，严厉惩处背后的利益获得者和姑息纵容者，
决不允许把污染成本转嫁给社会。

◆本报记者吴玉萍

“太阳和月亮一个样，白天和晚上一个
样，麻雀和乌鸦一个样，鼻孔和烟囱一个样。”
曾经，兰州人这样调侃尘霾笼罩的家园。

2011 年底，甘肃省兰州市打响大气污染
治理整体战攻坚战。经过几年的治理，如今，
兰州市已稳定退出全国十大空气重污染城市
序列，并在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荣获
今日变革进步奖。

作为西部欠发达城市，如何在大气污染防
治上实现成功逆袭？兰州市的回答是，打破惯性
思维，严格执法“硬”减排，强化督查问效，层层传
导压力，用精细管理为污染治理腾空间。

打破惯性思维，严格执法“硬”减排

长期以来，面对两山夹一河、冬季无风、
产业结构以重化工为主的城市环境，兰州市
虽然实施了一些治理措施，但始终无大的突
破。“治理大气单靠努力不行，关键还要天帮
忙”这一想法一度深入人心。

甘肃省环保厅副厅长、原兰州市环保局局
长闫子江说，只有打破长期形成的惯性认识和思
维，坚定治污的决心，打消治理污染影响经济发
展、治理污染可能带来各种短期矛盾和压力、污
染难治甚至不可治、大企业难管不好管的四大顾
虑，大气污染治理才能找准路子，走对方向。于
是，兰州市在财政有限的情况下，不等不靠，拿出
法律武器督促企业减排，“杀出了一条血路”。

在工业污染治理方面，兰州市先后引导
投入 10 亿元，对全市火电、化工、钢铁、水泥、
砖瓦等高排放行业的 210 家企业全部进行深
度治理，重点实施了燃煤电厂除尘脱硫脱硝
改造等项目。目前，全市火电机组颗粒物排
放浓度均达到国家限值要求，城区三大电厂
污染物排放量同比下降 60%以上。

在污染最严重的采暖期，对高排放工业
企业实行停产减排，2015 年至 2016 年“冬防”
期间，对 226 家砖瓦、铸造等企业实行了停产
减排措施。对环境污染严重的落后产能企业

进行关闭淘汰，其中，2014 年关闭淘汰 7 家企
业的 20条（台、套）落后生产线。

此外，推动工业企业向产业园区集中，腾
出环境容量。2012 年，国务院批复设立国家
级兰州新区后，兰州启动实施 107 家企业新区
搬迁改造，不仅有效扩大了城市环境容量，而
且使工业企业“出城入园”成为淘汰落后产能
的过程，成为扩大新产能的过程，成为企业脱
胎换骨式改造升级的过程，也成为创新体制
机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促进了产
业布局和城市结构的调整优化。

在能源结构调整方面，兰州市从“治、管、
控”入手减煤量、控煤质。

兰州市环保局大气污防处处长武卫东介
绍，兰州市对城区燃煤供热锅炉进行“换血
式”的煤改气治理，2012 年至 2014 年，对主城
区 716 家 1286 台 8270 蒸吨燃煤锅炉实施了热
电联产并网和煤改气，使原煤散烧供热锅炉
退出主城区供热历史，对城乡结合部和高坪
地区的 574 家 615 台 870 蒸吨经营性立式燃煤
茶浴炉进行了集中治理改造。共计削减二氧
化碳 479 万吨，使煤炭在城市能源结构中的比
例从 80%下降到 60%。

另外，改进规范城区煤炭供销体系，整合
规范两家煤炭专营市场和 218 家二级营销网
点，统一配送居民用煤，对低收入家庭给予优
质燃煤补贴。同时对运煤车辆和劣质煤实行
24 小时卡口管控，严禁流入市区，确保居民使
用符合环保要求的煤炭产品。

在监管执法方面，兰州市冬季采暖期采取
“一竿子插到底”的执法模式，对全市重点用煤企
业实行24小时驻厂监察。据西固热电公司燃料
管理部主任芦馨楠介绍，企业自5月份起就有兰
州市工信委和市质监局3名同志全天候驻场，对
煤的进场使用实行限负荷、限煤量、限煤质、限浓
度、限总的“五限”措施。据测算，这一监管措施
促使兰州市减少工业动力用煤135万吨。

