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环境日主题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杭州市将深
化“两山”理论，进一步处理好经
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
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
生产力的理念。

以更高标杆确立生态建设目
标。杭州市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瞄准“不把污泥浊水、灰
霾臭气带入高水平全面小康社
会”的新标杆，持续打好“五水共
治”、“五气共治”和“五废共治”的

“三五牌”，全面落实“水十条”、
“气十条”、“土十条”，突出绩效导
向，推行精细管理，实现十大升级
转移。治水实现从大规模的“清
三河”向消灭劣Ⅴ类断面转移、从
治理干流向治理小微水体转移、
从污水“零直排”1.0 版向 2.0 版转
移（深入实施截污纳管、雨污分
流、大市政配套三大行动计划）、
从追求常规的“单一指标”向达成
更严的“双重指标”（行政考核指
标+百姓感观指标）转移；治气实
现从减煤压煤向超低排放（清洁
化改造）转移、从治理有组织排放

（烟囱排放）向治理无组织排放
（众多小散污染源）转移，以治理
VOCs 为主、从全面淘汰黄标车
向全面淘汰老旧车转移；治土实
现从单个中心处置固废向多个中
心处置固废转移；监管实现从末
端查处向标准倒逼转移，从严格
准入总量控制向存量结构调整

（产业转型）转移。
以更强毅力持续推进绿色发

展。坚持追求绿色 GDP，全力推
进三大转型。加快工业转型，加
大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
级，优化原十大产业格局，构建以
信息经济为引领、现代服务业为
主导、先进制造业为支撑、都市现
代农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新体
系。加快农业转型，坚持高效生
态农业发展方向，推进现代生态
循环农业示范市建设，大力发展
农村电子商务，扶持绿色有机农
业成为优势产业和“王牌”，加快
推进产业富民。加快城乡转型，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统筹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促进城乡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好转，开展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深化美丽乡
村建设，建设宜居“美丽杭州”。

以更大勇气不断深化改革创
新。以“不破法规破常规的”精
神，大胆探索实践，进一步获得最
大改革红利。着力健全生态文明
制度，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
用途管制、生态保护红线、“河长
制”、生态补偿、生态考核等方面

的制度建设，构建具有杭州特色、
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
系。强化环境保护责任，严格落
实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推
行市级环保督察，强化各级党委
政府的环保主体责任，督促企业
严格落实环保责任，加快构建全
民参与环保的社会行动体系。

以更实作风深耕夯实治水工
程。污水“零直排”是杭州治水的
重中之重和特色工作。持续深化
污水零直排工作，以重点解决雨
天污水溢流为突破口，以提升污
水处理能力为基础，强势推进截
污纳管、雨污分流、大市政配套等
三年行动计划中的近千个项目落
地。同时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和运行管理，全面提升污水处理
率、运行负荷率、出水达标率。今
年将新增污水管网 267 公里，新、
扩建污水处理厂 4 座，未来几年
全市将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103 万
吨/天。继续深化“小微水体”整
治和河湖库塘清淤工作，实现河
道水体“活血化瘀”常规化。

以更快速度彻底剿灭劣Ⅴ类
断面。巩固提升“清三河”成效，
深化“河长制”抓手，强力实施截
污纳管、河道清淤、工业整治、农
业农村面源整治、排污口整治、生
态配水与修复等六大工程，落实
一河一方案、一点一保障，深入开
展“清三河”反弹隐患拉网排查行
动，打好剿灭劣Ⅴ类水收官战，全
面提升杭州水环境质量。日前，
杭州市召开了“剿劣”出征大会，
453 名市级机关干部督导员奔赴

“剿劣”前线，在接下来的半年时
间，将为“剿劣”奋勇而战。

以更严监管做精做实“河长
制”。认真贯彻中央两办和省两
办下发的《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
的意见》，进一步巩固完善“河长
制”，拓宽“河长 APP”智慧管理等
参与载体和渠道，提升治水获得
感，强化河长培训、智慧治水、媒
体监督、考核问责、三色预警等经
验举措，深化联合会商、联合通
报、联合检测、联合执法、联合监
督等工作机制，打好治水“组合
拳”，形成治水引领经济转型和生
活品质提升的新格局。

5 月 10 日，浙江省委常委、杭
州市委书记赵一德，专题调研钱
塘江两岸综合保护与利用工作时
强调，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保护
第一、科学利用，建设沿江产业
带、生态带、文化带等，努力打造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论的新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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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8 月，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

平同志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

论断，深刻揭示了发展与保护的本质关系，从

根本上更新了关于自然资源无价的传统认识，

打破了简单把发展与保护对立起来的思维束

缚，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内在统一、相互促进

和协调共生的方法论。

杭州市作为浙江的省会城市及全省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理所当然地挑起了这一“两山”

