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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要加快发展，但随之也将
带来更大的生态和环境保护压力。且看福建省如何逆
势突破，取得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看看，，环境优等生如何答好生态卷环境优等生如何答好生态卷
这是一片逐绿而进，活力迸

发的土地。
从 21 世纪初提出生态省战

略，到 2014 年被国家批准为全国
第一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再
到 2016 年成为首批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之一，在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征程中，福建省一以贯之，
并不断取得突破。

环境质量全优并不意味着贫
穷，贫穷也保护不了生态。在持
续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的同时，
福建省委、省政府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像保
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把生
态保护优先贯穿到规划计划、具
体项目和日常工作中，决不以牺

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发展、
决 不 要 带 污 染 的 GDP。 当 前 ，

“生态资源是福建最宝贵的资源，
生态优势是福建最具竞争力的优
势，生态文明建设应当是福建最
花力气的建设”已成为福建全省
上下广泛的共识。

2016 年，福建 12 条主要河流
水质继续保持为优，Ⅰ类～Ⅲ类
水质比例为 96.5％，同比提高 3.2
个百分点，其中Ⅰ类～Ⅱ类水质
比 例 为 60.1%，同 比 提 高 16.4 个
百分点；九个设区城市空气质量
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 98.4%，同
比提高 0.5 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
水平高 19.6 个百分点；PM2.5 年均
浓度 27 微克每立方米，比全国平

均水平低 42%；福州、厦门在全国
74 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中
分列第五位、第四位。作为生态

“优等生”，是否可以高枕无忧？
福建给出的答案是：环境质量只
能更好，不能变坏。在环境质量
高位运行的基础上优中求进。

把 生 态 和 环 境 保 护 的 成 果
落 实 到 每 一 座 青 山 、每 一 条 绿
水、每一片蓝天、每一座民居和
村落上，福建不仅保持了自然生
态的纯朴率真，更绘就了壮美的
民生画卷。如今，“清新福建”已
成为享誉海内外的金字招牌，而
这一切，正是福建人遵循自然规
律 、建 设 生 态 文 明 获 得 的 丰 厚
回报。

以机制
活为牵引，
推进生态文
明试验区建
设和环境保
护工作

在新与变间求索，在破与立
中转身。福建省以体制机制创新
为抓手，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崭
新活力。

长期以来，重视经济发展，忽
视环境保护的问题在一些地方屡
见不鲜，如何让地方官员跳出唯
GDP 是瞻的怪圈？

肩负着为构建生态文明制度
“四梁八柱”探索路径重要使命的
福建这样破题：创新目标责任制，
强化地方和相关部门守土有责的
责任意识；创新环境管理体制，以
新思路谋求新突破；推进环保市
场化机制建设，用经济杠杆撬动
环境治理。

通过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的
推动，八闽大地上，地方党委政府

主导、环保部门主抓、各职能部门
统筹协调齐抓共管的大环保格局
正逐步形成。把季度督查通报制
度和省级环保督察作为钢牙利器，
倒逼和推动各地扎牢环境保护的
篱笆，让生态文明建设落到实处，
一批突出环境问题得到解决。

把生态红线作为百姓的生命
线，福建省以严格实施主体功能
区规划为基础，开展省级空间规
划试点，推进多规合一，让“先污
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的难题
迎刃而解；以问题为导向，环境质
量会商机制不仅要分析数据，还
要找出原因，对症下药，取得了实
打实的成效；通过开展自然资源
资产负债表编制、党政领导干部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GEP 核

算等试点工作，用制度引导和督
促地方政府牢牢守住“环境质量
只能更好、不能变坏”的底线，让
子孙后代永享“清新福建”。

以 市 场“ 活 水 ”换 取 蓝 天 碧
水，福建省在用经济杠杆撬动环
境治理方面同样先人一步、快人
一拍。排污权交易让原本无价的
环境资源成为企业争抢的“香饽
饽”；企业环境信用评价，让环保
不良企业在贷款、评优等方面“此
路不通”，推动企业监管由他律向
自律转变；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只
要用几万元就能为企业承担几百
万的风险，环保领域也能花小钱
办大事。如今，在福建的生态环
境保护中，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正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以改革
树牢绿色理
念，用行动推
动绿色发展，
让产业结构
升级、污染和
能耗降级

福建省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
供给侧改革的催化剂，围绕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提出的“培育加
快绿色发展新动能”，通过源头管
控、环保项目带动、倒逼高耗能高
污染行业退出等举措多点发力，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挤出粗放发
展水分，释放绿色驱动红利。

