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频发的一些环境污染事件，从表面上看或者
由安全生产事故引发，或者由企业违法排放引发，但
从本质上看，是我国工业化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的极
端表现。不可否认，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企业在
支撑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一起又一
起水体、空气、土壤污染事件，使这种“顾头不顾
尾”的落后发展方式的弊端暴露无遗。

笔者认为，绿色发展的理念是经济社会发展
到 一 定 阶 段 的 必 然 选 择 。 要 使 环 境 治 理 取 得 实
效，就必须出重拳、下狠招，彻底转变经济发展
观念和方式。

首先，地方政府要摒弃唯 GDP 论成败的理念，
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淘汰
落后产能，彻底改变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要清醒认识
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要
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关系，“招商引资”
应转变为“招商选资”，把一些有重大污染隐患的企
业拒之门外。

其次，执法部门要真正履行职责，严格执行工程
项目的环评准入制度，从源头上抑制重大污染项目，
加强日常监管，杜绝环境污染隐患。同时，对已经造
成污染的企业必须专项治理、加强监管，达不到排污
标准的必须停产。

（河北唐山 郑玉彬）

要发展，不要污染要发展，不要污染

农村环保短板该补齐

用制度创新推动生态文明

我 们 同 呼 吸 共 奋 斗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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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些读者来信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成为生态文明建

设的建设者，每个人都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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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些读者来信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成为生态文明建

设的建设者，每个人都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

都来做生态文明的建设者

夏收过后，笔者去农村看望亲戚，发现村周围的
土坎旁、树坑里充斥着各种食品包装袋、塑料袋及废
旧地膜等垃圾；在路边，有人在焚烧秸秆和生活垃
圾，阵阵黑烟不时升起；还有些农民将自家的生活垃
圾随意倾倒在路边。

近年来，随着农村生活水平提高，各种塑料
袋、废旧电池、酒瓶和易拉罐等不可降解的废弃
品 随 之 大 量 增 加 ， 给 农 村 环 境 治 理 带 来 了 新 问
题 。 加 之 农 村 普 遍 缺 乏 相 关 的 垃 圾 处 理 配 套 设
施，以及农民环保意识相对薄弱，都加剧了农村
环境污染。笔者认为，建设美丽中国离不开美丽
乡村的建设，农村的环保问题不能忽视，农村这
块环保“短板”该补齐了。

治理农村环境污染，需要对症下药。首先，要加
大宣传，不断提高农民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
引导农民改变垃圾随意倒、污水任意流等陋习，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形成爱护生态、保护环境的自觉
行动。

第二，切实加大农村环保设施投入。政府应设立
环保专项资金，分期分批投向农村，逐步建立完善农
村垃圾与污水处理基础设施，解决乡村垃圾集中转运
和处理所需费用，改变传统的垃圾处理模式。同时还
应切实增强人力、物力的投入，加强农村环保队伍的
建设。

第三，要从反哺农业、扩大就业、技能培训、
提高收入诸方面多管齐下，持续提高农民收入，为农
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提升奠定经济基础。

（陕西咸阳市毛条路 周荣光）

为有效降低空气粉尘颗粒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江苏省东海县农业资源开发局大力推广机械化秸秆粉碎还田和

秸秆综合利用技术，以减少环境污染。 张 玲摄

今年年初，河北省及周边地区曾出现持续雾霾天
气，给我们敲响了治理空气污染的警钟。雾霾天气的治
理，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笔者认为，造成雾霾天
气的原因是地理、气候和粗放式发展方式多种因素叠
加、长期形成的，在大气污染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
大气污染治理必须标本兼治。

在治标方面，一要严控污染源。大力推进水泥路面
改造和道路街道扬尘治理，减少路面“积尘”；加强对建
筑工地扬尘、道路扬尘和煤炭经营场所扬尘等的治理，
努力减少粉尘污染；大力推进露天焚烧控制、集中供热
和清洁能源推广工程，减少工业企业烟(粉)尘、二氧化硫
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努力加强机动车尾气排放监控，倡
导使用清洁能源。二是植树造林。建设市区绿化保护
带。三是要强化考核问责。构建大气环境整治目标责任
考核体系，细化目标任务，明确时限要求。

在 治 本 方 面 ， 要 立 足 长 远 ， 努 力 推 进 经 济 结 构
的 转 型 升 级 。 一 是 严 控 高 耗 能 、 高 污 染 行 业 产 能 ，
着 力 推 动 经 济 发 展 方 式 转 变 迈 出 实 质 性 步 伐 。 二 是
加 快 新 兴 产 业 特 别 是 节 能 环 保 产 业 的 发 展 ， 加 大 环
保 技 改 投 入 、 严 格 产 业 和 环 境 准 入 、 加 快 淘 汰 落 后
产 能 ， 积 极 培 育 新 的 经 济 增 长 点 。 三 是 建 立 健 全 工
作 机 制 。 完 善 空 气 质 量 信 息 日 常 监 管 机 制 、 生 态 环
境 补 偿 机 制 、 碳 排 放 补 偿 制 度 、 生 态 补 偿 保 证 金 制
度 、 联 防 联 控 机 制 等 ， 切 实 形 成 攻 坚 整 治 的 强 大 合
力，实现大气环境质量根本性改善。

