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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环境保护是千年
大计，要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而以大
气污染防治为主要任务的蓝天保卫战又是重
中之重。2017年以来，中央铁拳治污、省委
省政府多措并举，我省实现了让老百姓看得
见、感受得到的“好气质”。

在12月公布的各省份绿色发展指

数中，山东省位居环境整治指数全国

排名前5位

许多民众对2016年的大雾霾还记忆犹
新，特别是2016年底前后持续十几天的雾霾
天气，让民众对治理大气污染的紧迫性、严
峻性有了更多的认识。据统计，2016年我省
可吸入性颗粒物(PM10)和细微颗粒物(PM2 . 5)
平均浓度分别列全国倒数第4位和第5位，作
为省会城市的济南，在74个重点城市中列倒
数第9位，而没有列入排名的德州等地市的大
气环境质量更差。

2017年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乘
着中央环保督察的东风，新一届省委班子多策
并举、重拳出击，向大气污染宣战，开展了环境
保护突出问题综合整治攻坚战，取得了明显成
效。2017年前11个月，全省“蓝天白云，繁星闪
烁”天数同比增长18 . 8天。2017年1-10月，我省
PM2 . 5、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的平均浓
度分别为54微克/立方米、102微克/立方米、23
微克/立方米、35微克/立方米，同比分别下降
11 . 5%、10 . 5%、32 . 4%和2 . 8%。而进入取暖季的11
月份，我省PM2 . 5平均浓度也仅为56微克/立
方米，同比改善27 . 3%；PM10平均浓度为117微
克/立方米，同比改善10 . 7%；二氧化硫平均浓
度为22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35 . 3%；二氧化
氮平均浓度为47微克/立方米，同比持平。从前
11个月总体情况来看，全省PM2 . 5平均浓度为
54微克/立方米，比2016年同期改善了12 . 9%，这
也使山东省成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7省(区市)
中PM2 . 5改善幅度最大的地区。而根据《2013山
东省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2013年我省PM2 . 5
的年平均浓度为98微克/立方米，仅仅4年时
间，便下降了44 . 9%。在12月份公布的各省份绿
色发展指数中，山东省位居环境整治指数全国
排名前5位。这份由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
环保部、中央组织部等部门联合编制的指数，
客观反映了我省在包括大气污染治理在内的
环境整治方面进行的不懈努力。也是这些努力
才保证了2017年秋冬季，特别是进入取暖季以
来，“蓝天白云，繁星闪烁”由过去的“奢侈品”
变成了“日用品”，从“稀客”变成了“常客”；使
人民群众对环保的满意度、对环境的幸福感大
幅提升，使人民群众对“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成
效点赞的多了，对雾霾天气抱怨的少了；对党
和政府全力治霾的努力赞许的多了，对政府环
境保护不作为批评的少了。

秋冬以来“好气质”的出现，离不开

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开展铁腕治污

不动摇不懈怠、加大投入促传统产业改

造提升和自上而下的环保督查整改

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环境好气质的

实现也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和痛苦的抉择。我
省2017年秋冬以来实现“好气质”的原因，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2017年以来，针
对我省环境保护突出问题，省委常委会先后
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召开6次专题会进行研究，
如果把包括部署环保工作的省委常委会算在
内，则有16次之多。开会研究是首要任务，
关键是决策落实。对于重大环境保护问题，
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调度、狠抓落实，据统计，2017年
以来，省委书记、省长对环保工作作出批示
100多次，分管省长作出批示150多次。

铁腕治污不懈怠。2017年以来，针对我
省环境污染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大气污
染存在的突出问题，新一届省委不等不靠，
在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前就提前动手谋划，
在7月份召开了高规格的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整
治攻坚动员大会，又制订了实施细则，展现
了保护绿水青山、保障人民群众享受更优美
环境需要的决心和信心，开展铁腕治污不动
摇。如针对“散乱污”企业开展综合整治，
截至12月20日，全省17市共排查“散乱污”
企业85144家，已经完成整治的达到84944家，
整治完成率高达99 . 77%。我省是燃煤大省，
约占全国的12%，针对燃煤小锅炉造成的大
气污染问题，全省共排查淘汰燃煤小锅炉
38953台，完成率高达100%，实现了燃煤小锅
炉“清零”。