理论探索和实践重任。10 余年来，杭州市正确

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了

双赢。在绿水青山方面，杭州市于 2009 年被列

为全国第二批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市，于 2012 年

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通过复检，于 2016 年

获得国家级生态市称号等。在金山银山方面，

杭 州 市 2015 年 实 现 生 产 总 值 10053.58 亿 元 ，

2016 年实现生产总值 11050.49 亿元，连续两年

GDP 过万亿。今年第一季度，杭州市实现生产

总值 2508 亿元，同比增长 8.1%，分别高于全国、

全省 1.2和 0.1个百分点，经济发展后势强劲。

那么，杭州市是如何进行“两山”理论的探

索和实践的呢？

杭州素有“人间天堂”美誉，
山水相依、湖城合璧，山水自然
之美是杭州最显著的特色。多
年来，杭州市坚持保护与修复并
重、规划与项目并举，构建稳定
的 生 态 格 局 ，强 化 生 态 系 统
建设。

坚持规划引领。 2005 年 前
后，杭州市委、市政府先后编制实
施了《杭州生态市建设规划》、《杭
州 市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规 划

（2010-2020）》、《杭 州 市 生 态 环
境功能区规划》、《杭州市生态带
概念规划》等系列规划，形成了生
态市-生态县-生态乡镇-生态村
4 级生态规划体系。通过实施以
西部山区和千岛湖湿地为重点的
生态屏障保护工程，以及城区“六
条生态带”保护和修复，形成形态
完备、功能完善、质量完美的生态
格局。目前，全市已拥有 2 个世
界 自 然 文 化 遗 产（西 湖 和 大 运
河）、2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 9
个国家森林公园。

坚持项目带动。组织实施西
湖综保、西溪湿地综保、运河综
保、湘湖综保等综保工程和市区
道路（河道）综合整治、大江东（江
海）湿地保护整治、“三江两岸”生
态景观保护与建设等一系列生态
重点工程，累计投入上千亿元，进
一步保护提升了生态系统的服务
功能。通过实施历史上规模最
大、整合元素最多的“三江两岸”
生态景观保护工程，对新安江—
富春江—钱塘江“三江”流域主干
流及其主要支流沿线开展 6 大类
29 个方面的综合整治，建成 600

里沿江（湖）生态廊道和 270 公里
沿 江 滨 水 绿 道 ，绘 就 现 代 版 的

“富春山居图”。
坚持有机增绿。以 园 林 绿

化建设为基础，积极巩固国家森
林城市和国家园林城市创建成
果，倡导“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
市拥抱森林”，打造生态林、产业
林、景观林“三林共建”的森林体
系，建设林网、水网、路网“三网
融合”的宜居城市，努力营造“城
在林中、路在绿中、房在园中、人
在景中”的人居环境，彰显山水
园林城市特色。截至 2016 年底，
杭州城区绿地面积达 195.7 平方
公里，绿地率 37.2%，绿化覆盖率
40.7%，人 均 绿 地 面 积 14.5 平 方
米。今年将完成新增绿地 400 万
平方米以上，力争年底前通过国
家考评组对生态园林城市的创
建验收。

坚持城乡一体。在 推 动 城
市 有 机 更 新 的 同 时 ，大 力 实 施

“美丽乡村”建设。以中心村、精
品村、特色村、风情小镇创建为
载体，深入实施“百村示范、千村
整治”工程，每年安排 10 亿元资
金，在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
养殖业污染物处理等 12 个重点
领域，每个领域开展 50 个项目试
点，推动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全
市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覆盖
率接近 100%，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覆盖率超过 70%。建成“全球五
百佳村”1 个，亚太环境保护协会
命名“中国绿色村庄”1 个，国家
级生态乡镇 118 个、省级生态乡
镇 135个，居浙江省前列。

优化生态格局，强化生态保护

杭 州 是 经 济 大 市 、生 态 优
市、资源小市，因此，杭州市坚持
把发展生态经济作为建设生态
文明的重要任务，以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入实施实
业兴市、创新强市战略，突破发
展瓶颈。

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结合城
市发展特点，2011 年制定下发了

《杭 州 市 十 大 产 业 发 展 总 体 规
划》，重点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
物联网、文化创意、旅游休闲、金
融服务、电子商务、信息软件、先
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十大产
业”，到 2013 年，全市十大产业实
现增加值就达 3908.74 亿元，占全
市生产总值比重达 46.9%。形成
了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
全、附加值高的杭州特色“3+1”
现代产业体系。杭州市以服务经
济为引领的“三二一”产业结构特
征鲜明，2015 年三次产业结构为
2.9∶38.9∶58.2；到 2016 年调整为
2.8∶36.0∶61.2。

