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16号 邮编：100062 电话：67194786（总编室） 67113790（广告部） 67113791（发行部）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字第8048号 年价：390元 月价：32.50元 零售：每份1.50元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

04
2018.06.29 星期五

责编:李春华
电话: (010)67116428
传真: (010)67119475

E-mail:dfxcb@vip.sina.com

“浙江省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治
理污染，让曾经饱受污染的河流湖泊
变得清澈无比，联合国环境署认为浙
江省给全世界树立了良好的范例。”
今年六五环境日中国主场活动仪式
上，现场大屏播放了一段联合国副秘
书长兼环境署执行主任索尔海姆的
采访视频。视频中，他盛赞浙江省生
态文明建设及治污经验。

索尔海姆的赞叹，来自于两个月前
对浙江省浦江县、安吉县和杭州市的实
地探访。浙江省农村整治后优美的环
境，特别是垃圾分类和污水处理，给他
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浙江省让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统一的具体做法和
实践，更让他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有了更直观、更具体的感受，使他有
了把浙江经验推广向全世界的强烈愿
望。

新世纪以来，浙江省以生态省建
设为龙头，相继提出了“绿色浙江”、

“生态浙江”、“美丽浙江”等一系列战
略目标，昭示着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
的脉络和方向。浙江的经验，正是源
于 15 年前决策层高屋建瓴的顶层设
计和 15 年来的坚守。守得云开见月
明，如今的浙江大地改天换地、重焕
生机，“诗画山水”成为了浙江省的金
名片。

顶层设计
一张蓝图绘到底

猛药治沉疴，坚立破釜志。
“全省水污染问题仍较突出，特

别是平原河网地区，可以说是有水皆
黑，有水皆臭，守着水乡没水喝。”新
世纪初，在一次全省工作会议上，浙
江省一位主要领导同志这样直面浙
江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情形，让记者时
至今日仍记忆犹新。

彼时的浙江，正面临着发展的阵
痛。

据《2003 年 浙 江 省 环 境 状 况 公
报》显示，2003 年，浙江省经济继续保
持快速增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92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

而在实现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的
7％的现实背景下，却是仅占全国 1％
国土面积和承载约全国 4％人口，浙
江省的资源环境瓶颈制约问题相当突
出。虽然经过持续的环境治理，2003
年 ，浙 江 省 母 亲 河 钱 塘 江 水 系 仍 有
44.4%的断面水质、九成以上平原河网
及运河全部河段水质不能满足水域功
能要求。近岸海域污染严重，四类和劣
四类海水占 70.7%，赤潮频发。大气环
境质量也不容乐观，酸雨污染仍较严
重，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主要污染
物年日均值持续缓慢上升。

时任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清醒地
看到，环境污染恶化趋势虽然得到遏
制，但没有根本好转。环境保护工作的
基础还比较脆弱，形势依然严峻。

“发展不能竭泽而渔,断送了子
孙的后路。粗放型增长的路子,‘好
日子先过’,资源环境将难以支撑,子
孙后代也难以为继。”时任省委书记
习近平说,再走“高投入、高消耗、高
污染”的粗放经营老路,“国家政策不
允许,资源环境不允许,人民群众也不
答应”。

2002 年 12 月 18 日,习 近 平 主 持
召开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体(扩大)会
议。他提出“以建设生态省为重要载
体和突破口,加快建设‘绿色浙江’,努
力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2003 年 3 月 18 日，原国家环保总局和
浙江省政府联合召开《浙江生态省建
设总体规划纲要》论证会，时任省委
书记习近平亲自参加论证会及新闻
发布会，并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2003 年 7 月 11 日,浙江召开生态
省建设动员大会,习近平亲自作动员
讲话,宣示生态省建设要以人与自然
和谐为主线,以加快发展为主题,以提
高人民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以体
制 创 新 、科 技 创 新 和 管 理 创 新 为 动
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
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坚定不移地实
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使浙江省走上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
发展道路。

