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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理政新实践

又是一年春来到。生机盎然的春天一
步步走来，中华大地的绿色一天天增多。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
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
体”总布局的战略高度，从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维度，强力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引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３年多来，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从顶层设计到全面部署，从最严格的制度
到更严厉的法治，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有序
推进，越来越多的人深刻认识到：保护与发
展并不矛盾，青山和金山可以“双赢”。

３年多来，环境保护合力集聚形
成——— 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日趋完善，“生
态”“环保”“绿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
词，广泛的生态共识落地生根，转化为积
极的行动和巨大的合力。

３年多来，绿色发展底色日益亮
丽———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
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
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美丽中国
的绿色底色，一天天愈发清新养眼。

遵循发展规律，顺应人民

期待，彰显执政担当，密集推

出一系列顶层设计与战略部

署———

生态文明建设力度空前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创
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人民群众
普遍富裕起来。但是粗放的发展方式，也
使我们在资源环境方面付出沉重代价。马
路宽了，高楼多了，钱包鼓了，可是清澈
的河水、洁净的空气却成了奢侈品，这是
我们追求的现代化吗？高能耗、高排放难
以为继，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蓝天白
云，青山绿水，成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共同向往。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面对
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资源约束
趋紧的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遵循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期待，
彰显执政担当，将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绿
色发展视为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的长远大计，融入治国理政宏伟蓝图。

新理念、新思想和新观点，振聋发
聩———

十八大以来，无论考察调研，还是重
要会议，大江南北，国内国外，习近平总
书记走到哪里，就把建设生态文明、保护
生态环境的观念讲到哪里：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
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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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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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
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
重要内容。”

顶层设计与战略部署，密集推出———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把生

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首次把“美丽中国”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十八大审
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写入党章，作为行动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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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金秋十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
作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

展的一个重要理念，成为党关于生态文明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性认识的
最新成果。

超越和扬弃了旧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模
式，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日益成为人们的
共识，引领社会各界形成新的发展观、政
绩观和新的生产生活方式。

政绩考核，去除“ＧＤＰ紧箍咒”。
政绩考核的“指挥棒”，越来越清晰

地指向绿色低碳。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
求“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
偏向”。２０１３年底，中组部印发《关于改
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
工作的通知》，规定各类考核考察不能仅
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
的主要指标，要求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
护等指标的权重。

去年８月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
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强调
显性责任即时惩戒，隐性责任终身追究，
让各级领导干部耳畔警钟长鸣。

发展取向，从追求“数量”变成注重
“质量”。

各省份的两会正密集召开，这是观察
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一个窗口。北京
不以ＧＤＰ论英雄，要求领导干部把主要精
力放在提高发展质量、优化发展环境上，
明确了今年细颗粒物（ＰＭ２．５）浓度下降
５％左右等多项较高的生态环保目标；福
建强调要保住“清新”，决不能要了金山
银山丢了绿水青山，那样做对不起老百
姓，对不起子孙后代。丢了绿水青山，金
山银山也不会长久，最终也会丢掉。

各地政府的施政纲领中，代表委员的
建言献策里，“生态文明”成为高频词。
面向经济新常态，循着发展新思路，各地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转方式、优结构、改善
生态环境上，努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
可持续的增长。

公众参与，厚植绿色发展根基。
“爷爷，别给我买烟花，我今年不放

了！”１１岁的乐乐从重庆回天津过年，临
行前提醒爷爷。乐乐经常拿爸爸的手机查
看空气质量状况，知道放烟花爆竹会污染
环境。

放烟花爆竹的少了，参与“光盘行
动”的多了。“中央八项规定”“光盘行
动”同时被评为２０１３年度十大新词语。３
年多来，干部戒奢尚俭，民间反对铺张浪
费蔚然成风，低碳环保正成为新时尚。

购买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高能效家
电，减少塑料购物袋等一次性用品使用，
“随手拍”拯救家乡河流……越来越多的
公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保护
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的共识度不断提
升，“最大公约数”正在形成。

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更严

厉的法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可靠保障———

牢牢守住生态环保红线

如何破解“生态环境保护说起来重
要，做起来次要”的状况？“只有实行最
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法律、法规、政
策、措施陆续发布实施，为绿色发展“保
驾护航”。

高屋建瓴全面部署。
２０１５年５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这是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
会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顶层设计后，中央
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次全面部署。《意
见》首次提出“绿色化”概念，并将其与
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
化并列，赋予了生态文明建设新的内涵，
明确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实践路径。

２０１５年９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
体方案》印发，明确提出到２０２０年，构建

起由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等八项制度构
成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生态文明领
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
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严厉法治重拳出击。
１月２１日，备受关注的江苏泰州“天

价”环境公益诉讼案尘埃落定。最高人民
法院裁定驳回泰州一家企业的再审申请，
被告企业被要求赔偿环境修复费用１．６亿
余元的审判结果维持不变。社会各界拍手
称快：新环保法，确实有钢牙利齿！

