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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蚊蝇乱飞的垃圾死角变成了小花坛，多年
荒废的空地打造成了休闲小广场，居民走出家门就
能进入绿地和花园⋯⋯近年来，南昌市西湖区深入
开展“绿化进社区、绿色飘万家”活动，通过植绿、养
绿、护绿，让“花园梦”绽放。如今，走进西湖区，满目
绿意扑面而来，处处彰显“绿色花园”的魅力。

立体绿化
构建完整绿地体系

每天一大早，西湖区桃源街道香江社区居民胡
兰香都要从双桃路出发，路过外国语学校，沿着桃苑
大街、桃苑中路散步、锻炼。

“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眼看着这两年环境有了
大变化。变化最大的当属桃苑大街，道路两边全换成
了高大的香樟和柚子树。如今，走出家门就有不少小
绿地，感觉生活在绿色的海洋中。”56岁的胡大妈说。

西湖区“绿化进社区、绿色飘万家”活动以社区绿
化、庭院绿化为重点，道路绿化、河廊绿化为框架，街头
节点绿化、公园广场绿化为依托，立体绿化、居家绿化
为补充，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绿化布局，形成点上成
景、线上成荫、面上成林、区内成网的完整绿地体系。

全民护绿
共建绿色家园

“我认养这株广玉兰”，“我负责这棵樟树”⋯⋯
日前，桃苑社区开展居民认养公共场所树木活动，社
区的绿化带旁挤满了来认养植物的居民，他们给树木
挂上写有自己名字的标牌，现场不时传来阵阵笑声。

桃苑社区居民踊跃认养树木的热闹场景，只是
西湖区全民护绿的一个缩影。面积仅有 34 平方公
里的西湖区，却拥有 70 多万人口。要想在这个高楼
林立、车水马龙的地方布绿，难度相当大。为此，
西湖区采取见缝插绿、街头布绿、边角增绿、拆违
还绿等灵活多样的造绿手法，提升辖区绿化水平。
为巩固“双绿”活动成果，该区各街办加强社区小
广场、活动场所的日常管理，并通过邀请居民认养
等形式，帮助维护绿化成果。

“四路绿化”
让树成景绿成荫

“种下的是树木花草，建成的是绿地森林，改善
的是生态环境，促进的是身心健康，收获的是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今年年初，西湖区启动“四路绿化”暨

“绿色干道”工程，淘汰老化危树，对城市主干道路树
木采用大规格、高品质、速生树种，合理利用城市道
路节点，加快城区园林绿化景观工程建设。

“四路绿化”工程从年初开始实施到 6 月底结
束。其中，“沿路换绿”工程计划将站前路、站前西
路、桃苑大街、桃苑中路、桃苑东路和团结路等 6 条
主要街道原有的老化树种淘汰，按照生态环境、植物
习性、品种配置挑选适宜的树种。“修路补绿”工程将
利用道路维修同步推进补绿工作，将道路原有树木
中长势不好、树形不美的树木全面进行调整清理。

“建路铺绿”工程将结合道路建设改造，实现“一路一
树一景”。“开路透绿”将以小广场、小花园、小绿地替
代老城区影响市容观瞻的破旧房屋、闲置荒地以及
封闭围墙，并增添休闲健身设施。

在过去的 3 年中，西湖区新增区管绿地面积
15.51 公顷。截至目前，该区绿地面积达 1116.9 公
顷，绿化覆盖面积 1292.9 公顷，绿地率 32%，绿化覆
盖率为 37.1%，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8.15 平方米。如
今，漫步在西湖区的大街小巷之间，常常被幽幽的花
香围绕，被浓浓的绿意簇拥⋯⋯

南昌西湖区

绽放“花园梦”
本报记者 梁 睿 通讯员 舒 丹

还记得环保部部长周生贤一次充满无

奈的慨叹：“我听说世界上有四大尴尬部门，

中国环保部就是其中之一。水里和陆地的

动物不是一个部门管，同为空气污染物的一

氧化碳和二氧化碳也不是一个部门管。”

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不顺

畅，的确是造成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根

源之一。

当前，一些制约环保事业发展的体制问

题依然存在，多头管理衍生了监管盲区，也造

成了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等弊端；环保队伍薄

弱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有些基层环保部门

的人、财、物都受制于地方政府，难以摆脱地

方保护主义的干扰，甚至在有的地方“污染企

业反成环保部门的衣食父母”，陷入了“吃污

治污”的困境。如此“尴尬”的环境保护管理

体制与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日渐繁重的环

保任务越来越不适应。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破解

环保的尴尬处境带来了一个巨大的转机。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山水林田湖

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

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

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

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

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

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

生态系统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既包

括森林、草原、海洋、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

也包括农田、城市等人工生态系统，彼此相

互影响、相互制约、不断演变，处于微妙的动

态平衡之中。人类的资源开发、工农业生

产、日常生活等很多行为，如果处理不当，都

会打破这个平衡，超出资源环境的承载能

力，引发生态危机。因此，要保护好整个生

态系统，必须从全局着眼，树立统筹观念，系

统完善地加以推进。

《决定》提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正是此次改革最大的意义所在。

十八大报告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

靠制度”。本次《决定》将十八大精神进一步

落实，不是一个两个制度的简单修订，而是

以一个系统性的制度体系，涵盖了资源产

权、用途管制、生态红线、有偿使用、生态补

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

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统一

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完

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职责，由一个部门负责领土范围

内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

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

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为

官一任不能再污染一方，领导干部离任时要

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为依据，进行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考量其在任期间是否对自