环保硬约束，为八闽发展绿
色经济腾出了空间。福建省出台
并认真实施全省“十三五”环境保
护规划，强化源头管控，严格落实
主体功能区规划。划定生态保护
红线，严把产业政策关、消耗关、

环保关，实行差别化环境准入政
策。推进“放管服”改革，强化已
下放 59 项行政权力事项的事中
事后监管。全省环保系统所属的
12家环评机构全面脱钩。

发挥环境治理项目的加法效
应，带动环境治理。2016 年，福
建持续加大环保重点领域投资力
度，推进重点流域环境整治、小流
域环境综合整治、燃煤电厂超低
排放改造等环境治理项目，全年
完成有效投资约 80 亿元，占年度
计划的 114%。

做好过剩产能减法文章，激

活一方绿色发展动力，通过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综合运用环
保电价、等量淘汰等政策助推产
业转型升级，全面超额完成国家
下达的减排各项任务。加快淘汰
落 后 产 能 ，倒 逼 企 业 绿 色 转 型
升级。

同时，福建还把建设生态家
园作为最普惠的民生，去年，厦
门、泉州两市获国家生态市命名，
福州市通过国家生态市考核验
收；永泰、东山等 27 个县获国家
生态县命名，绿色创建工作位居
全国前列。

着力打
好污染防治
三大战役，
持 续 放 大

“生态美”这
一福建发展
的永续优势

福建始终把解决人民感受最
直观、反映最强烈的环境问题作为
改善民生的重要着力点，作为建设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具体行动，
实施清单管理、溯源治理，分地区、
分行业梳理，列出问题清单，找准
问题根源，深入排查隐患，加强源
头预防，强化责任落实。

在水污染防治方面，推进造
纸、印染等十大重点行业专项整
治，持续整治矿山采选行业。加
强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制定《福建
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十三五”规
划》以及专项整治方案。制定小
流域及农村水环境整治计划，建
立小流域有专人负责、有检测设
施、有考核办法、有长效机制的

“四有”机制。建立全省小流域监
测 体 系 ，新 增 监 测 点 位 636 个 。
2016 年，列入省级考核的 44 条小
流域已有 18 条水质得到提升，其
中 15条消灭劣Ⅴ类水体。

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深化
火电、钢铁等重点行业污染治理，
落实环保电价等政策。持续推进
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目前已
完成改造 27 台，占应改造机组装
机容量的 65.9%。推进石化、化
工等重点行业 VOCs 治理。推进
移动源污染治理，全省共淘汰黄
标车 89557 辆，完成年度淘汰任
务的 112%。福州市将空气质量
提升列入挂牌督办项目，实行通
报和红、黄牌警告制度。厦门市

突出主要污染因子治理，将扬尘
控制纳入城市管理考评的重要
内容。

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率先
出台《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
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重点任
务。开展土壤详查前期准备工
作。强化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
出台《福建省“十三五”危险废物
污染防治规划》等政策文件，推动
各地危险废物管理水平进一步
提升。

从 点 到 面 ，从 问 题 到 根 源 ，
“水陆空”三位一体向污染宣战，
力补环境质量高位运行的短板，
一道绿色的环保屏障在八闽大地
正越筑越牢。

强化环
境监管，以
责无旁贷的
责 任 与 行
动，当好“清
新福建”的
守护者

让 最 严 环 境 执 法 成 为 新 常
态，福建省环保系统在当好“清新
福建”神圣守护者方面的决心，从
下面几组数据中可见一斑。

2016 年，福建全省行政处罚
案件 3795 件、同比增长 19.8%，罚
款 1.4 亿元、同比增长 67.7%，全
省实施查封扣押 1212 起、限产停

产 241 起、按日计罚 54 起、行政拘
留 339 起，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
罪案件 178 起。办理适用新环保
法“四个配套办法”和移送涉嫌环
境犯罪案件量居全国第四位。

实施“双随机一公开”机制，
建立市场主体和执法人员库，破
除环境执法“灯下黑”，不留死角、

不存盲区。全省环保系统共随机
抽查企业 4673 家（次），查处一批
环 境 违 法 企 业 。 推 动“ 两 法 衔
接”，健全完善省环保厅与省检察
院、省公安厅协调联动机制，遇重
大案件联合会商、联合督导；联合
省公安厅先后 3 次开展“清水蓝
天”环境执法专项行动，共移送涉
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125起。