２０１５年元旦开始实施的新环保法，被
誉为“史上最严”。“公益诉讼”“按日
计罚”“查封扣押”等撒手锏，成为沉重
打击环境违法者的有力武器。据环保部统
计，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底，全国实施按日连
续处罚案件６１１件，实施查封、扣押案件
３６９７件，实施限产、停产案件２５１１件；环
保与司法部门通力合作，移送涉嫌环境污
染犯罪案件１４７８件。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通过，并于
今年元旦开始施行；立法机关正加快推进
《水污染防治法》修订；制定《土壤污染
防治法》的前期工作紧锣密鼓开展。中国
生态环境法治体系不断完善、加严。

督促地方推进环保。
１月中旬，环保部约谈内蒙古锡林郭

勒草原等５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
地方政府，要求坚决制止破坏自然保护区
生态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

以敦促地方政府落实环保责任为目的
的综合督查及环保约谈，在过去一年备受
瞩目。河北廊坊市、江西九江市、安徽铜
陵市、云南昭通市等地的党委“一把
手”，先后出现在当地的综合督查情况反
馈会上。

从“督企业”到“督政府”，综合督
查及环保约谈推动各地加强环境治理，严
格环境执法，加大监管力度，一批突出的
环境问题得到解决，一些地区的环境质量
得以改善。困扰河南焦作市民十余年的山
阳区龙源湖公园养殖场污染彻底消除，呼
和浩特市查封了沙尔营煤炭物流园区内５６
家无证照、无环保设施的煤场。

治污攻坚初见成效。
中国坚决向污染宣战，提升生态环境

质量。被称为“气十条”和“水十条”的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水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先后发布实施，各有十个
方面３５项具体措施，为打赢治污攻坚战提
供了充沛“弹药”和真金白银。

各地多措并举防治大气污染，提升了
“气质”，减轻了公众的“心肺之患”。
监测数据显示，２０１５年，全国３３８个城市
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１０）年均浓度同比下
降７．４％；细颗粒物（ＰＭ２．５）平均浓度
为５０微克／立方米，其中１６１个可比城市
同比下降１１．３％。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发布后，各
地以水环境质量考核为抓手，突出重点流
域、城市黑臭水体治理。一些地方一度不
能洗涤、不能灌溉的河流，水质改善，恢
复生机。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取得显

著进展，充满盎然生机的中国

呈现在世人面前———

赢得永续发展光明未来

河北省武安市活水乡，高如增兄弟７
人早些年一直开铁矿，现在华丽转身搞旅
游。七步沟景区２０１２年开始运行后，游客
数量从不足１５万人次，逐年递增到去年的
５０万人次，今年春节期间来自省内外的游
人络绎不绝。“铁矿资源总有采完的时
候，七步沟这个自然资源，祖祖辈辈不会
用完！”高如增对未来充满信心。

随着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持续推
进，无数人的生产生活乃至命运发生了巨
大变化，一个日益变绿变美、充满盎然生
机的中国，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是发展日益低碳节能的３年———
“最大的决心会产生最高的智慧。”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２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
会通过《巴黎协定》，成为全球气候治理
进程中的里程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高
度评价中国作用，认为中国对《巴黎协
定》的达成作出了历史性的突出贡献。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中国行动”可
圈可点。

中国把应对气候变化融入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中长期规划，通过法律、行政、技术、
市场等手段全力推进。目前，中国可再生能
源装机容量占全球总量的２４％，新增装机
容量占全球增量的４２％，已成为世界节能
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第一大国。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中国承诺”作
出表率。

面向未来，中国向国际社会宣布了低
碳发展的系列目标，包括２０３０年左右使二
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
２０３０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２００５年下降６０％—６５％等。“虽然需要付
出艰苦的努力，但我们有信心和决心实现
我们的承诺。”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积极
承担应尽的责任，倡导并推动各国携手应
对生态危机、努力实现绿色发展、共同守
护地球家园，得到国际社会“点赞”。

这是国土绿化加快推进的３年———
“森林是我们从祖宗继承来的，要留

传给子孙后代，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
子孙。”“十二五”期间，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深化林业改革，充分
调动各方面造林、育林、护林的积极性，
扩大森林面积，提升森林质量。

据国家林业局最新统计，“十二五”
期间，全国共完成造林４．５亿亩、森林抚
育６亿亩，分别比“十一五”增加１８％、
２９％；森林覆盖率提高到２１．６６％，成为
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

绿进，沙退。最近发布的我国第五次
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结果显示，截至
２０１４年，与第四次监测结果（２００９年）相
比，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年均减少２４２４平
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年均减少１９８０平方
公里。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状况，呈现整体
遏制、持续缩减、功能增强的良好态势。

