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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彰显了生态文明建

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布局中的重要性。“绿色”是企业追求和践行的生产方式，

也是百姓喜闻乐见的生活方式；是林丰水茂的城市，也是明净富庶的乡村；是近在眼

前的清新空气、清洁水源、干净土壤，也是极目可见的大好河山——

“很多地方干部没有认识到绿水青
山就是财富，一些地区生态破坏情况突
出；煤化工、电解铝、火电等产业在产业
环境风险控制方面措施不多，对生态环
境造成不良影响。”这是中央环保督察组
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反馈的内容。

“推动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是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重要特
点。截至目前，首批被督察的 8 省区有
3400多人被问责，刚刚启动的第二批督
察已约谈问责275人。

中央环保督察的扎实推进是生态文
明制度建设的一个缩影。伴随《关于加
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出台，生态
文明体制“1+6”改革方案提出，中央环
保督察、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生态文
明示范区试点等，一系列改革举措有力
有序有效展开，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
丽中国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改 革 要 啃“ 硬 骨 头 ”

“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对利益关系的
触及将越来越深⋯⋯”两年多前，中央深
改组的第一次会议就明确指出了全面深
化改革将面对的压力和挑战。

开弓没有回头箭。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在中央深改组的统一部署下，一些重
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坚冰正在被打破。

从渤海湾溢油污染到常州外国语学
校土壤污染，公共生态环境损害未得到
足额赔偿，受损的生态环境未得到及时
修复，多年形成的“企业污染、群众受害、
政府埋单”的困局如何破解？

日前，贵州省宣布率先启动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根据部署，
吉林、江苏、山东、湖南等省市的实施方
案也将陆续出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健全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使违法企业承担应有的赔偿
责任，使受损的生态环境得到及时的修
复。”环境保护部副部长黄润秋说。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中央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的重要任
务。这一制度的试水，将为破解多年以
来“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
局提供解决方案。

以“保发展”为名,行地方干预之实,
一直是环境监测监察执法工作中的突出
问题。“关键要理顺环保系统省市县三级
关系,理顺环保部门与所属地党委政府
之间责任关系。”环保部地方环保垂直管
理工作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玉军说。

9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省以下
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
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垂改要动
体制、动机构、动人员，是对地方环
境保护管理体制的一项根本性改境保护管理体制的一项根本性改
革革。。””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
吴舜泽说吴舜泽说。。这次改革将涉及这次改革将涉及
监测监测、、监察监察、、执法执法、、许可等许可等

制度的重构，牵一发而动全身。
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到设立统

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再到构建
绿色金融体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
价考核办法⋯⋯每项改革的推进，都需要
敢为人先的勇气和能啃“硬骨头”的智慧。

推 进 要 有 硬 措 施

“全面深化改革头3年是夯基垒台、立
柱架梁的 3 年，今年要力争把改革的主体
框架搭建起来”⋯⋯

2016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中央深改组第二十次会议，检视改革
进程，对改革阶段性任务作出最新部署。

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有了部署就
要不折不扣地加快落实。截至 10 月 24
日，全国1436个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站已交
接完成1324个，完成率达92%。全国城市
站运维交接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实施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事权上
收，是党中央、国务院就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作出的重要部署，是落实《生态环境监测网
络建设方案》的重要内容。对此，各地环保
部门高度重视，与运维公司通力合作，分解
任务，落实责任，明确时限。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各地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各项举措落地势如

破竹。
在四川，6 月 1 日起，被纳

入四川“三江”流域水生态补偿
的嘉陵江首试新政：若水质

超标，上游市县掏钱补偿下游;若水质改
善，下游则奖补上游。这个涉及 19 个市
州的升级版生态补偿办法，是“川版”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内蒙古，耕地红线划定在盟市层面
有序推进;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水资
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
区限制纳污控制指标）被分解到盟市、旗
县;基本草原红线已完成划定;林业“四条
红线”（林地和森林、湿地、沙区植被、物种
红线）划定工作全面启动，制定了《国有林
场改革方案》和《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区
改革总体方案》，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
采伐⋯⋯先行先试，绿色富区、绿色惠民
的文明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在贵州，从“GDP 挂帅”到“环保问
政”，再到“绿色政绩”，生态文明建设顶层
设计在步步推进。他们率先在全国出台
了首部省级层面上的地方性法规《贵州省
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率先在全国设
置环保法庭，率先在全国开展第一例由检
察机关起诉行政执法机关的环境保护行
政公益诉讼⋯⋯多层次、宽领域推开的各
项改革，让生态文明充满勃勃生机。