加大投入促整改提升。山东省虽然是经
济大省，但是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黑
等问题比较严重，传统工业占全部工业的
70%，重化工业又占70%，山东省的一次性能
源以煤炭为主，占比超过70%，且煤炭消费
总量高居全国首位。这样的产业结构、能源
结构，要开展大气治理，自然需要加大传统
产业的改造提升，通过加大技术改造投入、
完善环境治理设施等途径，促进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和能源效率提升。据统计，山东省级
财政投入9亿元对7个传输通道城市清洁能源
替代工程进行补贴。截至2017年12月20日，
全省单机10万千瓦及以上燃煤机组全部完成
超低排放改造，合计249台，共计7615万千
瓦；而单机10万千瓦以下燃煤机组和10蒸吨/
小时以上燃煤锅炉的超低排放改造，也分别
完成822台和1147台，完成率分别为97 . 3%和
91 . 8%。针对用煤大户汽车运煤产生的污染问
题，我省通过加快铁路入厂建设进度，推动
用煤大户建设入厂铁路，改汽运煤为铁路运
煤，预计这些铁路建成使用后，可以实现货
运能力1 . 1亿吨，相当于110万辆(次)的柴油货
车运力，这将极大减少因煤炭运输而产生的
大气污染。

加强督办整改保环境。环境问题具有显
著的外部性，很多排污主体存在偷排、造
假、隐瞒等机会主义行为。2017年，我省借
助中央环保督察机遇，对各市及区县加强督
办力度，促进地方整改。截至10月31日，中
央督察组交办的8170件环境举报已经全部办
结，责令整改10073家，立案处罚1471家，立

案侦查61件，拘留76人，约谈1186人，问责
1268人，对地方政府、排污企业形成了强大
的震慑作用。同时，我省根据大气环境状
况，针对重污染天气，适时启动污染防治应
急响应，确保不出现大的严重的环境污染事
件。据统计，进入10月份以来，山东先后启
动5次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共停产企业
26612家次，限产企业15976家次，停工工地
1 0 2 9 5个次，累计出动环保系统执法人员
102951人次，检查企业128627家次，检查施工
工地31989个次。

我省延续好天气、打赢蓝天保卫

战的基础在不断夯实，向好态势会趋

于稳固

针对2017年大气环境出现的变化，民众
在赞许和享受空气质量变好的同时，也存在
一些担忧和疑惑：秋冬季以来的好天气会不
会只是昙花一现？雾霾天气会不会“卷土重
来”？笔者认为，我省延续好天气、打赢蓝
天保卫战的基础在不断夯实，向好态势会趋
于稳固；同时，严厉治污不会改变全省经济
发展态势，从长期来看会产生促进经济增长
的环保红利。

一是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的社会共识在不
断增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生态文明建设，多次强调要“像保护眼睛一
样保护生态环境，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生态
环境”，并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绿色发展理念，这为我省推进环境治
理和保护提供了思想遵循和行动指南。特别
是各级环保督察以及常态化机制的建立，充
分展示了党中央、省委开展环境治理的前所
未有的决心、前所未有的力度、前所未有的
成效，传播了绿色发展理念，展示了保护环
境的坚强决心和意志，这些都必然使走绿色
发展道路、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
社会共识在齐鲁大地落地生根，形成打赢蓝
天保卫战、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
思想基础。

