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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久为功，绿色发展创美好未来
本报记者 曹红艳

光伏治沙奔小康
本报记者 陈 力

在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的一处胡杨林，群鸟从水面上飞过。 新华社记者 赵 戈摄

左图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境内的年保
玉则风光。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摄

“十三五”时期，天越来越蓝了，
地越来越绿了，水越来越清了，距离
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的期待越来越
近了。

5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取得显著成效，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
善，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环境更美

虽然天气渐寒，但云南保山青华
海国家湿地公园里依然生机盎然。
随着湿地恢复，当地鸟类种类也从
2016年的172种增加至270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生态环
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
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
样对待生态环境，在生态环境保护上
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
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
寅吃卯粮、急功近利。

在一系列考察调研中，从青山到
绿水，从草原到沙地，从森林到海洋，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着生态环境
保护的方方面面；从修复长江生态环
境，到建设好海洋生物多样性湿地生
态区域，再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
建设亲自部署、亲自推动。

“十三五”时期既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时期。党中央决策部署落
到实处：2019 年单位GDP 能耗比

2015年下降 13.2%，全国337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例达到82%，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
于Ⅲ类水体比例达74.9%，全国生态
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
蓝天也是幸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
同样也是为了民生。“十三五”时期污
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展开。

“擦亮”蓝天，我国化解钢铁产能
约2亿吨；燃煤电厂累计完成超低排
放改造8.9亿千瓦；推进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汾渭平原等区域散煤治理，
完成散煤治理2500万余户。

保卫碧水，我国建成全世界最大
的污水处理能力；地级及以上城市建
成区中，近九成河道告别“黑臭”；长
江经济带95%的省级及以上工业园
区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空气好了”“环境美了”，成为越
来越多人的切身感受。人民群众对
美好环境的期待逐渐变为现实。

发展更绿

从守着荒山要饭吃到靠种油茶、
区域治理走上生态富民路，河南光山
县10万贫困人口的绿色转身，是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剪影。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
委书记习近平在浙江湖州市安吉县
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为破解发
展与保护难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新路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逐步成
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在

山西右玉，经过不懈植树造林、
防沙治沙，不毛之地变成塞上

绿洲，生态牧场、特色旅游
让农民“钱袋子”鼓起

来；在新疆阿克苏，
昔日亘古荒原上

建成一道集
生态林、

经济林于一体的“绿色长城”，让风沙
之源变成绿色果园……越来越多地
方走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十三五”以来，绿色日益成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产业结构在调整。各地通过淘
汰落后产能、大力整顿“散乱污”企
业，为拥抱“高精尖”产业腾出空间，
为企业创造了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能源结构持续优化。我国清洁
能源占比迅速提高、产业规模稳居世
界第一。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
比重持续降低，去年降至57.7%。

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截至
2019年底，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
排放较2005年降低48.1%，提前完
成2020年下降40%至45%的目标。

强制垃圾分类、“限塑令”升级，
绿色家居、绿色出行引领绿色消费，
阶梯水价、阶梯电价以及电动汽车
补贴，激励公众厉行节约……人们
生活方式加快向绿而行。

法治更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
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对祁连
山局部生态破坏问题，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坚决整改。
2017年7月份，中办、国办通报甘肃
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
问题，上百人被问责。

这几年，宁夏打响“贺兰山生态
保卫战”，彻底关停保护区内所有煤
矿、非煤矿山、洗煤储煤厂；陕西拆除

秦岭北麓违建别墅群，保护区里的小
水电站逐步退出……扭住不放、一抓
到底，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成为“不可
触碰的高压线”。

“十三五”以来，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等制度落地见效，进一步压实
地方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生态
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排
污许可、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
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责任追究等
制度相继出台。

在四川广安市华蓥市明月镇，明
月村的张锦华担任村级河长以来，几
乎每天都要沿着渠江走上几公里。
自2017年、2018年全省相继建立河
长制、湖长制，四川加大水污染整治
力度，河湖水质明显改善。

5年来，河湖长制、生态文明建
设目标评价考核、省以下环保机构监
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等改革加快推
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制
度体系基本建立，推动形成生态环境
保护“大格局”。

5年来，环境保护税法、水污染
防治法、核安全法、土壤污染防治
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生物安全
法等完成制修订。严格环境监督执
法，严肃查处生态环境违法案件，有
效遏制了环境违法行为多发高发
态势。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闻得到花
香、听得到鸟鸣、记得住乡愁……在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我们向着建
设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清新的
美丽中国再出发。

在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昭君
镇柴磴嘎查，5万亩光伏发电装置连
成了片，远远望去好像一片蓝色的

“海洋”。
沙漠治理是世界性难题，经过几

十年努力，我国在库布其沙漠治理中
取得很大成效，光伏治沙则是近年来
的又一创新探索。

“库布其沙漠在我们达拉特旗面
积为435万亩，占全旗总面积超过三
分之一。”库布其林业公司总经理田
占庄介绍，通过南围北堵等系列措
施，全旗沙漠面积已缩减到327万
亩。该旗从2017年开始在库布其

沙漠谋划光伏项目以来，一期
项目实施生态建设 2.3 万

亩，其中防护林 3000
亩、沙障1.75万亩，

套种红枣等经
济林1.2万亩，
黄芩、黄芪等
中 草 药 5000
亩。今年底，

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二期
工程也即将带电投产。

同时，这片昔日的不毛之地走
上了“三产”融合的发展道路。“我
们把发展光伏产业与沙漠有机农
业、沙漠风情旅游有机结合起来，
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最
大程度地放大基地的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达拉特旗发改
委副主任王小径介绍，第一产业主
要是利用项目区各类空地穿插种植
耐旱有机经济作物及沙生植物，建
成设施农业2000亩，开展高档肉牛
养殖2.5万头。第二产业发展沙漠
清洁能源，今年发电量将突破10亿
千瓦时，实现产值3.5亿元。第三
产业将组建沙生植物种质资源库，
开展沙漠研究、智能科普，并建设
库布其光能环沙漠乐园。

“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
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40
亿千瓦时，有效治沙20万亩，年减
排二氧化碳320万吨。”王小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