然资源进行过度开发，造成负债；

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建立和完

善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

理制度，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建

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

治区域联动机制。这些都将从一个大生态

的概念出发，破解当前的环保尴尬⋯⋯

生 态文明建设需要制度安排。一个

全 面 、完 善 、长 效 的 制 度 体 系 将 用“ 硬 约

束”的制度力量，为走向“美丽中国”的征

程保驾护航。

以“硬约束”破解环保尴尬以“硬约束”破解环保尴尬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

次吹响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前进

号角，体现了最高决策层从我

国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实际出

发，再次推进改革的坚强决心。

本版就《决定》中提出的自

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生态环

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资源

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等，约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

生态文明需要“绿色制度”
——访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王金南

本报记者 杜 铭

王金南说：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设
想是一个大胆的改革。

《决定》首先扩大了自然资源的概念和
范畴。传统上只重视作为经济活动投入的
自然资源部分，而不重视作为生态系统和聚
居环境的环境资源，如新鲜的空气、洁净的
水、湿地等。

在确定自然资源产权时，要分两种情
况，一种是纯粹自然的、非人工的自然资源，
可以规定一定的使用权和处置权；另一种是

投入生产增加的自然资源，完全可以把所有
权、使用权和处置权都赋予保护者和生产
者。当然，对于像水资源、清洁空气资源、污
染物排放权、碳配额等资源不要太关注所有
权问题，主要从使用权角度去确定，如把水
资源、排污权按照配额方式有偿分配给需求
者，然后实现配额之间的市场交易。目前，
全国已经有 20 多个省市区开展了排污权的
有偿取得和排放指标交易。

为什么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

度？因为如果不明确权属，使用权不明确，
就难以避免出现过度使用、肆意破坏的情
况。像农村土地承包制、林地所有权改革那
样的产权制度改革，尽管所有权依然属于国
家，但给农民 30 年、50 年的经营权，就能提
高农民的积极性，激发活力。基于环境容量
的污染物排放权与传统自然资源一样，如果
把它们的使用权、处置权给予清晰界定，也
会激活排污权市场，在满足环境质量改善的
前提下实现环境资源的最优配置。

对 水 流 、森 林 、山 岭 、草

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

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

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

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土地林地有产权，水流荒地也有产权

王金南说：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也是
《决定》的一个新提法。就是要核算自然资
源资产的平衡情况，以全面记录当期自然和
各经济主体的对生态资产的占有、使用、消
耗、恢复和增殖活动，评估当期生态资产实
物量和价值量的变化。如果这个变化是正
的，说明当期的自然资源资产是增值的；反
之则是当期的自然资源资产是贬值或下降
的。这样就可以为实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提供详细的科学依据。

2004 年，环境规划院曾经做过建立绿
色GDP核算体系的研究，把发展所消耗的资
源环境成本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是做减
法。绿色 GDP 是对现行的 GDP 做“减法运
算”，将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成本从经济
总量中扣除。这种做法影响了“唯 GDP”的
政绩观，因此招致一些地方政府的“不悦”。

现在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现行
的 GDP 做“加法运算”，将保护自然环境所
产生的效益纳入国民核算的范畴。但这种

“加法运算”仅仅是一种期望，并非所有的地
方都能实现自然资源资产的增加和升值。

无论是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还是
对领导干部进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目
前都没有现成的、直接可以操作的模式，都需
要大胆地探索和试点。特别要注意一点，对
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时，不
仅要关注自然资源资产的数量变化，更要关
注一些新的自然资源资产质量变化，如水环
境质量、空气环境质量、土壤环境质量变化。

王金南说：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
格改革，是为了解决环境保护遇到的市场
失灵、政府失灵的问题。关键是要使价格
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
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解决现在的价格
疲劳问题。比如，如果水价能够充分反映
出水资源的稀缺性，有利于唤醒全社会的
节约和保护意识。

保护生态环境本身就是改善民生。因
此，不能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需求与短期内
自然资源价格的影响对立起来。总体上，环境
资源价格上升是一个必然趋势，短期内对物价
民生等方面有影响，但长期看对提高资源效
率、环境效益和公众健康效益都是显著的。

当然，环境资源价格改革也要把握机
遇，最好是在一个价格总体水平比较稳定，

特别是相关的自然和环境资源价格较低时
引入价格调整比较合适。其中最重要的要
坚持“污染者付费”和“使用者付费”等原
则。环境资源价格改革的重点领域是那些
影响污染治理产业发展的领域，如提高城镇
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收费标准，对有严重
污染的产品征收消费税附加，提高排污费标
准或改革使之成为环境税等。

要对GDP做“绿色加法”

价格改革能否有所突破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本报讯 记者杜铭报道：由中国新闻社、《中国
新闻周刊》主办，环保部支持的第九届中国·企业社
会责任国际论坛暨 2013最具责任感企业颁奖典礼，
日前在北京举行。

本届论坛以“责任之艰：恪守与突破”为主题。
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万本太在论坛上表示，面对日益
严峻的环境问题以及自下而上的民众环境诉求，企业
社会责任成为重要内容。企业应及时披露环境信息，
这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责任，既有利于企业履行环境责
任，也可保护社会环境，同时也是对投资者的保障。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石化、中国建筑、中国平安、
中国民生银行、港华燃气集团、安利、百度、太阳雨等
15家企业获得 2013最具责任感企业奖项。

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举办

最严格地保护生命共同体①

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

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

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

价 格 改 革 ，全 面 反 映 市 场 供

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

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

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

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今冬以来，已有数千只白天鹅陆续从西伯利亚

飞临山西省平陆黄河湿地越冬。 新华社发

□ 来 洁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