二是加强环境保护的制度体系在不断健
全。环境保护的效果能不能长期持续，根本
上要看制度的约束和刚性。从国家层面来
看，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
方案》、“史上最严”环保法修订、环保督
查实现省域全覆盖等制度体系不断健全。而
我省也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结合山东环境
治理的实践，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山东省环境保护约谈办法》、率先
推行区域空气质量改善的生态补偿机制等制
度规范，这些都为巩固环境治理成果、形成
长效机制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三是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不断取得实效。
资源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发展方式问题。大规
模投入、大规模排放、大规模污染等传统经
济发展方式，是造成各类环境问题的主要因
素。新一届省委班子提出加快推进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并把生态环保作为必须打赢
的攻坚战之一，这意味着未来经济发展的绿
色化、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将会是重要发
展方向。同时，2016年山东产业结构已经总
体实现了“三二一”的转变，我们正积极推
进外电入鲁、超低排放改造、加快“气代
煤”“电代煤”改造工程等措施，环保、安
全等产业淘汰的标准得到有效贯彻，去产能
工作稳步推进，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
新模式等经济发展新动能正在形成，这些都
能够为我省避免环境治理影响经济发展，实
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奠定基
础。而2017年1-11月份，山东规模以上工业
能耗下降3 . 5%，连续四个月保持下降态势；
规模以上工业煤炭消费连续5个月保持下降态
势，这些都说明我省绿色发展的基础在不断
夯实。

四是明显的环境治理成效有助于推动治
理常态化和带来环保红利。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
就是幸福。”当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
境的需要越来越强烈，2017年以来对大气污
染严厉治理带来的“好气质”，使民众、企
业、各级政府充分认识到了大气环境治理的
必要性和实实在在的成效，这一方面会坚定
社会各界推进环境治理的信心和决心，也会
增强社会各界对环境治理的监督，形成强大
的社会监督氛围，为推动环境治理常态化奠
定社会基础。同时，通过环保标准等推动去
产能，能够使一些低端、落后、高污染、
“散乱污”的产能淘汰掉，净化市场空间，
为那些高端、先进、符合环保要求的新产
业、新动能发展壮大提供基础。因此，环境
治理效果的显现，能够产生促进经济增长的
环保红利。

五是社会大环保格局基本形成。环境保
护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和公共产品属性，
因此，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全民参与生
态文明建设、保护环境，是世界发达国家实
现环境治理的重要经验。近年来，政府、企
业、社会组织、民众等多元化的“大环保”
格局，正在我省加速形成。特别是2017年开
展的环保督查，成为我省“大环保”格局形
成的重要推动力量，极大提高了社会各界对
包括大气污染治理在内的环境保护的重视程
度，提高了社会民众参与环保、贡献环保的
积极性、主动性。

享受更优美的环境，既是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也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但
客观来说，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
工程。环境污染不是一日造成，环境治理也
不可能一日完成，而且绿色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也不是一天能够形成的。因此，2017年秋
冬以来“蓝天、白云繁星闪烁”的好天气，
虽然有“基本面”的支持，但也不能完全排
除某些特殊条件下雾霾等重污染天气再次出
现的可能。环境治理从长期看不仅不会影响
经济发展，而且还会为经济发展产生环保红
利。但短期来看，可能会造成一些企业的关
停。但这都是值得的，是经济发展淬火成
钢、凤凰涅槃的过程，也是我们必须经历的
阵痛。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坚定信心、决
心，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坚决打赢蓝天
保卫战；另一方面也要保持清醒认识，对空
气污染反弹保持足够警惕，不能有丝毫放
松，同时，积极推动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
程，培育经济发展绿色动能，为建设美丽中
国贡献力量。

(作者系山东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
授)

蓝天多了，为什么？
——— 2017年我省大气污染防治成效、原因及趋势

□ 王金胜

法国卢瓦尔大区产业集群的发展

经验，对于我省完善产业链条，壮大

产业集群，提高集约集聚发展水平，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积极优化产业组织,完善产业链条,壮大产