习近平说:“建设生态省,是一项
事关全局和长远的战略任务,是一项
宏大的系统工程。”“以最小的资源环
境代价谋求经济、社会最大限度的发
展,以最小的社会、经济成本保护资
源和环境,既不为发展而牺牲环境,也
不为单纯保护而放弃发展,既创建一
流的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又确保社
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从而走上
一条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清洁
生产型、生态保护型、循环经济型的
经济发展之路。”

同月，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作出
了“发挥八个方面优势、推进八个方
面举措”的重大决策部署，也即引领
今后浙江发展的总纲领——“八八
战略”。“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
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作
为第五方面写入其中，为浙江生态文
明建设先行先试、领先率先的实践探
索提供了有力的战略指引。

科学奋进目标已确立，重要的是
发 扬 钉 钉 子 精 神 ，锲 而 不 舍 地 干 下
去。此后,浙江每年都会召开各个层
次的会议,总结生态省建设成效,分析
面临的新问题。习近平对这项工作
一直常抓不懈。此后的几届省委、省
政 府 坚 持 把“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作为指导浙江发展的核心理念，
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届连
着一届抓”。2007 年，省十二次党代
会聚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环境
更加优美”列为目标之一；2008 年，省
委十二届四次全会提出要站在建设
生态文明的高度，把加强生态建设和
环境保护、优化人居环境作为全面改
善民生的重要内容；2010 年，省委十
二届七次全会作出《关于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决定》，省人大通过决议，将
每年 6 月 30 日设 立 为 浙 江 生 态 日 ；
2012 年 ，省 十 三 次 党 代 会 再 次 深 化
布局，从建设“两富”现代化浙江的
高度提出坚持“生态立省”方略，加
快 建 设 生 态 浙 江 。 2014 年 ，省 委 十
三 届 五 次 全 会 作 出“ 建 设 美 丽 浙
江 创 造 美 好 生 活 ”的 决 定 ；2017
年 ，省 十 四 次 党 代 会 提 出“ 两 个 高
水 平”的奋斗目标，指出在提升生态
环境质量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努
力建设美丽浙江。

一系列决策部署的递进和深化，
确保了浙江率先解决发展当中遇到
的资源环境瓶颈制约，保持全省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走在前列。

生态立省
构建完善宏观战略体系

十年磨一剑，立行十五载。
15 年来，浙江始终坚持“生态立

省”方略，从“绿色浙江”“生态浙江”
发展到如今的“美丽浙江”，既是一脉
相承又是层层递进，浙江省的生态文

明建设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在理念上
不断升华。浙江把生态环保全面纳
入党政综合决策体系，融入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与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
促和谐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了生态文
明改革的先行先试，带来了一个富饶
秀美、和谐安康的生态浙江。

根 据《浙 江 生 态 省 建 设 规 划 纲
要》，浙江生态省建设的总体目标是：
充分发挥区域经济特色和生态环境
优势，在发展中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经过 20 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实现人口
规 模 、素 质 与 生 产 力 发 展 要 求 相 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
力相适应,把浙江建设成为具有比较
发达的生态经济、优美的生态环境、
和谐的生态家园、繁荣的生态文化，
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的省份。

而浙江省生态省建设的主要任
务则是，围绕构建以循环经济为核心
的生态经济体系、可持续利用的自然
资源保障体系、山川秀美的生态环境
体系、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
人口生态体系以及科学、高效的能力
支持保障体系五大体系，在生态工业
与清洁生产、生态农业建设、生态公
益林建设、万里清水河道建设、生态
环境治理、生态城镇建设、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碧海生态建设、下山脱贫
与帮扶致富、科教支持与管理决策等
十大领域，集中力量组织实施一批重
点建设项目，分年度分阶段落实责任
制，力争每年集中解决一些生态省建
设中的突出问题。

为进一步加强对生态省建设工
作的领导，省委省政府成立了最高规
格的浙江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由省委书记任组长、省长任常务副组
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原省环
保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并明确了
办公室和各成员单位分工。为落实
政府责任，浙江生态省建设任务纳入
了 各 级 政 府 行 政 首 长 目 标 责 任 制 ，
省、市长每 5年签订一次目标责任书，
每年度下达工作任务书，任期考核和
年度考核结果公开通报并报省委组
织部，作为评价市级党政领导班子政
绩和相关领导干部作用和奖惩的重
要依据。精准高效的组织形式，使浙
江省实现了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
省、市、县分组管理，部门相互配合，
上下联动、良性互动的生态省推进机
制。

