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是生命的象征，是大自然的底色。
而今，绿色更代表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
引，我国循环经济获得迅猛发展，资源利用率
明显提高，节能降耗取得新成效。环境污染治
理全力推进，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控制，
生态系统严重退化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城乡人
居环境质量稳步改善。以绿色发展扮靓的美
丽中国，渐渐走进现实。

激发发展绿动力

富“钾”天下、“镁”不胜收。凡是到过青海
格尔木的人，一定对盆地中的大型国有企业，
我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盐湖集团这句引以
为豪的广告语印象深刻。的确，柴达木盆地中
丰富的盐矿资源堪称富甲天下，而发展循环经
济更是让柴达木盆地的资源开发美不胜收。

柴达木盆地内的察尔汗盐湖是我国最大
的钾镁盐矿床。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盐
湖集团的前身青海钾肥厂就在这里开发钾肥
资源，但是受技术条件和发展阶段的限制，一
直以钾的开发为主，大量的钠、镁、锂等伴生资
源都被当作废料排放。如今，通过从单一开发
转向综合利用、延长产业链条等循环经济模式
的探索，实现了资源的再利用。

柴达木盆地的资源开发是探索绿色、循环
发展的典型代表。2013年，国务院印发《循环
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几年来，伴
随循环经济的倡导与有益尝试，我国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能耗、物耗、水耗大幅度降低，经济发
展质量效益显著提高。

根据循环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
2015 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指数比 2012 年提
高 18.2 点。其中，全国资源消费强度下降，
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废物排放控制力度加
大，污染物处置率保持增长，废物回用率有
所提高。

当前，循环经济工业园已在全国范围内如
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广西、广东、安徽、天津等
地相继进行了循环经济产业园的规划和实施。

与此同时，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部委推
动的以工业园区为平台探索低碳发展新模式
也得到了广泛响应。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
报告显示，从试点成效看，近 60%参与试点的
园区，其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碳排放均有显
著下降。

为实现循环经济的进一步突破，一些开发
区更是抱团联盟。去年 8 月份，由 36 个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发起的中国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绿色发展联盟成立。受聘为联
盟专家委员会主席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教
授指出，国家级开发区绿色发展的目标是打造
生态工业园区，即园区中所有工业企业都积极
推行清洁生产，园区中不同工业企业之间实现
共生代谢，不同工业企业之间实现物质和能量
的梯级利用，园区实现基础设施的共享。

工业节能对社会节能权重巨大，而更令人
鼓舞的是几年来工业内部结构优化带来的节
能成效。201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
值能耗比 2012 年累计降低 24%，高于单位
GDP 能耗降低幅度 6.1 个百分点，年均下降
6.6%；2016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6大高耗能
行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的28.1%，比2012年下
降1.5个百分点，6大高耗能行业4年累计节能
5.9亿吨标准煤，约占全部节能量的69%。

以最少的资源消耗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
展，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不断取
得新的进展。

打赢治污攻坚战

“江之右岸有黄石山，水迳其北，即黄石矶
也”。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这样记载，这
个地方就是今天的湖北黄石。黄石的矿产资
源非常丰富，3000 多年前就有采掘矿产冶炼
铜铁的记录。近代以来，汉冶萍公司、华新水
泥、大冶钢厂等老牌企业在此创立发展。

黄石之名声，源于矿产资源；黄石面临的
生态环境压力，也来自矿产资源。近年来，黄
石打响治污攻坚战，摘掉了“光灰城市”的帽
子，把“绿色”写在了城市的名片上。

黄石的“绿色转身”，折射了全国上下正在
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三大治
污攻坚战打响，生态环境保护迎来力度最大、
举措最实、推进最快、成效最好的时期。

2013 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
明确到 2017 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降
低到 65%以下。提前一年完成钢铁、水泥、电
解铝、平板玻璃等 21 个重点行业“十二五”时
期落后产能淘汰任务。2015 年再淘汰炼铁
1500万吨、炼钢1500万吨、水泥（熟料及粉磨
能力）1亿吨、平板玻璃2000万重量箱；

2015 年《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制

定造纸、焦化、氮肥、有色金属、印染、农副食品
加工、原料药制造、制革、农药、电镀等行业专
项治理方案，实施清洁化改造；

2016 年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启
动，为美丽中国筑牢大地之基的行动渐次
展开⋯⋯

如今，我国已成为全世界污水处理、垃圾
处理能力最大的国家，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电
厂煤耗达世界先进水平。

对重点企业主要排污行为实行24小时在
线监控的重点污染源监控体系建成；覆盖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国家环境空气质量
监测网运行；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生活污
水、垃圾和畜禽养殖污染得到有效治理，1.9亿
农村人口直接受益。

2016 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3 个重
点区域 PM2.5 年均浓度与 2013 年相比下降均
超过 30%。珠三角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率
先“摸杆”，近两年连续达标。全国酸雨面积已
恢复到上世纪 90 年代水平，占国土面积比例
由历史高点的30%左右下降到7.2%。全国地
表 水 国 控 断 面 一 至 三 类 水 体 比 例 增 加 到
67.8%，劣五类水体比例下降到 8.6%，大江大
河干流水质稳步改善。

