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中国环境发展

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

年。”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说。

不久前，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

建议，将“绿色发展”作为五

大发展理念之一，对生态文

明建设作出了重大战略部

署。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关

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总体方案》的出台，勾画了生

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顶

层设计和路线图。

构建生态文明“四梁八柱”

12 月中下旬，京津冀地区再次遭遇严
重雾霾，10 个城市启动红色预警。京津冀
大气污染防治问题仍然突出。

雾霾治理之艰，折射的是当前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现实。当前，我
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
退化的问题十分严峻，与此同时，人民群众
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优美环
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

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说，资源环境已经
成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最紧的约
束、最矮的短板。这正是党中央对生态文
明建设作出全面专题部署、出台《关于加快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的背景。

此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明确提出，构建由 8 项制度构成的产权清
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搭建起生态文明建设
顶层设计的“四梁八柱”。

依靠制度和法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
2015 年最鲜明的特征之一。

环保制度建设迈出新的步伐，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建立了区域大
气污染协作机制，水污染防治协作机制正
在建立之中。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稳步
铺开，绿色信贷信息共享机制逐步健全，环
保费改税稳步推进，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
险试点反响良好。

新环保法威力不断显现。今年 1 至 8
月，全国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案件共 405 件，
罚款数额近 3.3 亿元；实施查封、扣押案件
共 2400 件 ；实 施 限 产 、停 产 案 件 共 1524
件。全国移送行政拘留案件 1116 起，移送
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1029 件。

“随着环境监管执法趋严、趋实，环保

守法新常态逐步形成，地方政府保护环境
的责任意识、排污企业的守法意识、公众的
监督意识有了较大提升。”陈吉宁说。

把发展蓝图化为“施工图”

12 月 21 日，北京联合大学教授李京颐
发 布《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实 践 三 清 山 调 研 报
告》。报告认为，江西三清山创建旅游示范
景区所取得的成效，是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的综合结果。走经济社会效益最大、环境
代价最小、资源消耗最合理三者有机统一
的绿色崛起新路，成为风向标。

目前，我国有福建、浙江、辽宁、天津等
16 个省（区、市）开展生态省建设，1000 多
个市（县、区）开展生态市县建设，92 个市、
县（区）获得国家生态建设示范区命名，建
成 4596 个生态乡镇，涌现了一批经济社会
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典型。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是把生态文
明蓝图具体化为路线图和施工图——

“尽管雾霾严重，但要看到，我国是第
一个提出治理 PM2.5 的发展中国家，取得的
成效是积极的。”陈吉宁说，今年 1 至 9 月，
全国实施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 74 个城
市 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6.4%。

大气、水、土壤的污染治理行动渐次展
开，2013 年，“大气十条”出台，打响了雾霾
治理的发令枪，10 条 35 项措施，重点治理
PM2.5和可吸入颗粒物 PM10；今年 4 月，涵盖
10 个方面 238 项水污染治理措施的“水十
条”出台，向水污染宣战；同时，“土十条”正
在加紧编制。这样宏大的污染治理计划在
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

“工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生态文明
建设的成效。”在“2015‘碧水蓝天’中国环
保高峰论坛”上，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司长高云虎透露：“正在组织编制绿色制造

工程实施方案。”制定绿色产品、绿色工厂、
绿色园区、绿色企业标准体系，开展绿色评
价。计划到 2025 年，我国制造业绿色发展
和主要产品单耗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基
本建立起绿色制造体系。

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

2015 年，同样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一年。12 月的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吸引世
界目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
毅说，“倡导各国努力达成适用于所有缔约
方的国际气候协议，构建 2020 年后全球应
对气候变化机制，习主席提出了全球气候
治理的中国主张”。

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的重要参与
者，中国的行动备受世界关注——

我国是最早加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公约》的国家之一。目前，建成以自然保护
区为骨干，包括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不
同类型保护地的保护网络体系。各类陆域
保护地面积 170 多万平方公里，约占陆地
国土面积的 18%，提前完成《生物多样性公
约》2020 年达 17%的目标。

环保部生态司副司长邱启文说，建成
的 2729 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147 万平方公
里 ，约 占 陆 地 国 土 面 积 的 14.8% ，高 于
12.7%的世界平均水平，85%的陆地生态系
统类型和野生动植物得到有效保护。

“目前，全国各省（区、市）已开展生态
保护红线划定工作。”邱启文说，有 32 处自
然保护区已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
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2015 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赢得了外
国专家学者的赞誉。“绿色 GDP”概念的提
出者小约翰·柯布最近撰文写道：“尽管中
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她仍展现
出向生态文明转变的领导者姿态。”