久久为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久久方为功，赢得交口赞。
“假如连环境污染都刹不住，生

态省更是无从谈起。”加强环境综合
治理，大力推进环境质量的全面提升
成为生态省建设的基础和核心。

2004 年，一场席卷全省的环境污
染整治大会战——“811”环境污染整
治行动在浙江打响。“8”就是全省八
大水系；“11”是指全省 11 个设区市，
也指区域性、结构性污染特别突出的
11 个省级环保重点监管区。省政府
决定通过 3 年的努力，实现“两个基
本、两个率先”的总目标，即全省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趋势基本得到控制，
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在全国率先全面建成县以上城市污
水、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设施，率先建
成环境质量和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
网络。

首轮“811”三年行动圆满收官，
针对全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趋势
狠 狠 踩 了 脚 刹 车 。 2008 年 ，第 二 轮

“811”三年行动启动，将重点防治工
业污染向全面防治工业、农业、生活
污染转变。

随着 6 年两轮“811”行动的实施，
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进入到投入多、

力 度 大 、成 效 显 的 时 期 。 2010 年 6
月，浙江省委做出了《关于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决定》，决定开展“811”生
态文明建设推进行动，用 5 年时间实
施第三轮“811”行动，立体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2016 年，浙江省又接力实
施了第四轮“811”美丽浙江行动，并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和标志
性工程。

在第三轮“811”行动期间，浙江
省开始统筹推进治水治气治土治废
治城治乡，打出了“五水共治”“四边
三化”等系列组合拳，全面打响污染
防治攻坚战，环境治理力度和改善幅
度全国领先。2013 年省委、省政府部
署开展“五水共治”以来，累计消除
6500 公里垃圾河、5100 公里黑臭河，
全面消除劣 V 类水质断面，基本消除
劣 V 类小微水体。全面建立覆盖全
省江河湖塘的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
制。近年来，浙江省以治理雾霾为重
点，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全省提前全
面 淘 汰 黄 标 车 ，淘 汰 燃 煤 小 锅 炉 近
4.5 万台，完成所有大型燃机组超低
排放技术改造。实施土壤和危险废
物污染防治，危险废物处置能力达到
730 万 吨/年 ，无 害 化 利 用 处 置 率 达
95.9%。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累
计投入资金 1500 多亿元，2.7 万个村
实现村庄整治全覆盖。省委省政府
对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明确打造环
境监管最严省份。着力构建环境执
法与司法监督、公众监督和舆论监督
相结合的监管机制，全省基本实现省
市县三级环保与公检法联络机构全
覆盖。过去 5 年，全省共查处环境违
法案件 6.7 万起，处罚金额 27.6 亿元，
行政拘留 2841 人，刑事拘留 4601 人，
刑事打击力度连续 5 年位于全国首
位。

各项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也
快速推进。浙江省率先在全国建立
主要污染物排放省对县（市、区）财政
收费制度、生态功能区县市环境年金
制度，实施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
面水质保护管理考核，建立了覆盖所
有 水 系 源 头 地 区 的 生 态 补 偿 制 度 。
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生态
文明建设组织领导和责任落实机制，
对丽水、衢州两市和淳安等 26 个县，
不再考核 GDP。开展规划环评、环境
标准改革试点。大力推进生态示范
创建，累计建成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市县 5 个、“两山”实践创新基地 3
个、国家级生态市两个、生态县 39 个、
生态乡镇 691 个，以及一大批国家和
省级绿色细胞，创建数量和质量均居
全国前列。

15 年来，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取
得 了 历 史 性 成 就 ，发 生 了 历 史 性 变
革，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协调共进，走上了经济发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生态环境质量
显著改善，加快迈入了处处绿水青山
的大花园时代。全省地表水Ⅰ类~Ⅲ
类的省控断面比例从 2012年的 64.3%
上升到2017年的82.4%，平原河网水质
也大幅改善，国家首次水十条考核浙江
省名列第一。全省设区城市日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例从 2013年的 68.4%上
升到 2017 年的 82.7%，PM2.5 的浓度从
2013年每立方米的61微克下降到2017
年的 39微克，“大气十条”考核连续 3
年优秀。