强化环保网格化监管，建立
与综合治理网格无缝对接、全覆
盖、精细化的环保网格化监管体
系，推动环境监管力量向基层延
伸，打通最后一公里。完成市、
县、镇、村级网格划分，落实环保
三级网格（乡镇、街道）1237 个、
四 级 网 格（行 政 村 、社 区）17310
个、五级网格（自然村等更小细胞
单元网格）6650 个，明确环保网
格员 36083 人。

出重拳、用重典，动真格，既
要打攻坚战，也要打持久战。环
境执法已成为守护“清新福建”的
中坚力量。

深化改
革创新，当
好全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
探路者和引
领者

2017 年，福建省将继续扎
实推进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在进一步落实去年“15＋3”重
要改革任务的基础上，推动今
年 17 项改革任务加快落地，创
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让人民享受更多生态红利，让

“清新福建”的金字招牌更亮。
立足生态优势，福建省把

改革试验作为推动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抓手，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对其他地区
具有借鉴意义的改革成果已初
具雏形。“深化”已成为 2017 年
福建体制机制创新的关键词。

深化环保责任机制改革。
完 善“ 党 政 同 责 ”，修 订 完 善
2017 年 党 政 领 导 环 保 目 标 责
任书和指标体系，细化出台考
核办法，建立更具刚性的考核
机制。健全“一岗双责”。出台
生态环保责任清单，强化目标
责任落实，推动形成“管发展必
须管环保、管行业必须管环保、

管 生 产 必 须 管 环 保 ”的 工 作 格
局。完善“一季一督查”。明确职
责分工，由省直相关部门通报所
负责领域的生态环保问题，构建
大环保工作格局。

深 化 环 保 护 理 体 制 机 制 改
革。实行环保垂管改革，从机构、
监测、监察、执法 4 个方面进行改
革，上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和监
察职能，加大对地方党委政府及
其相关部门履行环保责任的督查
力度。作为首批试点省份，福建
省环保厅将抓紧制定《福建省环
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
度改革实施方案》。同时，结合垂
管改革探索按流域设置环境监管
和行政执法机构试点，构建跨地
区的流域水环境保护机制。尽快
修订福建省生态红线划定方案和
配套制度，强化红线的刚性约束。

构建以排污许可为核心的固
定源管理制度。分阶段、分行业
推进“一证式”管理。推动建立覆
盖全省、统一规范的全流域生态

补偿机制，把生态环保指标作为
补偿资金分配的重要因素。推进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试点，加快制
定试点方案和地方技术鉴定标
准，探索形成损害担责、赔偿到
位、修复有效的赔偿机制。推动
厦门市、武夷山市探索建立生态
系统价值核算的“沿海样本”和

“山区样本”。
深化环保市场化机制改革。

在原有 8 个行业试点基础上，全
面推行排污权交易。创新农村环
境整治机制，以市或县为整体，探
索购买服务方式交给专业公司治
理并运维，提升农村环境整治效
果。探索建立环境自动监测设施
的社会化运维机制，全面开放环
境监测服务市场，推动成立环境
监测服务行业协会，强化行业自
律管理。围绕五类高风险行业，
进一步梳理应投保企业名单并向
社会公开；制定优惠政策，引导企
业投保。分级开展企业环境信用
评价工作，强化企业自律意识。

山清水秀但贫穷落后，不
是美丽福建；殷实小康但资源
枯竭、环境污染，同样不是美丽
福建。

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
思维，福建省积极推动绿色布
局，让 GDP 变绿变优。围绕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严格落实主
体功能区规划，实行差别化市
场准入政策。推行多规合一，
建立由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差

异化绩效考核等构成的空间管控
体系。加强能源资源开发、流域
开发和产业园区等重点领域规划
环评，采取严格措施守住生态底
线，严控“两高”行业新增产能。

以 项 目 为 龙 头 和 风 向 标 ，
在 流 域 水 环 境 综 合 整 治 、大 气
污 染 联 防 联 治 、固 体 废 物 处 置
设 施 建 设 等 重 点 领 域 ，策 划 生
成 一 批 环 保 治 理 项 目 ，完 成 环
境 基 础 设 施 240 亿 年 度 投 资 目

标 ，以 项 目 推 动 环 境 治 理 。 推
广运用 PPP、环境污染第三方治
理 等 市 场 化 手 段 ，扩 大 环 保 领
域有效投资。

优化环评审查流程，主动靠前
服务，为项目审批提供要素保障，
服务重大优质项目。鼓励绿色循
环低碳产业发展，支持建设一批循
环经济领域产业示范基地和示范
市县。支持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持
续培育龙头企业做大做强。

