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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田孔社 王 婷

□ 曹俊卿

作为煤炭大省，要实现从“煤

老大”到“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的

历史性跨越，山西一直坚持不懈地

付出努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能

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这为我

国能源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切中了

山西能源发展的要害。

山西省省长楼阳生表示：“新

时期的能源革命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凝聚共识，持续发力。”

长期以来，山西是保障全国经

济社会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的中

流砥柱，经济发展过多依赖煤炭产

业，形成了“一煤独大”的结构性问

题，还存在能源利用水平落后、能

源生产消费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能源管理体制僵化等素质性、体制

性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山西省委、省

政府将能源转型发展作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主线，制定出台《贯彻

落实国务院支持山西省进一步深

化改革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

意见行动计划》、山西《打造全国能

源革命排头兵行动方案》《山西省

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实施方案(2016-2020年)》

《山西省“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

放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举措，

还成立了由楼阳生担任组长的山

西省打造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领

导小组，指导全省能源革命工作。

坐在煤堆上探索新路径

山西《打造全国能源革命排头

兵行动方案》指出，全省煤炭行业

要围绕“有序化解煤炭过剩产能、

提升先进产能占比”，全面提高煤

炭供给体系质量，通过减量置换、减量重组等途径，淘

汰落后产能，为先进产能腾出发展空间，既优化存量资

源配置，又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均衡及结

构优化，全面提高煤炭安全供给水平。

山西省煤炭厅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武玉祥认为，要

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重点围绕全力推

进煤炭生产向集约、高效、安全迈进，走出一条产业优、

质量高、效益好、可持续的发展新路。

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山西在深化能源体制

改革和推进能源转型方面有着示范作用。“坚决不当

‘煤老大’，在煤炭革命上先行先试、全面破题。”这是阳

城县为争当能源革命尖兵而提出的新理念。

山西优煤易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全国优质无

烟煤核心区阳城县，进入冬季以来，工作人员每天把一

块块经过绿色开采、精洗细选的块煤打包装袋后，通过

网络销售平台，像“卖面粉”一样论斤销往京津冀等18

个省市的30多万家用户。

阳城县委书记窦三马说，着眼“产煤不见煤、产煤

不烧煤、产煤少卖煤、产煤不靠煤”，阳城县将进一步

在煤销售、煤转化和新能源开发利用上下功夫，加大洗

选配采力度，运用现代营销模式，放大无烟煤品牌效应。

此外，阳城县坚决落实“去产能”政策，减产量近

400万吨，大幅提升先进产能占比，并实施两轮“百村

光伏”工程，启动2个风力发电项目，建成4座小水电站

和1个生物质电站，初步建立起太阳能、水能、风能、生

物质能等多元清洁能源供应体系。

有序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全面提高煤炭供给体

系质量,大力发展先进产能，提升先进产能占比，阳

城县只是一个缩影。山西省煤炭工业协会理事长

王守祯称，目前，山西煤炭行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

势头，今年已关闭煤矿27座、退出产能2265万吨。

1月~10月，全省煤炭企业实现利润233.6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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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宏伟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要求，

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环境保

护部、中央组织部对2016年各省

（区、市）生态文明建设情况进行

了年度评价，12月 26日联合发

布了《2016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

评价结果公报》（以下简称《公

报》）。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年度

评价工作有何重大意义？年度

评价工作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如何看待年度评价结果？记者日前

就此采访了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

记者：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年

度评价工作有何重大意义？

宁吉喆：党的十八大作出了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决策。

为切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了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和《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确立了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的总体目标和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总体实施方案。《意见》和《方案》

明确提出，要健全政绩考核制度，

建立体现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目

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把资

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

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

2016年，经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国家发改委、

国家统计局、环境保护部、中央组

织部印发了《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

标体系》和《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从而形成了“一个办法、两个体

系”，建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

价考核的制度规范。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快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

战略部署。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

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

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重大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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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观，摒弃“唯GDP论英雄”的发展

观、政绩观，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发

展与自然资源环境协调统一，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

系，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导向和约束。

依据“一个办法、两个体系”

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工

作，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要举措，是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

系列决策部署的具体措施，对于

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引

导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新发

展理念，树立正确发展观、政绩

观，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年度评

价工作重在引导各地区牢固树立

生态文明意识，自觉践行绿色发

展理念，是督促和引导各地区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指示器”和

“风向标”，对于推动实现党中央、

国务院确定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年度评价工作主要包

括哪些内容？

宁吉喆：根据《办法》规定，年

度评价按照《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实施，从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