这是生态保护力度空前的３年———
白雪覆盖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柴河林

业局卫星林场，春节期间家庭旅馆生意红
红火火，白雪变成“白银”。２０１４年４
月，全省重点国有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
业性采伐，林场职工们纷纷办起了家庭旅
馆。“比拉木头强多了！”忙碌着的“大
潘客栈”老板娘胡秀英，乐呵呵地说。

从黑龙江到吉林、内蒙古，广袤原始
森林里，多年不绝的伐木声已戛然而止。
数以十万计的林业工人放下斧锯，从“砍
木头”转为“种树看林子”。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国有林场改革方案》和
《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明确“三步
走”，到２０１７年实现全面停止全国天然林
商业性采伐。重点国有林区从“开发利
用”转入“全面保护”的发展新阶段。

前所未有的生态保护投入和力度，使
得我国自然保护区数量和面积持续增加，
居于世界前列。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全国自然
保护区数量达２７２９个，占陆地国土面积
１４．８％。９０．５％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
８５％的野生动物种类得到保护，大熊猫等
一大批重点保护和濒危的野生动植物种群
恢复壮大。

春潮滚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进
入决胜阶段。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
键。”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我们一定能让美丽的家园山清
水秀、鸟语花香，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绿色奇迹”，为中华民族赢得
永续发展的光明未来！

（新华社北京２月１５日电）

绿色发展，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 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述评

据新华社北京２月１５日电 记者１５日从质检总局获悉，质检总
局直属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１２日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现场
的入境人员中发现一例自委内瑞拉归国的发热人员，当日，经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认，该病例为我国第二例输入性、口岸检
出的首例寨卡病毒感染病例。

２月１２日，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白云机场口岸卫生检疫人员
对俄罗斯飞来广州的ＳＵ２２０航班入境旅客进行检疫查验时，现场红
外测温仪报警，卫生检疫人员马上根据红外图像找出发热旅客，
并将其带入医学排查室作进一步排查。

经查，该旅客腋温３８．５℃，头面部、胸背部可见红色斑丘
疹，在寨卡病毒疫情发生国家委内瑞拉工作３年多，于当地时间２
月９日从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机场乘坐飞机，中转荷兰、俄罗斯返回
广州。现场专业人员初步判定为寨卡病毒病疑似病例。

２月１２至１３日，经实验室检测及复核，该疑似病例血液和尿液
样本的寨卡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阳性。２月１５日，经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进行复核检测，确认该病例为寨卡病毒感染病例。

我国确诊第二例

寨卡病毒感染病例
系自委内瑞拉归国人员

新华社北京２月１５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１５日称，截至２月１４
日，国内成品油价格挂靠的国际市场原油前１０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
于每桶４０美元。根据《石油价格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本次汽、
柴油价格暂不作调整。

发展改革委表示，正密切跟踪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运行情况，
结合国内外石油市场形势变化，进一步予以研究完善。

发展改革委１月１３日宣布对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设置调控下限，
当国际市场油价低于每桶４０美元时，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不降低。

汽柴油价格暂不调整

据新华社电 连日来，美国可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
消息引发中国、俄罗斯等国家严重关切。而据日本媒体最新报道，日
本防卫省也正在考虑引进“萨德”系统，与本国升级后的现有反导系
统一起组成三层反导体系，应对朝鲜“导弹威胁”。

时事通讯社报道，在朝鲜本月7日发射“远程火箭”后，日本开始
加快建设本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步伐，计划增加“宙斯盾”导弹驱逐舰
的数量，同时升级其搭载的拦截导弹型号。日本防卫省还在考虑引入
美国“萨德”反导系统，正着手研究这一系统的技术性能和运行成本。

从军事技术角度来说，日本考虑引入“萨德”系统，主要是为了弥
补国内现有两层反导体系的漏洞，构建更为完善的三层反导体系。

这并非日本首次传出要购买“萨德”系统，日本对这一系统的兴
趣由来已久。2008年，“萨德”系统在美国本土投入使用。仅一年后，日
本《每日新闻》就爆出新闻称，防卫省正在讨论向美国采购“萨德”事
宜，但后来遭防卫省否认。

2015年11月23日，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美国夏威夷表示，日本正
在讨论引进美国“萨德”反导系统。当时有媒体报道认为，虽然中谷元
表态暧昧，但日本引入“萨德”一事可能基本确定，进入技术操作层面。

日本也要部署“萨德”？

此兴趣由来已久

综合新华社北京２月１５日电 最高检１５日消息，日前，最高人
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原书记、原
副主任盖如垠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
作正在进行中。

最高检１５日消息，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
南方航空集团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司献民以涉嫌受贿罪立案
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最高检依法决定

对盖如垠司献民立案侦查

新华社北京２月１５日电 最高检１５日消息，中共山东省委原常
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涉嫌受贿一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后移送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
诉。近日，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王敏享有的诉讼
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王敏，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浙江省宁波市人
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敏利用其担任中共山东省委副秘书
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
秘书长、济南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
他人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王敏涉嫌受贿案侦查终结

已由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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