业集群,提高集约集聚发展水平，是我省目前
的重要经济目标。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
山东经济社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形成
了一批优势产业，有效地促成产业、人才、
创新要素的集聚。2017年4月，山东省政府印
发了《关于加快全省农业科技园区体系建设
的实施意见》，提出山东计划在有特色、有
竞争优势的设施蔬菜、特色果品、海水农
业、海洋养殖等方面布局新建1-2个国家级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建10个左右国家
级农业科技园区，新建20个左右省级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挥农业科技园区的高
新技术培育、成果转化、农业服务、科技扶
贫等作用。山东还将通过建立农业科技园区
联盟、产业联盟、质量联盟等，精心打造优
势产业集群。例如重点发展以寿光市、聊城
市等为代表的设施蔬菜，鲁南、胶东半岛为
代表的林果业，着力壮大花卉苗木、中草
药、食用菌等百亿级产业集群规模，提升东
阿阿胶、菏泽牡丹等一批知名农业品牌影响
力。

为促进山东产业集群的高质量发展，山
东不仅在种植业、养殖业和种植、养殖加工
业方面可以借鉴法国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
验，而且在工业和非物质文化产业等领域也
有着广阔的集群发展空间。法国卢瓦尔大区

作为我省友好合作大区，其维吉玻利斯植物
集群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模式。

法国卢瓦尔大区优势产业有造船业、农
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养马业和葡萄酒业。在
农业领域，该大区有一个独具特色的产业集
群：维吉玻利斯植物集群。该集群成立于
2005年7月，是法国国家政府认证的71个具有
竞争力的集群之一，其科研水平和经济实力
居世界前列，国际化程度很高。

维吉玻利斯植物集群是极具典型意义的
法团经济产物。法团主义认为，多元化的自
由竞争和无序散漫运作，会造成强势团体对
弱势团体的掌控和压制，垄断团体将操控国
家政治决策，各社会成员的不同利益诉求很
难有效地体现于国家决策过程。因此，法团
主义认为，国家应该是一个超越多元化集团
之外的、积极主动将各行为主体利益整合到
国家决策机制中，以实现各团体利益公平表
达和有效实现，同时服从国家整体利益的实
体。这表现在维吉玻利斯植物集群，主要有

如下几点特征：
政府加强引导，实现法团式利益聚合。

其目的是确保当地的经济地位, 发展优势产
业，提高企业竞争力，巩固科研支持力度，
造福大区百姓。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把当地的
优势产业做大做强，而且吸引聚合整个法国
乃至欧洲在植物领域的人才、技术、资金、
销售网络、服务配套。维吉玻利斯植物集群
同时也是一种法团式的总体性即综合性的制
度安排，是法国国家政府认证的竞争力集群
之一，具有顺畅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完备的制
度体系保障。竞争力集群通过创造就业岗
位，密切公共机构与私人企业之间的联系，
扶持较不发达的地区和领域等方式，增强本
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体竞争力。政府资金保障
和优惠政策，有效避免了利益主体各自为
战、混乱无序的利益竞争局面，避免了恃强
凌弱、大鱼吃小鱼的多元竞争结果。在政
府、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社会服务体系
协同配合下，维吉玻利斯植物集群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产业优势。

政府和民间金融支持强化集群整体竞争
力。自2005年成立以来，卢瓦尔大区政府平
均每年为维吉玻利斯植物集群提供400万欧元
的资助，约占集群总预算的48%。此外，法
国国家研究中心、跨部委专项资金以及私募
基金为集群提供资金支持。截至2016年底，
维吉玻利斯植物集群共有225个立项项目，其
中117个获得超过1 . 1亿欧元的资助。

企业广泛参与形成集群产业优势互补竞
争力。卢瓦尔大区共有26000家企业，其中
4000家是维吉玻利斯植物集群的成员。这些

企业主要分为生产型企业、设备供应商企业
和服务型企业三大类。企业的广泛参与，使
集群形成强大的生产力量；依托庞大的产业
集群效应，同一领域的企业之间既能优势互
补，又能强强联合，通过相关产业链的整合
和专有产业链的加固，企业实力不断壮大。