落 实 贵 在 获 得 感

“把改革落准落细落实，使改革更加
精准地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
向，更好造福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上
强调。

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让人民群众

拥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这里的山很绿。森林覆盖率高达

65.95%，连续多年领跑全国；这里的水很
清。12 条主要河流水质达标率 97.8%，
Ⅰ—Ⅲ类水质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0
个百分点；这里的空气可以任性深呼吸。
所有设区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比
全国平均水平高 23.5 个百分点；这里的
人长寿。全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75.8
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03 岁⋯⋯在福
建，从生态省到全国首个生态文明示范
区，先行先试不断取得新进展。

10 月 19 日，赣粤两省签署东江流域
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标志着我国跨
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取得重大进展。东
江源的生态保护，凝聚着江西人民长久的
付出与坚持。仅“十二五”以来，寻乌、安
远、定南三县关闭矿山开采、有色冶炼等
污染企业 202 家，拒绝 750 多个外来项
目。目前，东江平均三级以上水质达
88%，有力保障了下游地区饮水安全。据
介绍，江西在全国率先实行全境流域生态
补偿机制，成为欠发达地区生态补偿资金
筹集力度最大的省份。

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者浪乡者烟村
之东，有一片曾被当地村民向来称为“鸟
不拉屎”的地方，以前土层裸露，植被稀
少，但现在漫山遍野种上了西南桦，高度
已有10米上下。凭借碳汇造林项目的实
施，当地村民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世界银行贷款，，把荒芜把荒芜
多年的山岭变成多年的山岭变成““绿色聚宝盆绿色聚宝盆””⋯⋯⋯⋯

新理念新理念，，新实践新实践，，新时代新时代。。推进绿色推进绿色
发展发展，，美丽中国正在谱写新的篇章美丽中国正在谱写新的篇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
文明制度体系；十八届四中
全会要求用严格的法律制度
保护生态环境；十八届五中
全会将“绿色发展”作为

“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经
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
理 念 。 2015 年 ， 中 共 中
央、国务院先后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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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是指导我
国全面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
顶层设计文件，后者是统筹
生态文明领域各项改革的纲
领性文件。2016 年，在这
两部生态文明建设和改革文
件的指导下，结合实际需
要，中央深改组和中央有关
机构审议通过了一系列改革
文件，以现实问题为改革导
向，并以得力手段推进措施
落地，新气象由此而生。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措施
以建章立制、试点试验、示
范引领、逐级部署、评价考
核、奖励追责等方式予以推
进，打击了少数企业和地方
政府环境监测数据造假等不
良现象，维护了环境保护评
价考核和追责的严肃性，老
百姓期待的“天蓝、地绿、
水清”有了系统推进的制度
保障。

这些改革措施对于产业
结构调整、空间结构优化、
产业链条形成、违法行为纠
正，特别是促进“三去一降
一补”和区域资源的统筹和
优化，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
用，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总
体得到遏制，一些地方的环
境质量得到改善。一些地区的雾霾等季节性污染虽然突
出，但是平均浓度较上几个年度总体有所下降。

尤其令人振奋的是，浙江丽水、衢州、金华等东部
沿海城市在生态文明建设改革的时代大潮中，坚持了一
张蓝图干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成功不必在我但成功
离不开我、要有绿色发展的坚守和定力等理念，走出了
绿色发展、科学赶超、生态惠民、生态富民的生态文明
建设路径，探索出了全域统筹、生态引领、城乡一体、
特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发展方法，并立足于一县 （区） 一
乡 （镇） 一村至少发展一个优势产业，通过信息化和标
准化抢占国内外竞争的制高点，实现人人有事做、家家
有收入，把绿水青山真真切切地变成了金山银山。环境
保护和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有了经济效益，就有了全面
推广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自信。