我们都在同一片蓝天下，同呼吸共奋斗。只有全民
参与，共同行动，形成治理空气污染的强大合力，我们
才能告别雾霾等极端天气，一起建设天蓝、地绿、水净
的美好家园。

（河北邢台市优化环境指挥协调中心 陈立涛）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

设。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保障。

笔者认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需抓好几方面的制度

建设。

一是建立生态文明考核评价制度。要把资源消耗、环

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

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通过生态

文明考核评价制度，激发各级政府部门、广大干部的工作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生态

建设，形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动力。

二是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深化资源性产

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

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

偿制度。

三是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

制 度 和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制 度 。建 设 美 丽 中 国 离 不 开 相

应 的 法 律 法 规 的 支 持 与 保 护 ，健 全 的 法 律 法 规 是 建

设美丽中国的依据和准绳。因此，通过制定和完善法

律法规，严惩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做到有法必

依 、执 法 必 严 、违 法 必 究 ，为 建 设 美 丽 中 国 建 设 提 供

全面有效的法制保障。

四是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教育机制。通过教

育 宣 传 ，强 化 生 态 文 明 观 念 ，增 强 公 民 的 环 保 意 识 ，

激 发 他 们 参 与 环 境 保 护 活 动 的 热 情 。只 有 当 每 位 公

民 都 意 识 到 保 护 环 境 的 理 论 意 义 和

现 实 意 义 ，把 保 护 环 境 变 成 个 人 的 自

觉 行 为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才 能 进 入 更 高

的层次。

（陕西省委党校 王建中 苏振锋）

在 生 态 文 明 贵 阳 国 际 论 坛 2013 年
年 会 闭 幕 之 际 ， 不 少 读 者 来 信 表 示 ，
建 设 美 丽 中 国 ， 需 要 强 化 生 态 文 明 观
念 ， 把 生 态 文 明 意 识 上 升 为 全 民 意
识 ， 加 深 全 民 对 环 境 保 护 的 关 注 和 理
解 ， 激 发 他 们 参 与 环 保 活 动 的 热 情 ，
人 人 为 生 态 文 明 尽 一 份 力 ， 共 建 生 态
文 明 美 好 家 园 。

河北省阜平县的张成利认为，生态
文明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要
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
起，从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着手，倡导
低碳生活，持之以恒地坚持生态环保行
为。通过每个人点滴的努力，使我们的
生 活 环 境 更 舒 适 ， 为 子 孙 后 代 留 下 天

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湖北省宜城市城乡建设局的杨明生

认为，在建设开发中保护生态，在生态
保护中发展经济，这是不可偏废的两个
方面。通过保护生态，可以把环境改造
得更美，可以使人与自然更加和谐，使
经济发展更具可持续性。

河 北 省 阜 城 县 水 务 局 的 潘 琳 在 来
信 中 提 到 ， 基 层 水 利 工 作 者 务 必 尽 心
竭 力 为 生 态 环 境 建 设 献 计 出 力 ， 切 实
加 大 河 道 治 理 投 入 ， 大 力 营 造 各 类 防
护 林 ， 为 早 日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奠 定 坚 实
的 生 态 基 础 。

陕西省西安市沣镐西路的赵小婷认
为，应尽快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

生态意识，通过制度建设和落实，使生
态建设成为农民自觉的行为，通过生态
建设城乡一体化和同步走战略，实现农
村城市生态建设的多赢局面。

河 北 省 魏 县 农 机 学 校 的 贺 凤 田 认
为 ， 治 理 农 村 环 境 污 染 ， 要 有 长 效 机
制，实行县、乡联动。从源头上整治好
农村垃圾，才能更有效地治理好农村的
脏乱差的难题。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必须
健康有序地发展。

河北省唐山市的许贵元在来信中建
议，既要反对环境治理“一阵风”的短
期行为，更要防止“前污后继”和“污
染反弹”现象的重演。各级领导干部要
带头当好治理环境污染的“排头兵”，不

做污染企业的“挡箭牌”。
贵州省关岭县发改局的姚启超在来

信中建议，应充分发挥公众参与和监督
的作用，使市民主动参与身边的环境保
护。要弘扬志愿者精神，壮大环保志愿
者队伍。

湖南株洲市的李支国来信认为，环
境监管应坚持走群众路线，要充分调动
和发挥群众、网友、志愿者、新闻媒体
等 社 会 各 方 面 生 态 环 境 建 设 的 积 极 性 、
主 动 性 、 创 造 性 ， 共 同 编 织 政 府 、 社
会、舆论、群众共同参与的大监管网络
体系。