智囊团商业协助增强企业和集群研发竞
争力。维吉玻利斯植物集群的另一个优势在
于整合了企业、科研和教育机构三方的力
量。这里有450名科研人员和教师，并与法国
国家农业研究院、国家草药实验中心、昂热
大学、园艺种子研究院等多所知名研究和教
育机构紧密合作。科研机构为企业的发展提
供最新的生产技术，专业的教育和培训机构
保障企业顺利实施培训计划，为企业提供销
售、技术、管理等多个领域的人才，并将最
新市场信息、产品质量标准和新技术融入到
培训课程中。正是依托了这样一个成熟的企
业、研究和培训网络，维吉玻利斯集群始终
能在植物领域处于领先水平。

综上所述，法国卢瓦尔大区维吉玻利斯
植物集群体现了西方发达国家法团式经济发
展模式，为我省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一种
可以参照的版本。国家的经济开放性程度越
高，国家越会因为要控制世界市场对国内经
济的不确定影响而促成各利益聚合体达成法
团主义结构。在这种结构下，政府不能太
弱，否则难以控制利益群体包括劳资群体的
冲突；也不能越俎代庖，否则将会遏制多元
化利益群体的发展。政府应该具有超然于利
益团体之外的高度协调能力和最终控制力，
以确保社会整体利益的统筹和谐发展。

壮大产业集群的法国经验
□ 李彦文

新时代，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对此，我省应

在全球价值链重塑中，既避免“断链”“短链”等情

形发生，又要不断提升我省产业在价值链上的位

置，以全球价值链跃升，推动我省现代化经济体系

的建设。
在过去的30多年中，通过将丰富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与

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趋势相结合，不断通过市场化改革激发
微观主体活力，我省经济发展获得了巨大的开放红利。在发
展过程中，不断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特别是参与跨国公司主
导的全球价值链的进程，对我省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动
力的变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新时代，经济转向高质
量发展。跨越“三大关口”，实现“三大变革”，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不但没有否定我们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开放型经济
发展路径，相反还进一步提出了提升我省企业在全球价值
链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构建我省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
值链的历史任务。

目前，从全球价值链发展变化的总体状况看，我省在构
建全球价值链方面尚存在四大“短板”，亟待改变。

首先，我省产业链条过短。我省价值链形成于出口导向
型的工业化战略，获益于省内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国际代工
关系，是随着经济国际化一同成长起来的。企业在生产链条
的哪些片段、哪些环节进行生产，主要取决于国际生产的需
要，而非遵循省内产业成长的规律。这就决定了我省的产业
链条带有“生产片段化”的鲜明特征，“断链”“短链”的情形
普遍存在。在这种情形下，一旦国际生产体系发生调整或者
我省资源禀赋失去传统优势，就很容易导致我省经济增长
动能消减。

其次，产业引进链和产业输出链互动性差。从全球价值
链的角度看，我省目前具有两种类型的产业链：一条是产业
引进链，是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形成，主要是发达国家
向我省产业转移的结果；另一条是产业输出链，是我省通过
鼓励和支持企业“走出去”而主动形成的。发达国家在推动
经济体系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较为重视两条链条的互动
与配合，其目的在于将本地区发展成为国际产业流转节点：
通过不断引进先进价值链、推动落后产能向外转移，再配合
产业创新的激励政策，共同发力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但我省在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互动发展方面，一体化
的战略考虑不足，甚至有的决策部门在“走出去”过程中将
产业人为地区分为先进产业和落后产业，并寄希望于落后
产业整体性向境外搬迁，从而有可能导致我省对整体性向
境外迁移的企业除了股权以外缺乏有效的控制力和影响
力。如果新产业链不能及时引进，传统产业又被转移到境
外，我省经济体系建设就会面临产业“空心化”的隐忧。