以改革
释放环保工
作新活力，服
务八闽绿色
发展大局

为了让天更 蓝 、地 更 绿 、
水 更 净 、环 境 更 好 ，2017 年 ，
福 建 省 的 生 态 文 明 建设还有
实招：

“清新水域”工程将重点推
动解决八大畜禽养殖重点区域
污染整治，推动各类开发区、工
业 园 区 全 面 实 现 污 水 集 中 治
理，完成造纸等十大重点行业
专项整治。推动小流域综合整
治，按照“四有”的要求，建立长
效监管机制，推动“河长制”全
覆盖。重点推进 60 条以上小
流域综合整治，30 条以上小流

域水质类别达到提升目标。开展
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加强
控源、截污、污染源整治，推进面
源污染防治。

“洁净蓝天”工程将加快推进
“大气十条”重点治理项目落实。
加强重点行业整治，全面完成全
省煤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任务，
进一步提高钢铁、水泥等行业的
脱硫、脱硝、除尘效率和环保治理
设施稳定运行率。推进石化等重
点行业及重点区域的挥发性有机
物（VOCs）排 查 工 作 ，基 本 完 成
石 化 行 业 VOCs 综 合 整 治 。 同

时，加大机动车污染防治力度，基
本淘汰黄标车。

“清洁土壤”工程将开展土壤
污染状况详查，摸清土壤污染状
况底数。开展重点行业排查，确
定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名单，
建立土壤环境基础数据库。编制
完成全省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
划，启动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
点。加强危险废物管理，巩固提
升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达标升
级”试点成果，利用全省固体废物
环境监管平台，实现危险废物全
过程信息化监管。

坚持问
题导向，着
力补齐环境
质量高位运
行的短板

以督察为契机，提高环保
工作水平，福建省要求已督察
地市要加快制定整改方案，对
照问题清单，逐一明确整改任
务、责任清单、责任人、监督单
位和完成时限，确保督察发现
问题整改落实到位。根据垂管
改革要求，建立对市、县两级政

府及其相关部门的环境监察制
度，以驻点监察为主，探索日常监
察、联合监察、专项稽查、后督察
等多种监察模式。

加快修制订《福建省环境保
护条例》等地方法规规章。有针
对性地实行国家重点行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特别排放限值，强化地

方环境标准制定。严厉打击环境
违法行为，继续与公安机关联合
开展“清水蓝天”环保专项行动。
持续深化“双随机一公开”，加强

“两单两库”动态管理，进一步规
范执法检查行为。完善网格化监
管，加强网格监管力量向基层的
延伸。

强化铁
腕治污，严格
督察监管，坚
守环境底线
不放松

让环境监测网越织越密，
在 636 个小流域监测断面开展
双月水质监测；新建 1 座大气
区域站；新建 32 个县级空气监
测站，实现每个县（市）区建成
两座以上空气监测站；初步建
成 覆 盖 全 省 的 土 壤 环 境 监 测
网络。

借助“互联网+”的春风，
在全国率先启动生态云平台建
设，建设全省统一的“水、大气、
土壤”等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
平台，形成纵向连接县—市—
省—国家，横向覆盖生态环境

监测各相关部门的监测大数据网
络。打开手机 APP，身边空气、水
的质量及辐射等环境数据便一目
了然；如果发现污染，执法部门可
第一时间精准揪出污染源。

让科技创新成为治污的特种
兵，福建将组建省环境科学研究
中心，拓展环境保护研究领域，加
强与国家科研院所、高校的合作
和交流，以臭氧、细颗粒物污染、
水体富营养化控制等环境突出问
题为重点，开展联合科研攻关，为
环境精准治理提供科研支撑。

同时，着力推动共建共享，通

过强化企业生态环境治理主体责
任，强化全民共同参与等途径，构
建环境保护社会共治大格局。

福建的实践证明，生态环境
保护与加快发展相辅相成，生态
文明建设不但不会影响发展，反
而可以促进高质量发展。福建
正是通过强化顶层设计、推进环
境污染整治、严格执法监管等方
面综合发力，不断补齐环境质量
高位运行下的短板，形成了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试验经验，
走出了一条体现福建特色的环保
新路。 林祥聪 魏然

夯实环
保之基，以
能力建设软
实力提供环
境保护的硬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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