在机动车污染治理方面，针对城市道路
饱和度高、尾气污染重的现状，兰州市重点在

“车、油、路”3 个方面下功夫。强力淘汰黄标
车和老旧车辆，过去 4 年，兰州市淘汰黄标车

和老旧车辆 12.5 万辆，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
5325 辆。同时，实施了机动车常年尾号限行，
省、市单位错时上下班，禁止黄标车、重型柴
油车进入城区，城区二氧化氮和一氧化碳日
均浓度下降 22.73%和 9.53%。

此外，兰州市坚持把生态增容减污作为
一项治本之策，着力构建环绕城市的绿色生
态屏障，重点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加强“三
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对整个市域进行封山育
林，推进生态湿地修复和城市生态水系开发。

实行重在落实见效的五项工作机制

在大气污染治理中，兰州市坚持管理创
新、执法创新、机制创新、科技创新和绩效创
新，并且以坚强的执行力确保工作抓实见效。

兰州市把大气污染防治顶层谋划的“最
先一公里”和具体落实的“最后一公里”结合起
来，按照“一格多用”的思路，全面推行了城市网
格化管理，将市区划分为 1482个网格（楼院、小
区），实行市、区、街道三级领导包抓，建立了网格
长、网格员、巡查员、监督员“一长三员”制度，实
现城市管理网格全覆盖、巡查全天候、调度数字
化和应用多元化，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不留空白、不留死角的工作体系。

为进一步强化监管，东岗西路社区在网格
员的基础上，延生出了环保瞭望员，在电子大厦
设立瞭望台，聘请两名同志为专职瞭望员，轮流
监管所辖4个街区3800平方公里的片区。

为严格执法，兰州市成立了西北首家、全
国第二家公安环保分局，形成了行政执法和
司法的无缝对接，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新环保法实施以来，兰州市共对 152 家违法企
业进行了行政处罚，处罚金额 722 万元，以环
境污染罪刑事逮捕 1 人、治安拘留 7 人，对 20
家环境违法企业进行了训诫谈话，特别是对
中石油兰州石化公司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公开
曝光，受到社会和舆论广泛关注，并有力推动
该企业 13个环保治理项目加快实施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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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蒋朝晖 阎杰

《云南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
点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云南《实施方
案》），《重庆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
点实施方案》（以下简称重庆《实施方案》）近
日印发，标志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
试点工作正式在云南省和重庆市启动。

加上此前的贵州，国家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改革试点的七省市已有 3 省市出台了
相关实施方案。

在试点目标方面，云南提出，2016 年，重
点是建制度、打基础、做准备，初步建立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并同步开展案例实
践；2017 年，通过案例实践进一步修改完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为全国试行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
经验；从 2018 年开始，按照国家统一的要求
继续开展工作。

2016 年，重庆市成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改革推进领导小组，设立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与替代修复资金核算专账。同时，落实
部 门 职 责 分 工 ，推 进 相 关 配 套 制 度 、机 构
建 设 ，开 展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试 点 。 2017
年 ，总 结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案 例 试 点 经
验 ，初 步 建 立 符 合 重 庆 市 情 的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评 估 技 术 方 法 、磋 商 制 度 、诉 讼 制
度、资金管理制度、绩效评估制度、执行监
督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到 2018 年，在重庆
市全面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并指导
区县开展相关工作。

云南：突出案例实践

云南省环保厅副厅长高正文介绍，推动
云南《实施方案》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
各成员单位全面参与和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
持。目前，云南省已开展了云南省生态环境
损害鉴定评估专家委员会的组建工作等试点
相关准备工作。下一步，云南省将以案例实

践为重点，抓好案例筛选和案例实践工作，以
案例实践推进全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
革试点各项工作。

试点期间，云南省将选择符合条件的生
态环境损害典型案例，以损害鉴定评估、磋
商、诉讼、损害修复与赔偿执行等为实践重
点，积极探索分期赔付、多样化责任承担等方
式，总结经验，由点及面，推动全省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并对国家《试点
方案》的进一步完善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加快推动关键制度机制设计上，云南
省将以赔偿磋商、赔偿诉讼、损害鉴定评估、
赔偿资金管理等为重点，细化赔偿磋商的工
作程序，赔偿磋商与诉讼的衔接规则，探索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与环境公益诉讼的衔接机
制，研究制定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管理制
度和工作程序，做好鉴定评估与司法程序的
衔接，做好赔偿资金管理的顶层设计和相关
机制建设。