传统产业提升发展。市区以
实施“半山和北大桥”整治工程为
重点，推动市区工业企业“退二进
三”、“优二进三”，倒逼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今年 4 月
28 日，运行了 22 年的轻华热电两
台 35 吨的燃煤锅炉实施停炉，同
时，杭州华丰纸业和谢菲尔考克

碳 酸 钙 公 司 也 实 现 全 面 停 产 。
从 2007 年至此，通过先后两轮、
历时 10 年的“半山和北大桥”环
境 综 合 整 治 ，已 累 计 关 停 转 迁
532 家 企 业 ，实 现 了 北 大 桥 、民
生、桃园、田园、半山等区块重污
染企业的清零。在搬迁中实现
了工业企业的脱胎换骨，推动轻
纺、制笔、食品饮料等传统块状
经济向现代化产业集群转型，推
进优势传统产业的高新技术和
先进适用技术应用。完成杭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余杭经济开发
区 等 11 个 省 级 以 上 园 区（开 发
区）生态化改造，树立了一批环
境友好型企业典型。

节能减排强势推进。把 节
能减排作为优化产业结构、发展
生态经济的重要抓手，通过加强
污染治理、加快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强
化环境监管、完善污染减排激励
和约束机制等手段，辅以强有力
的政策措施，控制增量、削减存
量，持续实施节能减排项目。以
创新总量制度为抓手，扎实推进
污染减排工作。“十二五”减排 4
项 指 标 分 别 完 成 129% 、105% 、
104% 、102% ，提 前 1 年 超 额 完
成。累计实施“十二五”减排项
目 1809 个，完成减排国家责任书
项目 65个。

加快转型升级，发展生态经济

杭州市坚持污染治理与生态
建设并举，重点解决影响群众健
康和生活环境的突出问题，实施
了一系列重大环境综合整治和民
生保障工程。

扎实推进“五气共治”

杭州市将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作为政府为民办实事重要内容，
从 2002 年开始，全面开展大气污
染综合整治，到 2012 年，已实施
了 7个阶段的大气专项整治。

2013 年开始，杭州市开展了
“五气共治”，即：燃煤烟气、工业
废气、车船尾气、扬尘灰气、餐饮
排气。2015 年底率先在全国成
为无钢铁生产企业、无燃煤火电
机组、无黄标车的“三无”城市。

一是巩固主城区“无燃煤区”
建设成果，全面淘汰、治理大、中、
小三类燃煤锅炉，强势治理燃煤
烟气，燃煤用量和污染物排放大
幅削减。到去年底，全市已累计
完成 4295 台 10 蒸吨/小时以下小
燃煤锅（窑）炉的淘汰改造。

二 是 强 势 推 进 治 理 工 业 废
气。加快实施脱硫、脱硝和除尘
提标改造工作，推进水泥行业烟

粉尘治理项目。加强推进挥发性
有 机 物（VOCs）污 染 治 理 ，建 立
VOCs 排放清单，探索建立 VOCs
污染防控体系、监控体系和长效
管理机制。全面启动化工、纺织
印染、化纤、印刷包装、木业、制
鞋、涂装、涂料、橡胶塑料制品、合
成革及生活服务业等 11 个重点
行业的 VOCs 调查。3 年来完成
VOCs治理企业 500 余家，今年将
完成 200多家企业的 VOCs治理。

三是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治
理。实行黄标车全市域禁行，3
年来已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 18

万余辆。推广新能源车，主城区
新能源公交车占比达 97.7%。

四是强化建设工地扬尘污染
防控，建设施工工地安装雾炮等
扬尘防控设备，全市 90%以上渣
土运输车完成密闭化改造。

五 是 加 强 餐 饮 油 烟 执 法 监
管，不断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

全面开展“五水共治”

全面加强水污染综合防治，
先后制定出台了《杭州市生活饮
用水源保护条例》和《杭州市饮用
水源保护规划》，实施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环境整治工程，完成饮用
水水源达标区创建，集中式饮用
水 水 源 地 水 质 达 标 率 为 100%。
以钱塘江和太湖流域水环境整治
为重点，全面实施千岛湖、运河、
浦阳江等小流域的综合整治。