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

色生活、公众满意程度等7个方

面评估各地区上一年度生态文明

建设进展总体情况，引导各地区

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相关工作。

年度评价工作包括两部分：

一是计算绿色发展指数，即采用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前6个方面

55项评价指标计算各省（区、市）

绿色发展指数，全面客观地反映各

地区绿色发展成果；二是开展公众

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通过组织抽

样调查来了解公众对生态环境的

主观满意程度，突出反映公众在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获得感”。

记者：请简要介绍一下绿色

发展指数的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

宁吉喆：为了做好年度评价

工作，国家统计局制定印发了《绿

色发展指数计算方法（试行）》，作

为计算绿色发展指数的方法依

据。制定计算方法有三方面的考

虑：首先，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考核工作需要。根据考核工作对

年度评价结果得分的要求，计算

方法应满足对31个地区的绿色

发展状况进行评价排序的需求，

确保同一评价年度各地区绿色发

展指数横向可比。其次，严格依

据绿色发展指标体系进行评价。

根据《办法》规定，年度评价按照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实施。因

此，计算方法在数据的收集、审

核、确认，绿色发展统计指标转

换，数据缺失指标的处理，标准化

处理，指数计算等方面均严格依

据《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的规定执

行。再次，确保绿色发展评价科

学客观公平。在计算方法研制过

程中，广泛征求了相关部门、各地

区及有关专家的意见，最终确定

采用经典、传统、公认并广泛应用

的功效系数法作为绿色发展指数

的标准化方法，确保评价方法的

科学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各

地区均按照统一的方法进行评

价，同一年度各地区的指数值可

比较，以确保评价方法的公平性。

按照《办法》规定，生态文明

建设目标评价考核采用有关部门

组织开展专项考核认定的数据、

相关统计和监测数据。《绿色发展

指标体系》规定，绿色发展指数所

需数据来自各地区、各部门的年

度统计，各部门负责按时提供数

据，并对数据质量负责。为了规

范基础数据收集和报送工作，国

家统计局制定了《绿色发展统计

报表制度（试行）》，从国家发改委、

公安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

等13个部门采集基础数据，并对

指标计算方法、统计口径、填报范

围和报送时间等作出规定。各有

关部门均通过正式公函报送数

据，并对部分地区没有数据的地

域性指标进行认定，确保年度评

价数据准确无误。评价过程从数

据的收集、审核、确认，计算程序

到评价结果的全流程，均可核查、

可追溯、可解释。

□ 多吉占堆 张熠柠

2017年11月1日，西藏自治区

脱贫攻坚的成绩单上新添浓墨重

彩的一笔：拉萨市城关区、日喀则

市亚东县、山南市乃东区、林芝市

巴宜区和昌都市卡若区正式宣布

脱贫。

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

片贫困地区，西藏区内59万贫困

人口在五年内和全国一道进入全

面小康社会，乡村展现出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生活富

裕的崭新风貌。近日，新华社记者

走进西藏首批脱贫的五个县区，

聆听那里的脱贫故事。

新村：拔根换业移乡风

25岁的措旺旦增卖掉了老

家的7头牦牛，把位于拉萨市城

关区的新家装修得更漂亮舒适。

在距离拉萨市城关区约200

公里的林周县老家，措旺旦增和

丈夫、婆婆以及三个年幼的孩子

原来只有两亩薄田，11头牦牛。

田里的青稞只够喂牛，牦牛只在

夏天山上长草时产奶，牛奶还不

够六口人打酥油吃。几乎没有现

金收入，吃穿全靠政府救济，措旺

旦增一家成了低保户。

“我年纪轻轻，也不想吃低

保。可在老家，山多地少，只能靠

养牛。”措旺旦增说。

2016年底，措旺旦增一家作

为当地易地扶贫搬迁的首批对象，

入住拉萨市城关区东南部的新

村。新家里家具家电一应俱全，一