做生态文明的建设者

曹红艳

不久前，在北京实施

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的

4 天时间里，共有 11.28 万

余辆机动车违反了单双

号限行规定。面对重霾，

一些人却对限行置若罔

闻，显然是无视社会整体

利益和公众健康。

入 冬 以 来 ，我 国 东

北、京津冀地区遭遇了一

轮 又 一 轮 的 严 重 雾 霾 。

督查发现，一些燃煤企业

超标排放，焦炉没有除尘

设施，烟气无组织排放严

重，煤灰露天散堆问题十

分严重。明知是违法行

为，企业依然铤而走险。

当 前 我 国 经 济 进 入

新常态，但一些地方依然

对产能过剩行业百般不

舍，对高污染企业和项目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

种与绿色发展背道而驰

的做法，置生态文明于不

顾 ，无 异 于 穷 途 末 路 。

无论是政府、企业还

是个人，建设生态文明，

谁也不能置身事外。倘

若只用“局外人”的心态

来看待生态文明建设，美

丽中国目标何以实现？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

业化中后期，生态系统无

时无刻不在承受着严峻

考验。具体到个人的生

活方式，虽不像工厂排污那样影响显著，但

点点滴滴汇聚起来也不容小视。

每一个人既是污染的受害者，也是制

造者；既是良好生态环境的享有者，也是建

设者。但需要警惕的是，在环境问题出现

时，很多人只想到自己是受害者，很少从环

境加害者的角度审视自己的行为。

解决我国面临的环境问题，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关键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当

务之急是唤醒全体社会成员的环境保护意

识，把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作为自己

的事、紧迫的事、体现社会责任的事，做生

态文明建设的支持者、参与者。

让生态文明成为主流价值观。无论是

政府决策者，还是企业经营者，都要以有利

于生态文明为标准。当发展决策与生态文

明发生冲突时，知道孰轻孰重；当自身利益

与生态文明发生碰撞时，知道何为优先。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不断完善的政策

制 度 以 及 有 力 举 措 ，正 成 为 倒 逼 的 力 量 。

从新环保法长出“钢牙”到生态资源损害的

赔偿与追责，从环保考核到环保约谈，从倡

导环境友好型消费，到以绿色消费倒逼生

产方式转变，进而推动消费端和需求侧的

转变。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但大家携

手并肩共同努力，宏伟蓝图终将实现。

从 伐 木 英 雄 到 造 林 模 范
本报记者 杜 芳

走进小兴安岭的黑龙江伊春市汤旺河林
业局守虎山林场，林场职工滕俊江骄傲地告诉

《经济日报》记者，“人民大会堂建设所需的木
材，很多来自伊春”。曾经，采伐是伊春百姓赖
以生存之道。但从长期看，将林城置于“资源
危机、经济危困”的“两危”困局。伊春开始思
考，究竟该如何对待这片赖以生存的山林？

总结教训后，伊春认识到，唯有植树养
林、保护好生态，才有发展之机。面对同一片
大山，当年的“伐木英雄”马永顺伐了 36500
棵树后，立誓还上这笔生态账，带着全家人在
荒山上栽植树苗5万多棵，成为“造林模范”。
林场工人纷纷放下斧头，植树养林。

如今的小兴安岭没有了人声鼎沸、刀斧
大作，一株株大树寂静地生长着，带来别样生
机。“林场职工纷纷转行，有种黑木耳的，有种

蓝莓的，还有借着良好的生态优势做旅游餐饮
民宿的。”滕振生说。

滕振生联合林场职工，筹资 100 多万元
成立野猪养殖专业合作社。“野猪吃的是山野
菜、野果、蚯蚓等纯天然食物，喝的是甘甜溪
水。因此肉质鲜美，市场需求旺盛。从开始的
100多头，到现在存栏量1300多头，市场价值
超过800万元，年收益五六十万。”

现在的伊春依旧靠山吃山，但却变成了
吃“生态大餐”。当前，伊春仅林下经济就开发
出 10 大系列、360 余种产品，全市 21 个县

（市）、区、局都确立了林下经济主导产业。
良好生态吸引了汇源集团、中盟集团、葵

花药业、黑尊集团等国内知名企业投资。伊春
市经济合作局局长麻昌杰说，未来3至5年将
投资120亿元，重点建设森林食品、医药等精

深加工项目，延伸产业链条，带动伊春林下经
济向规模化、集群化发展。预计项目建成后，
将新增加工能力 4.3 万吨、销售收入 21.4 亿
元、利税6.2亿元。

林城伊春越来越懂得如何与山林对话，
如何依托生态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2015
年，伊春市林下经济产业实现附加值 46.5亿
元，占林区生产总值的16%。绿水青山吸引越
来越多游客，仅2015年前三季度，伊春市接待
游客量 566.5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47.8 亿
元，分别增长6.8%和10.4%。

伊春市委书记高环表示，将加快全市“生
态+”产业升级，做大农林特产品精深加工业、
整合引导旅游业跨越发展、做强做优健康产
业，巩固绿色生态产业基础，积极践行绿色环
保、高效低耗、高端低碳的生态产业发展道路。

绘 就 绿 色 发 展 新 蓝 图
本报记者 曹红艳

黑龙江伊春森林生态环境良好，放养鹿

群吸引许多游客。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在北京大钟寺一家超市，市民将塑

料饮料瓶投入智能回收机（10 月 29 日

摄）。 李 欣摄（新华社发）

市民在江西上饶市广丰区月兔广场取

用公共自行车（11月 9日摄）。

卓忠伟摄（新华社发）

河北石家庄市平山县东黄

泥村村民擦拭光伏设备（12 月

16日摄）。张 震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