最后，我省产业发展主导权不足。尽管积极融入全球价
值链对我省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从价值链的总体
状况看，我省产业融入全球生产链条的过程以“低端嵌入”
为主，生产主要集中在附加值较低、国际竞争激烈、资源消
耗高的环节，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差而对跨国公司依赖性强。
区域研发投入低，创新能力不强，2016年，我省研发经费内
部支出为1566 . 1亿元，占GDP的2 . 34%，与世界强国相比具
有较大的差距。其结果往往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对产业链
的控制能力偏弱，难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在全球价值链
治理中，我省企业如何从为外国企业“打工”变为让合作伙
伴为自己“打工”，成为当前我省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
要命题。

构建全球价值链是一个系统工程，针对上述问题，我们
亟须通过一系列政策，以全球价值链跃升，积极推动我省现
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当前应重点推动以下几个方面：

明确提出产业链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推动企
业之间的产业内分工，鼓励企业根据自身生产优势调整经
营领域，加快推动垂直专业化生产，特别是模块化生产，拉
伸和延长产业的生产链条。二是一体化编制我省引进外资
和对外投资发展规划，从构建国际产业流转枢纽的角度谋
划我省的对外开放激励框架，为产业引进链和产业输出链
互动发展奠定基础。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编制招商引资产业
地图和对外投资路线图。三是在动能转换的进程中，着力提
升企业的分工治理能力，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适应“互联
网+”新趋势，积极提升企业的网上治理能力，特别是进一
步强化我省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网上沟通能力，
积极发展网上产业集群，推动形成网上产业带。

积极推动三个“走出去”。一是积极推动我省生产模块
“走出去”。积极引导企业通过模块分解，优化生产体系。在
对外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优先将产品附加值低、对产业控制
力影响不强的生产模块和服务环节向境外合作伙伴转移，
既充分利用境外资源和优势提升我省发展动能，又有利于
推动我省企业向产业核心环节或高附加值环节转移，以双
轮驱动的方式催生我省商务发展新动能。二是推动我省标
准“走出去”。引导企业优先到对我省标准具有较强认可度
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鼓励企业在境外使用我省标准开
展生产，在合作伙伴所在国开展我省标准的培训和宣传，支
持企业积极参与东道国的标准制定。三是品牌“走出去”。进
一步统筹境内自主品牌建设和境外自主品牌建设,鼓励企
业制定自主品牌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在东道国开展品牌推
广，推动境内自主品牌向全球自主品牌转变。

积极构建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平台。主要促进以下三大
网络的形成。一是进一步统筹双向投资和双向贸易，完善内
外互动的一体化生产网络。鼓励我省生产企业在境外开展
加工贸易，鼓励境外企业为我省企业进行生产配套，利用国
际市场空间为我省产业发展提供动能。二是进一步构建境
内外经济园区合作机制，建设内外互补的开放型载体网络。
在不断采取措施促进省内经济园区经济联系和分工协作的
基础上，建立我省境内外经济园区管理部门互动联谊机制
和信息沟通机制，引导省内企业向境外园区有序转移，推动
省内园区生产网络和省外园区生产网络的融合与互动。三
是实施更加主动的开放型战略，构筑内外互利的自由贸易
支撑网络。充分利用我国自贸区迅速发展的良好机遇，深入
研究境外自贸区的内容和特点，利用自贸区的政策推动我
省产业链向境外延伸。加快与主要合作伙伴的贸易便利化
建设，提升产业内贸易的通关速度，为产品流转速度提升提
供保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快海外“驿站”建设，为我
省企业产业链向境外延伸提供信息和法律支持。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以全球价值链跃升

促进高质量发展
□ 顾春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多次强调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生态环

境”，并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这为我省推进环

境治理和保护提供了思想遵循和行动指南。2017年以来，我省绿色发展理念不

断增强，加强环境保护的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不断取得实

效，环境治理常态化建设不断推进，社会“大环保”格局基本形成，实现了让

老百姓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好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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