身边环境质 量 的 持 续 改 善 ，人
民 群 众 看 在 眼 里 喜 在 心 里 。 根 据
省 统 计 局 调 查 ，全 省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的 公 众 满 意 度 从 2012 年 的 57.26 大
幅 提 高 到 2017 年 的 78.54。“ 以 前 水
都 是 臭 的 ，现 在 很 清 了 ，我 们 真 是
赶 上 了 好 时 代 。”老 百 姓 的 朴 实 话
语 ，正 是 对 浙 江 省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最大肯定和褒奖。

晏利扬

生态蓝图绘到底 八八战略一脉传
浙江坚持生态建设 15年打造天蓝水清景美民富新家园

浙江，水色晶莹，绿意摇荡。蜿蜒的水系，绵延的山脉，
如同血脉、筋骨串联出浙江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见证了浙
江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轨迹。

“浙江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和率
先实践地，要深刻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全面对标找差距，全面补
齐生态环境短板，继续勇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浙江省
委书记车俊在 6 月 5 日召开的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暨中
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推进会上强调，要以“八八战略”实施
15 周年为新起点，真抓实干、克难攻坚，坚决打赢污染防治
攻坚战，坚决抓好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高标准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高质量建设美丽浙江。

以更高远的目标
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可能在大家印象中，北仑是一个以钢铁、化工等产业
为主导的临港工业区，这里的水环境想想都不会太好。然
而事实上，北仑是全省首批‘清三河’达标县（市）区，3 次拿
到了省治水大禹鼎。”宁波市委常委、北仑区委书记毛宏芳
在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发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浙
江治水之变。

小浃江是北仑的母亲河，曾因两岸众多企业、村庄的污
水直排，而一度成为黑臭河。近年来，北仑在全省率先建设

“污水零直排区”，实现了污水全部截污纳管，使小浃江重焕
“秀美”的神采。

有了“污水零直排区”创建经验，毛宏芳对大会提出的
下一步全省碧水行动的实施，有了更深的理解，“碧水行动
中，提出了城市黑臭水体攻坚战、水源地保护攻坚战、近岸
海域污染防治攻坚战、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事实上是
对各地截污、治污提出了精细化的要求，只有分门别类制定
对策、精准防控，才能守住碧水。”

通过碧水行动，浙江计划到 2020 年，省控断面达到或
优于Ⅲ类水质比例达到 83%，彻底消除劣 V 类水体，V 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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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桐庐县通过五水共治，全县地表水均达到Ⅲ类以上。通过治水，桐庐县逐渐拓
宽了“两山”理论的践行道路，释放生态红利，推动乡村振兴。图为桐庐县治水后建设的
天然浴场，吸引了大批游人前来游玩戏水。 李治钢 摄

清洁干净的衢州市乌溪江水映衬着两岸农居，构成一幅美丽画卷。周健摄

纪念浙江生态省建设15周年
暨第八个“6·30”浙江生态日

质断面大幅减少；到 2022 年，省控断面达
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比例达到 85%，县级以
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和跨行政区域河流
交接断面水质力争 100%达标。

“水更清”只是浙江未来“美丽”蓝图
中的一块。为绘制“天更蓝、地更净、水更
清、空气更清新、城乡更美丽、人民更幸
福”这一完整蓝图，浙江除实施碧水行动
之外，还布局了蓝天保卫战、净土行动和
清废行动，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其中通过蓝天保卫战，实现到 2020
年，全省设区城市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
度力争达到 35 微克/立方米，基本消除重
点区域臭气异味，60%的县级以上城市建
成清新空气示范区；到 2022 年，全省空气
质量稳步改善，力争 80%的县级以上城市
建成清新空气示范区。通过净土行动，实
现到 2020 年，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和受
污 染 耕 地 安 全 利 用 率 分 别 达 到 90% 和
91%；到 2022 年，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和
受 污 染 耕 地 安 全 利 用 率 均 达 到 92% 以
上。通过清废行动，实现到 2020 年，危险
废物规范化管理达标率达到 90%，危险废
物利用处置无害化率达到 100%；到 2022
年，形成完善的固体废物闭环管理体系，
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达标率达到 95%。