家人“只带着碗就搬过来了”。

很快，措旺旦增在新家附近

的养牛场找到了打酥油的工作，每

月工资3000元。现在的她，不用

再过“望牛兴叹”的日子，也不用等

到新年才给三个孩子买件新衣服。

和措旺旦增一样，昌都市卡

若区的114名贫困群众，从2016

年起陆续入住紧邻市区的“北京

新村”。依靠生态采摘等项目，他

们在搬迁当年实现收入翻番，顺

利脱贫，而且在建有独立牛棚、马

厩、垃圾房和冲水厕所的新村，过

上了人畜分离、一户一厕和垃圾

分类的新生活。

“十三五”期间，西藏易地扶

贫搬迁群众预计达26.3万人，占

全区贫困人口的44.6％，目前已

有超过10万人自愿搬迁到714

个安置点。未来，昌都“三岩”片

区等不适宜生存居住的地区将实

现整体搬迁，从而帮助更多家庭

挪穷窝、拔穷根、换穷业，阻断贫

困代际传递的途径。

新业：不离故土旺乡业

在日喀则市亚东县绰木拉日峰

脚下，琼卓玛用自家仅有的4头牦

牛做股本入股帕里牦牛产业公司。

年近半百的琼卓玛14年前

生孩子时落下病根，又单身一人

抚养儿子，无法外出打工，主要靠

织氆氇补贴家用。2017年9月成

立的帕里牦牛产业公司，为母子

俩带来了新希望。

帕里镇党委书记扎西介绍，

公司现有的 8000多头牦牛中，

70％来自本地群众的牦牛入股。

对于每头入股的牦牛，前三年每

年分红650元，以后每年递增200

元。“牦牛不杀不卖就能赚钱。几

年后，牦牛还能如数领回。”

除牦牛外，公司还接受草场

入股，用来放牛、种植饲草等。琼

卓玛的草场入股后，在原来每亩

1.5元政府补贴的基础上，还能获

得每亩0.5元的公司补贴。

亚东县委书记舒成坤说：“我

们培育本土产业，一方面可以发

挥本地农牧产品特色，另一方面

有助于群众在家门口脱贫增收，

盘活他们手中的资源。”在舒成坤

看来，亚东县能成为西藏首批脱

贫县之一，离不开鲑鱼和牦牛养

殖等特色农牧业。

仍在脱贫道路上的县区也纷

纷擦亮自己的特色产业招牌。白

朗县的蔬菜产业，南木林县的人

工种草产业，隆子县的黑青稞产

业，贡觉县的阿旺绵羊产业，芒康

县的葡萄产业……截至2017年

10月底，西藏已落实产业扶贫资

金超过100亿元，直接带动5.12

万人脱贫，辐射20多万人受益。

新貌：绿水青山寄乡愁

巴桑曲珍已经在山南市乃东区

苗圃基地工作了七八个月，年底将

一次性领到七八千元的劳务报酬。

此前，巴桑曲珍完全靠母亲

和姐姐接济过活。37岁的她至

今未婚，还缺乏知识和技能。

2016年8月，巴桑曲珍当上了草

原监督员，负责清理草场，每年有

3000元的岗位收入。今年她来

到离家不远的苗圃基地打理树

苗，住宿免费。

绿树青草改变的不仅仅只有

巴桑曲珍的生活。“因为有雅江绿

化项目，树苗根本不愁销。”苗圃

基地的负责人索朗次仁估算，

2018年基地收入将达到1000万

元，预计带动当地贫困户30户72

人人均增收3400元左右。

一株株树苗到了山南人民手

中，便让雅鲁藏布江沿岸的风沙

地里长出绿色家园。而一片片林

海，在林芝群众的守护中，更加苍

翠茂盛，掩映着雪山下的旅游小

镇，寄托了游人的乡愁。

位于林芝市巴宜区的鲁朗镇

一直以原始林海闻名。2016年

10月起，由广东省援藏资金打造

的鲁朗国际旅游小镇投入运营。

数据显示，仅2016年，旅游小镇

通过家庭旅馆等项目，带动当地

人均增收约8000元。

西藏自治区脱贫攻坚指挥部

办公室副主任陆华东说，西藏首

批5个县区顺利脱贫后，又有25

个县区即将达到脱贫标准。西藏

的脱贫攻坚将转向其他44个深

度贫困县。未来几年，相信将有

更多的贫困户住进新村，从事新

业，过上崭新的生活。

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落到实处
——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就2016年生态文明建设

年度评价工作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新 村 · 新 业 · 新 貌
—— 西藏五个首批脱贫县区印象

12月26日，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环境保护部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发布《2016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

评价结果公报》，首次公布了2016年度各省份绿色发展指数和公众满意程度。图为河北省张北县境内

的国家风光储输示范工程光伏发电场。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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