在探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社会化分担
方式上，云南省将积极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社会化分担制度的研究，探索建立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基金，拓宽基金融资渠道，推行生
态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制度，探索企业或者行
业环境损害责任信托基金制度、环境修复类
债券等绿色金融手段。

据了解，云南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云南《实施方
案》落实工作的统筹协调、跟踪了解、督促检
查，确保改革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云南
省政府将加强督查考核和跟踪审计，确保改

革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重庆：明确四方面重点

重庆市环保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余国
东介绍，重庆《实施方案》结合重庆市工作实
际提出了具体实施措施。

其一，进一步扩大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责任的情形。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在国家
试点方案要求的基础上，重庆《实施方案》对

“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赔偿权利人认为有
必要的”的情形，可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
任，进一步扩大追究责任的范畴。

其二，建立市政府统一领导、多部门分工
协作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机制。重庆市
将建立由市政府统一领导，市环保局具体负
责，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经济信息委、
市科委、市城乡建委、市交委、市农委、市公安
局、市国土房管局、市市政委、市水利局、市国
资委、市林业局、市政府法制办等相关部门以
及各区县政府分工协作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工作机制，确保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损害
赔偿磋商、损害赔偿诉讼、生态环境修复、损
害赔偿、修复执行监督和绩效评估等职责得
到落实。

其三，扶持培育多种类别的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技术队伍。鉴于重庆市生态环境损害
调查、鉴定评估、修复效果后评估等领域专家
库尚未全面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从业人
员素质参差不齐，技术力量有待充实。重庆

《实施方案》提出需要培育壮大生态环境损害
鉴定评估和绩效评估技术队伍，规范生态环
境修复技术队伍和治理队伍，结合环境资源
审判咨询专家库建立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专家库。

其 四 ，细 化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工 作 程
序。重庆《实施方案》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
作流程细化分解为生态环境损害报告、鉴定
评估、赔偿磋商、赔偿诉讼、生态环境修复、绩
效评估等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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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例实践推进改革 用制度保障落实责任

滇渝启动损害赔偿制度改革

作为西部欠发达城市，如何在大气污染防治上成功逆袭？

兰州蓝出于精细间
打破惯性思维，严格执法硬减排，层层传导压力

本报记者周雁凌 季英德2月6日济南报
道 在今天召开的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六次会议上，山东省省长郭树清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强调，更大力度抓好环境保护。

郭树清强调，要以坚定的意志、扎实的行
动、严格的执法，努力解决雾霾等大气污染问
题。执行大气污染物第三阶段排放标准限值，
健全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落实减煤、抑尘、
控车、除味、增绿的具体措施。全面加快锅炉高
效环保改造和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普遍实
施民用散煤综合治理。加强扬尘整治和渣土运
输管理。持续开展加油站清理整顿和油品质量
专项检查，强化高排放车辆监管。做好气象、环
境状况监测和预报预警。加强江河湖泊环境保
护，落实河长制。对涉水污染源实行排放总量
与浓度“双控制”，全面整治城乡黑臭水体。加
强重要饮用水水源及南水北调水质安全保障。
开展重污染土壤治理和修复试点。开展环境保
护督察，对环境违法行为实行联合惩戒。

郭树清：着力解决大气污染问题

本报见习记者吕俊长春报
道 吉林省近日出台《关于加快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升 环 境 质 量
工 作 的 指 导 意 见》（以 下 简 称

《意见》），推动全省生态文明建
设 进 程 ，加 快 环 境 质 量 改 善
步伐。

《意见》强调，要强化源头治
理和管控。全面贯彻落实吉林省
清洁空气、清洁水体、清洁土壤行
动计划，突出抓好城市生活区、生
产区和严控区环境管理。以全省
东、中、西三大区域板块建设为载
体，以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
敏感区和脆弱区为重点，科学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严格落实《生态
保护红线区管理办法（试行）》。

