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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是久负盛名的天堂城市。在杭州，数
千名官方责任“河长”和民间志愿“河长”，日夜
守护着1845条乡镇级以上河道——市民用手
机拍下身边的污染，及时上传至杭州市河道水
质APP，实现共建共享，良性互动。

近年来，类似杭州这样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的工作正在全国进行着。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以来，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建设

“美丽中国”成为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

青山绿水“颜值”更高

近年来，随着环境保护理念的深化，我国
不断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逐步
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推进生态保护红线工
作，生态保护和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生态状
况显著改善。

如今，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中国正在
变得更美。2018年，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
的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9.3%；全国地表水
好于三类的水体比例同比增长3.1个百分点；
全国完成造林面积 707 万公顷，比 2000 年增
长38.5%。

“总体讲，生态环保领域各目标指标都圆
满完成了年度计划。这说明污染治理的方向
和路子是对的，应该充满信心。”生态环境部党
组书记、部长李干杰表示。

地处长江上、中游分界点的湖北宜昌曾因
磷化工产业闻名全国，全市化工产业规模一度
过千亿元。然而，化工产业也造成当地生态环
境恶化。“必须壮士断腕、刮骨疗毒，持续发展
转型。”宜昌市委相关负责人说。2017 年以
来，通过理念、动能、结构、效能、机制“五个加
速转换”的组合拳，宜昌经济实现了一增一降：

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业
不断增加；化工业比重持续下降。产业转型、
高质量发展助力宜昌守护一江清水。

如今，长江绿色生态廊道正在湖北形成，
修复与保护也未停步。为持续分析研判长江
生态保护面临的隐患与风险，湖北正在研究制
定《湖北省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湖
北省生态环境厅落实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工
作方案》及 8 个专项行动方案，加快构建湖北
特色的环保督察体系，强力推进长江大保护。

“建其制”带动“担其责”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工业欠发达，环境
污染问题尚不显著。严格说起来，我国的环境
保护工作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才逐步开展。

1973 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
护会议，审议通过了环境保护工作方针和我国
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
境的若干规定》，成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里
程碑。

此后几十年，中国环境法治发展经历了不
平凡的历程：环境立法从一部“试行”法到如今
37部法律，环境管理机构从1982年的城乡建
设部环境保护局到现在的生态环境部，环保法
庭从2007年的一个到如今的1200多个……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牙齿更锋利了，但
2013 年全国先后有 30 个省份遭受雾霾天气
侵袭的事实，还是给人们敲响警钟：生态文明
建设已经迫在眉睫，生态体制改革箭在弦上。

紧锣密鼓的改革拉开帷幕。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等纲领性文件相继出台，明确了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的“四梁八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
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常纪文表示，生态文明建
设成效如何，关键在于制度设计是否科学合
理、制度执行能否到位见效。我国着力构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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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严格制度执行，让制
度成为刚性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督察严、考核严、问责严、落实严”，被业

内人士认为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最大特点。

2015 年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首次将地方党委领
导成员尤其是党委主要负责人作为追责对象，
不仅党政同责，而且终身追责。

随后，被称为“环保钦差”的中央环保督察
组正式亮相。2017 年，首轮中央环保督察经
过两年时间完成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督察全
覆 盖 ，约 谈 党 政 领 导 干 部 18448 人 ，问 责
18199 人。2018 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边督边改工作问责8644人。
常纪文表示，经过努力，我国自然资源资

产产权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
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逐
步建立和完善，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规
范和可靠保障。

多层次治理体系初现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接力奋斗，三代塞罕坝
人在风大寒冷、人迹罕至的塞外高原上成功营
造出总面积112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80%的
全球最大人工林海，有效阻滞了内蒙古浑善达
克沙地南侵。塞罕坝的事迹感人至深，也践行
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是我国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生动范例。放眼全国，
建设美丽中国的故事不断在上演。

“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
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常纪文
表示，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关键期，
也到了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
期。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大力提高生态环
境治理水平是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要充分
运用市场化手段，完善资源环境价格机制，采
取多种方式支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环境保护投入不断增
长，特别是从“十五”时期开始，国家积极拓宽
环境保护投资渠道，提高资金保障水平，加强
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有力推动了环境保护工作
全面开展。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大幅提升。上世纪80
年代初期，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每年为 25
亿至30亿元，2018年投资远超5459亿元。

“传统的竞争力可能是经济上的、国防上
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院长王金南说，但现阶段，环境竞争力的高低
对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绿色，是人类的生命色，是现代文明的底
色，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色。生态文明建设，只
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如今，越来越多的中
国人意识到，个人更应成为此中践行者，保护
环境，从“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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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
我们党始终秉持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推动
生态环境保护事业蓬勃发
展。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
中国建设，着力守护良好
生态环境这个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人民群众源自生
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显著增强。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
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取
得了哪些突出成就？

李干杰：70 年来，我
国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重
大民心工程和民生工程，
不断深化对生态环境保护
的认识，持续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

一是战略地位不断提
升。1973 年第一次全国
环境保护会议召开，环境
保护被提上国家重要议事
日程。进入新时代，生态
文明建设被纳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写入宪法和党章，建
设美丽中国成为我们党的
奋斗目标，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驶入快车道。

二是污染治理持续加
强。上世纪70年代，官厅
水库污染治理拉开了我国
水污染治理的序幕。进入
新时代，我国发布实施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
行动计划，全面展开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人民群
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三是生态保护稳步推
进。多年来，我国逐步实
施保护天然林、退耕还林
还草等生态保护重大工
程。进入新时代，我国实
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和修复工程，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加强生物多样性保
护，中国人民的家园日益美丽动人。

四是法律法规日益完善。1978年“国家保护环境
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被写入宪法，我国
环境保护工作逐步走上法治化轨道。进入新时代，我
国制定和修改了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税法以及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法和核安全法等法律，立法力度之
大、执法尺度之严、守法程度之好前所未有。

五是公众参与日益广泛。我国坚持发动全社会保
护生态环境。进入新时代，积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
碳的生活方式，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记者：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民群众从“盼温饱”
到“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如何回答好在
保护生态环境中增进民生福祉这个时代命题？

李干杰：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
需要，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解决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

70年实践经验表明，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
基础和关键。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贯彻
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
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把经济活动、
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
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

记者：当前，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但成效
并不稳固。在这样的关键阶段，应如何应对？

李干杰：我国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污染
重、损失大、风险高的生态环境状况尚未根本扭转。对
此，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造福于民。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走以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做到稳中求进、统
筹兼顾、综合施策、两手发力、点面结合、求真务实，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遵循规律、科学规划、因地制
宜，打造多元共生的生态系统；着力推动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向纵深发展，对重点区域强化监督，既督促又
帮扶，重视企业合理诉求，推动解决群众关切的突出生
态环境问题，真正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江西省吉水县乌江镇千亩彩色油菜花基地美景如画。 田 俊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