以更细致的措施
抓好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

“我们把整改落实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重大民生工程，整体推进、综合施策、
标本兼治，确保整改落实不折不扣，推动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金华市副市长、东阳
市委书记黄敏在会上表态说。

去年 8 月，根据中央环保督察组的反
馈，东阳市共排摸出需淘汰整改的煤气发
生炉 103 台，其中绝大部分都在磁性材料
行业中。

作为牵头部门，东阳市经信局对所有
整改企业上门走访，梳理并解决了整改过
程中面临的主要难题。今年 3 月初，东阳
市出台《东阳市磁性材料行业煤气发生炉
淘汰改造实施方案》和淘汰补助政策，倒
逼磁性材料行业绿色转型，全面提升大气
环境质量。

东阳市经信局张毅科长告诉记者，改
造后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新型窑炉
不但能减少污染，还能为企业节省人工成
本。加上政府提供的每蒸吨 8 万~10 万元
的补助，使企业切实享受到了转型升级带
来的红利。

深入开展“脏乱差”“低小散”企业排
查清理和整治提升，全力打破拖累转型升
级的“坛坛罐罐”，淘汰落后产能，正是浙
江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主要措施之一——
全面开展落后产能整治提升行动，强化重
点领域专项整治，着力解决“老大难”环境
问题。其他还包括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着力补齐
环境基础设施短板，提升污水和固体废物
处置能力；加大生态建设和保护力度，保
障生态环境安全；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健全完善长效治理机制等五大类 21
项细化措施。

目前，《浙江省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
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已经公开印发
实施。《方案》明确，对照督察反馈意见梳
理出的三个方面 46 项整改任务，确保按
照时间节点取得实质性成效。同时，建立
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把督察反馈意见整改
落实转化为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绿色发展
持续推进的实际成效，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

以更绿色的发展
高质量建设美丽浙江

“我们始终突出质量第一、效益优先，
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循环产业，被列为

‘中国制造 2015’试点示范城市、国家绿
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湖州市委书记
马晓晖在会上自豪地表示。

浙江天能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便是湖
州 大 力 发 展 绿 色 、低 碳 、循 环 产 业 的 代
表。在这家公司循环经济产业园，国内铅
蓄电池行业唯一一条集回收、冶炼、再生
产于一体的闭环式绿色智能产业链就坐
落于此。借助智能化的生产模式，企业在
这里打造出了真正意义上的“无人工厂”，
废旧电池金属回收率可达 99%以上、塑料
回收率达 99%、残酸回收率达 100%，技术
水平全国领先。

天能可以说是湖州市近年来工业转
型的一个缩影。2017 年，湖州市实现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902.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7%，高于全国平均 2.1%，工业经济呈现
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不仅有绿色生产助力工业经济，绿色
生活的理念也深入人心。

今 年 6 月 初 ，在 湖 州 市 安 吉 县 双 一
村，村民们拿到了新修订的村规民约。每
家每户使用菜篮、禁止乱扔塑料袋、严禁
药鱼和毒鱼、严禁焚烧秸秆等生态方面的
规定占到近一半。每一条还设置了劝导
和奖罚机制，为村民自觉践行生态文明提
供指南。目前，安吉县 187 个村都已根据
自身特点，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内容写
进村规民约。

绿色融入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
着村民的行为习惯，也推动了乡风文明和
乡村善治。眼下，安吉县已有超过 60%的
村庄实现了垃圾不落地，乡村的环境正变
得越来越美。

绿色生产推动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绿
色生活打造高质量的人居环境，都恰好对
应着高质量建设美丽浙江的要求。下一
步，浙江将通过深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着力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强化资源节约和
循环利用、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等一系
列举措，大力推进绿色发展，推动形成绿
色生产生活方式。

未来，一幅山水秀、百姓富、人文美的
美丽浙江新画卷指日可期。

朱智翔晏利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