今年以来，中央环保督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督
察特别是结果反馈不留情面，直面问题，让人红脸、出
汗，对于提升地方党委和政府生态文明建设意识有极大
的促进作用。通过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和地方环境保护督
察，一些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对于近期不能解决的问
题，建立了整改的长效方案。中央环保督察工作的扎实
推进是生态文明改革和建设成就的一个缩影。同时我们
也必须看到，生态文明建设和改革措施只有落地并得到
地方的积极响应，才能充分发挥预期的作用。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中发现的很多共性问题出现在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3年左右的时间，而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解决难度
很大，这说明生态文明建设和体制改革措施的推进，需
要更深入的改革和更有力度的推行措施。

总的来看，2016 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及其推
动，通过动真格，见了实效，体制机制和法制在发展的
基础上进一步理顺，环境保护政策和法律的红利得以释
放，国家和社会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空间和资源支
持，生态文明建设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旺盛生机和光明前
景景，，更加坚定了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持续更加坚定了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持续、、深入开展生深入开展生
态文明建设和改革的决心与信心态文明建设和改革的决心与信心。。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
究所副所长究所副所长））

司 法司 法““ 亮 剑亮 剑 ””守 护 绿 水 青 山守 护 绿 水 青 山
——记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生态保护法庭生态司法实践

本报记者 郭静原

乘着汽车盘山而上，不一会儿，一片
郁郁葱葱的山林映入记者眼帘。这里是
贵州省贵阳市首个生态保护司法实践林，
2014年4月8日，贵阳市第一起生态保护
异地修复执行案件就在这里落地生根。

2011 年至 2013 年间，贵阳清镇市站
街镇 4 家砂厂因未经林业行政部门审批
占用林地采石打砂而受到行政处罚，4 家
砂石厂缴纳了相应罚款后，仍未按规定履
行恢复原状的义务。随即，清镇市人民法
院生态保护法庭作出行政裁定，准予清镇
市生态文明建设局实行强制执行。

然而，开展本地修复植被的可行性与
收效却不容乐观，“由于贵州多以喀斯特
地貌为主，环境一旦受到破坏就极难恢复
原状”。清镇市人民法院生态保护法庭庭
长罗光黔告诉记者，法庭提出了对 4 家砂
石矿厂所污染和破坏的植被环境进行异

地修复的执行方案。4家砂石厂于2014年
3 月中旬全部缴纳执行恢复费用，并开展
异地修复工作，共种植香樟、木莲、楠竹等
苗木700余株，占地约5亩。

何谓“异地修复”？罗光黔向记者介
绍，法庭根据违法行为人占用林地面积的
多少，由专业技术人员制定施工作业计
划，确定修复植被的面积、种植树木的种
类及数量，被执行人可自行选择由自己实
施或由林业部门组织绿化队实施，费用由
被执行人支付。“我们在站街林场寻找到
一块近200亩的荒地，将环境损害案件中
可能遇到的无法完成本地复原的情况集
中起来进行异地修复，补植复绿。”

2007 年 11 月，清镇市人民法院设立
了生态保护法庭。在环保刑事案件中，法
庭用非刑罚处罚手段，使补植树苗、投放
鱼苗在处理环境损害案件中成为常态。

“我们通过司法介入督促污染企业进行整
改，尽力弥补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损害，
而不是让企业承担巨额赔偿后走入深
渊。”罗光黔说。

与此同时，生态保护法庭组建了生态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评估专家库，对环境损
害较小、责任认定无争议、损害损失金额
在 50 万元以下的案件，采用专家证人出
具专家意见的简易评估认定程序，有效解
决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难的问题。在审
理案件过程中，法庭还引入环保组织、志
愿者等第三方监督人对排污企业的整改、
环保设施运行等情况进行长期监督。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设立非常
有必要，但赔偿不是目的，最终要作用在
环境的治理和修复上。”罗光黔说，截至目
前，清镇市生态法庭共受理各类环境保护
案件1067件，已审结1011件。

以改革确立生态文明建设自信

常纪文

从2015年开始，浙江安吉县积极推进水源地生态保护工作。图为浙江安吉县凤凰湖生态景观湿地。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