《意见》提出，要建立职能明
确的责任体系。建立“谁污染谁
负责”“谁主管谁监管”的责任管
理机制，落实辖区管理责任。市

（州）政府加大对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投入力度，突出对市区生态环
境进行治理和监管，加强对所辖
区内县（市、区）的工作指导；县

（市、区）政府重点加强环保公共
设 施 建 设 ，落 实 辖 区 污 染 监 管
责任。

此外，《意见》指出，要不断完
善创新监管制度，强化生态环境

综合评价。要强化行政执法与司
法衔接联动。加强生态环境行政
执法与司法衔接，健全完善环保
部门与司法机关的联席会议、重
大环境案件挂牌督办等衔接机
制。加大生态环境资源案件执行
力度，对于涉及生态环境资源的
案件优先立案、优先审理，实施生
态环境资源案件审理的专门化。
要坚持以县域管控区为单元，建
立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按照《吉林省县域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评价办法（试行）》，实行绿
牌、蓝牌、银牌、黄牌和黑牌分类
管理制度。

吉林省出台生态文明建设指导意见

强化源头管控 明确责任体系

与一些地方相比，兰州大气污染治理面
临底子薄、生态脆弱、产业和能源结构偏重等
诸多不利条件。兰州见蓝，最大依仗不是其
他，正是在环境管理上的创新。

陈吉宁部长在今年全国环保工作会议上
指出，要落实新发展理念、创新方式方法，持
续提高环保工作预见性、科学性、系统性、针
对性和有效性。兰州的经验正是最好的诠
释。

面对大气污染治理的繁重任务，兰州市
各地党委、政府牢记使命、坚定决心、勇于担
当，这是敢管。理念上，保护与发展相统一；
思路上，严防与严管相结合；手段上，经济与
法律、行政相互补，这是善管。通过治理大气
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带动经济发展、凝聚民
心民意、提升城市形象，这是会管。

设立环保瞭望员，进一步健全网格化管
理；成立公安环保分局，进一步强化环境监管
执法；市委、市政府督查室合二为一，进一步
加强督查问责……一系列扎实有力的具体举
措，推动兰州市在治气工作上实现了管到家、
管到位、管出了成效。

今年是“大气十条”第一阶段实施的最后
一年，各地在清醒认识当前治气工作面临的
困难和问题的基础上，不妨学学兰州经验，厘
清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式，坚定信心，知难
而进。

强化管理 创新为先
谢佳沥

随着气温逐渐回升，江西省各地乡村花开遍野、黄绿相间、鸭群戏水，吸引众多游客前往踏青赏花，采
撷春光。图为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新溪乡万亩油菜花基地，金灿灿的花朵陆续绽放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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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深改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召开

审议通过《按流域设置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机构试点方案》
强调要实现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环评、统一监测、统一执法

据新华社2月6日电 今日召开的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按流域设置环境监
管和行政执法机构试点方案》。

会议强调，按流域设置环境监管和
行政执法机构，要遵循生态系统整体性
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将流域作为管理
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理顺权责，优
化流域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能配置，
实现流域环境保护统一规划、统一标
准、统一环评、统一监测、统一执法，提

高环境保护整体成效。
会议强调，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抓改

革，具有重要示范作用，要以上率下，真
抓实干。党中央关于改革的精神要第
一时间传达贯彻，党中央部署的改革任
务要积极部署落实，党中央提出的重大
改革问题要认真研究解决。要在研究
改革思路上发挥主导作用，把住重要改
革方案的质量关，把党中央要求和地方
部门实际结合起来，抓关键问题、抓实
质内容、抓管用举措，不做华而不实的

表面文章。要把调研贯穿改革全过程，
做到重要情况、矛盾问题、群众期盼心
中有数，对改革举措成效如何，要刨根
问底，掌握实情。

改革越向纵深推进，遇到的硬骨头
越多。看准了的事 情 ，党 政 主 要 负 责
同 志 要 敢 于 拍 板 、敢 于 担 当 ，坚 定 不
移 干 。 对 一 些 重 大 改 革，其他层面协
调难度大的，要敢于接烫手山芋，加强
统筹协调，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营造良
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