2013 年 12 月，杭州市按照省
委部署实施了“五水共治”（治污
水、排涝水、防洪水、抓节水、保饮

水）重大工程，以治水为突破口推
进转型升级。3 年来，全市共完
成 71 条垃圾河、277 条黑臭河治
理，所有区、县（市）均通过“清三
河”达标县验收。

一是抓污水“零直排”建设，
消除河道外源污染。在全省率先
启动“沿河建管网”，积极破解截
污 纳 管“ 最 后 100 米 ”的 历 史 难
题。运用截流沟、渠、管、井、闸等
末端截流及就地处理、以拆代截
等方式，最大程度削减入河污染。

二是抓清淤疏浚，消除河道
内源污染。推进淤泥监测、干化

及综合利用，形成了“留置管道”、
“干化造地”、“荷塘就地利用”等
清 淤 及 淤 泥 综 合 利 用 模 式 ，仅
2016 年就清淤 1600 多万方。

三是抓“清水入城”，促进河
道水体流动。实施 10 处“清水入
城”工程，源头降低引水入河泥
沙，每天削减约 8000 吨，引入城
市内河清水 800万吨。

四是抓小微水体整治，改善
水系毛细血管。在全省率先开展
小沟渠、小池塘等小微水体的排
查及治理，排查出全市共有 8696
条小沟渠、9766 个小池塘，绘制
小微水体“一村一图”，建立沟渠
长等管护责任制。

五是抓河长制落实，构建河
长责任体系。健全河长体系，实
现市、县、乡、村 4 级河长和河道
警长全覆盖，延伸建立湖泊、小微
水体河长制。市治水办与市河长
办合署，成立河长制督查组。构
建河长制度体系，建立治水责任
追究、互查互学、河道三色预警、
约谈通报、媒体监督等制度。

同时，抓新技术运用，增强治
水成效；抓信息互通工程，完善全
面共治机制。2016 年杭州市获
得浙江省“五水共治”最高荣誉奖
——“大禹鼎”。

危废处置“三足鼎立”

在 原 有 危 废 处 置 设 施 基 础
上，杭州市第二个危废处置项目
于今年 1 月 5 日顺利点火，第三个
已完成项目选址。全市危废处置
设施“三足鼎立”态势初步形成。
加强工业企业退役场地污染治理
的环保监督管理，年危废处置量
19.5 万吨，医疗废物处理量 1.9 万
吨，无害化集中处置率 100%。

严格控制噪声污染

颁布实施《杭州市环境噪声
管理条例》，高标准编制噪声功能
区划。完善城镇道路系统，实施
机动车“禁鸣”措施，加强航运船
舶管理，敏感路段采取声屏障、绿
化防护带等降噪措施，严格控制
交通沿线噪声污染。加强营业性
文化娱乐场所管理，严格建筑施
工审批制度，推广使用低噪声设
备和工艺，严格控制社会噪声、工
业企业和建筑工地噪声扰民。

狠抓污染防治，提升环境质量

杭州市坚持把健全生态制度
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任务和
重要保障，以开展全国生态文明
建设试点和国家低碳城市建设试
点为契机，坚持先行先试，积极创
新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生态建设
与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

构建统筹推进机制。将生态
市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两块牌子
合二为一，成立了由市委书记任
组长，市长任常务副组长的杭州
市国家生态文明试点市暨生态市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以后，在原领导小组的
基础上，成立了杭州市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杭州”建设）委员会，
将“美丽杭州”建设、国家生态市
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城市试点工
作 一 并 纳 入 其 中 ，实 行 统 一 领
导。还建立健全了生态建设的目
标责任制和督查、考核机制。

创新生态考核制度。推动生
态目标考核从工程建设为主向环
境质量为主、从定性考核向定量
考核转变，率先开展乡镇交界断
面考核，体现地方政府对环境质
量负总责的宗旨。将“美丽杭州”
建设任务、生态环境质量目标及
治水、治气、治堵、治废等工作纳
入对各区、县（市）党委政府和市
直部门的综合考评中，对节能减
排实行“一票否决”，逐步构建相
对 完 善 的“ 绿 色 GDP”考 核 体
系。扎实推进淳安县“美丽杭州”
实验区建设，建立完善淳安实验
区单列考评体系，不再考核 GDP
等经济指标。

健全政策法规和执法保障体
系。出台《杭州市污染物排放许
可管理条例》《杭州市强制性清洁
生产实施办法》《关于推进生态型
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低碳新
政”60 条和“创新型经济 30 条”等
10 余项政策法规，强化生态建设
和环境保护的制度保障。加强环
境执法，持续开展“整治违法排污
企业保障群众健康”、“飞行监测”
等专项执法行动。坚持大胆创
新，通过交叉执法、告知执法、即
时执法、公开执法、上下联动执
法、有奖举报执法、在线监测执
法、邀请信访投诉人联动执法等
八大手段强化环保执法。

创新体制机制，夯实基础保障

深化“两山”理论，推动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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