河南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的陈有
根 提 出 ， 要 强 化 环 保 执 法 者 的 执 法 责
任。首先，要推行环保属地责任制，切
实增强地域责任感；其次，要强化环保
执法者的治污责任感；三 要 从 严 整 治 环
保 执 法 队 伍 ， 着 力 提 高 环 保 执 法 战
斗 力 。

江 苏 泗 洪 县 委 宣 传 部 的 董 亮 建 议 ，
建设生态环境，一要倡导与低碳发展相
适 应 的 生 产 方 式 、 消 费 模 式 和 生 活 方
式；二要增加绿色覆盖率；三要探索生
态补偿机制，建立“环境财政”，加大财
政转移支付中生态补偿的力度，实现可
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需大家共建
本报记者 徐 达

环 境 执 法 要 形 成 合 力
环 境 问 题 既 是 经 济 问 题 ， 又 是 社 会 问 题 ，

关 系 到 国 家 和 人 民 的 长 远 利 益 。 加 强 环 境 保
护 ， 必 须 依 靠 方 方 面 面 的 力 量 共 同 来 做 好 工
作 。 由 于 环 境 法 规 分 散 性 、 环 境 问 题 复 合 性 、
环境效益普遍性的特点，更加需要形成环境执
法的合力。

建立环保联动执法机制，关键是部门之间
要加强协作配合，实行联保共建。环保部门更
要积极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及时通报
情 况 取 得 各 部 门 的 支 持 。 同 时 ， 完 善 定 期 协
商、联合办案和环境违法案件移送制度，形成
部 门 联 动 、 齐 抓 共 管 的 打 击 环 境 违 法 的 工 作
机制。

建立环保联动执法机制，一是建立通报报
告机制。将环境执法重要信息向政府相关部门
和 内 部 有 关 处 室 进 行 通 报 ， 作 为 项 目 立 项 审
批、总量控制的重要依据。二是建立和落实联
席会议、联合办案、案件移送等制度，通过抓
重点、查大案，带动环境执法向纵深发展。三
是建立跟踪督办机制。在联合执法中，必须抓
好问题的跟踪督办，防止查纠脱节。对 发 现 的
问 题 ， 必 须 根 据 职 责 分 工 ， 落 实 整 治 要 求 。
同 时 建 立 公 众 监 督 机 制 ， 依 靠 公 众 参 与 来
推 动 。

（河南省南阳市伏牛路 刘英团）

农 民 呼 唤“ 土 地 诊 所 ”

近日，笔者下乡调研，一些农民朋友反映，许
多田块同样翻耕、同样播种、同样植保，但长出的庄
稼不如以前旺盛了，产量也大不如前。人吃五谷杂
粮，难免会生病，其实土地也一样。土地一旦生病，
就应到“土地诊所”去瞧病。

笔者建议，可在农民家门口设立“土地诊所”，
其任务是：第一，依托乡镇的农业技术推广站，大力
宣传“测土配肥”新技术，帮助农民转变施肥观念。

第二，配备必要的检测设备和工作人员，将有问
题的耕地进行取样，建立土肥档案。

第三，土壤出现问题，及时请土地“大夫”测
试，给土地开“处方”，农民们再拿着“处方”去施
肥喷药。

希 望 各 地 农 业 部 门 、 科 技 部 门 ， 把 开 办 好
“ 土 地 诊 所 ” 当 作 一 件 大 事 抓 紧 抓 好 ， 及 时 采 取
措 施 救 治 “ 土 地 病 症 ”， 积 极 帮 助 农 民 切 实 解 决
土地的各种问题，使土地恢复生产能力，促进农
业增产增收。

（安徽省天长市纪委 陈建国）

选题预告：

如何为小微企业减免税

眼下正值汛期，也是学生放暑假的时间。儿童
天性喜欢玩水，但是儿童的安全意识和能力有限，加
之暑假期间缺少父母老师监管，致使暑期儿童溺水事
件时有发生。相对于城市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
防护问题显得尤为紧迫。笔者认为，在暑期留守儿童
安全方面，应该从以下几点做起：

首先，政府和社会应共同努力，加强软硬环境的
建设，发挥图书馆、文化宫和游乐场的作用，为儿童
的发展营造安全的环境。

其次，充分发挥教师在留守儿童暑期安全工作中
的作用。学校可以适当考虑让部分老师值班，给孩子
们提供一个学习生活的平台。也可将此工作纳入新教
师的必备工作，让留守儿童暑期安全得到保证。

还有，农村基层组织或社区组织应积极参与，为
监护人讲解教育管理知识、安全知识，提高监护人的
教育管理能力；建立“一对一”帮扶机制，及时掌握
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思想动态，共同搭建起留守
儿童的暑期安全防护网。

（江苏省泗洪县 许 哲）

关 注 留 守 儿 童 暑 期 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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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河北沧州市盐山县崔家村几位留守儿

童正在制作绢花，准备送给村里的老人们。暑假期间，

该 村 组 织 留 守 儿 童 进 行 多 种 互 帮 互 爱 活 动 ，让 孩

子们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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