近岸海域海水水质监测点中，达到国家
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监测点占 73.4%，比
2012 年提高 4 个百分点；四类、劣四类海水占
16.3%，比2012年下降7.6个百分点。

做大生态红利

2017 年 7 月份，中办、国办就甘肃祁连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发出通报，

“不作为、不担当、不碰硬”“没有站在政治和全
局的高度”“监管层层失守”“弄虚作假、包庇纵
容”等严厉措辞频现，包括 3 名副省级干部在
内的几十名领导干部被严肃问责，引起社会高
度关注，彰显党中央保护生态环境的坚定
意志。

“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
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
惩罚。”在中央政治局就大力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进行第 6 次集体学习时，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掷地有声。

几年来，一场场环保问责风暴在各
地掀起。中央环保督察问责启动后，
截至 2015 年底，已累计问责万余

人。此外，针对一些地方履职不到位、环境质
量持续恶化等问题，环保部5年来公开约谈42
个市（州、县）及 4 家大型企业；各省级环保部
门公开约谈 64 个市县政府，对 25 个市县实施
区域环评限批。

2015年，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境保
护法》正式实施，国家意志落实成法律权威，规
模最大、范围最广、持续性最强的“绿色保卫
战”正式打响。

2016年全国各级环保部门下达行政处罚
决定 12.4 万余份，罚款 66.3 亿元；2016 年全
国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移
送行政拘留、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5类案件
共22730件。

用最严格的制度、最有力的举措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绿色发展从理念内化为自觉行动。

如今，越来越多的地区将创建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纳入规划，将优化生态空间格
局、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全面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摆上突出位置；越来越多的企业认真思
考绿色浪潮带来的深刻变化，主动谋求走出
自己的绿色发展之路；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
从身边小事做起，让更加绿色的生活方式成为
风尚⋯⋯

绿色发展，让良好生态环境成
为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增长点，
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
良好形象的发力点。绿
色发展，正汇聚起建
设美丽中国的澎
湃力量。

让绿色成为发展最靓底色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曹红艳

记者日前从大连甘井子区获悉，今年又将有超过 100
家企业入驻大连生态科技创新城。许多企业负责人表示，
这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他们选择投资的主要原因。

地处大连甘井子区的大连生态科技创新城，拥有得天
独厚的自然环境，在 106 平方公里面积内，森林覆盖率近
50%，北部、西端濒临渤海海域，是大连市有名的滨海旅游
风景区。

坐拥优质的生态资源，大连市在发展产业过程中没有
盲目大干快上，而是坚持把生态建设作为头等大事，把建设
绿色宜居的生态城市作为建设目标。当地将生态理念贯穿
“产城融合”，加快产业园区从单一的生产型园区经济向

综合型城市经济转型，努力建设全国工业园区的示范
地带。产业集聚进程中，这里将“绿色建筑”要求作

为企业准入标准，要求新建住宅建筑达到一星
以上绿色建筑标准，公共建筑达到二星以上

标准。区域内牧城驿湖公园等水系治理
标本兼治，在水源中途将现有的生态

沟渠进行保护及完善，使汇入水库的雨水
得到自然净化，从源头上保证区域内水质。

大连甘井子区委书记宋诚表示，大连生态
科技创新城的建设是要提供一个绿色文明、宜居宜
业的综合生态开发样本。目前，大连生态科技创新城
已被纳入辽宁沿海经济带重点支持区域，被国家发改委、
科技部和住建部分别授予“国家高技术服务产业基地”和

“国家现代服务业产业化基地”“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以生态为主打特色，加之区位、交通等优势，大连迅速

集聚一批世界 500 强企业、上市公司，基本形成科技研发、
电子商务、文化创意、总部经济及其他现代服务业等5大高
端主导产业发展格局。

大连市副市长刘岩表示，大连生态科技创新城是大连
建设创新型、生态型、智能型城市的试验区、示范区和引领
区，并将推动大连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向科技支撑、创新驱
动转变，为加快推进全域城市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探索
产业城市融合发展提供全新发展思路。

大连：

护好生态资源 引来金山银山
本报记者 苏大鹏 通讯员 张玮炜

图① 近年来，浙江省滕头村大力发展旅游经济、生态农业，从贫困村
发展成现在的富裕村。如今，只有333户、869人的滕头村已成为国家5A级
景区和生态旅游示范区，2016年接待游客127.5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379
亿元。图为浙江滕头村。 新华社记者 张 铖摄

图② 安徽省安庆江豚自然保护区内，有一支守护长江江豚的协助巡
护队，其中有6名协巡员是昔日的专业渔民，如今成为江豚的守护者。图为
协巡员在长江江面上拆除非法捕鱼设施。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图③ 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滨湖公园位于衡水湖南岸，原来是一片盐
碱荒地。近年来，冀州区通过微地形处理、栽植绿化、水系连通等措施，把过
去的盐碱地建成了一座生态公园。图为衡水市冀州区滨湖公园。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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