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 弛

2014年4月24日，全国人大常

委会修订了环境保护法，在这部“史

上最严”的法律实施五周年之际，观

照该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

明建设的作用，探讨以生态文明理念

抗击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具有重大现

实意义。

良法善治 初显成效

新环境保护法不只是重典治污具

有里程碑意义，更重要的是将党的十

八大精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

持续发展”写入立法宗旨，将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进行了明确定位，确立了

保护优先的新原则以及生态环境保护

新制度、新模式、新举措。总体上看，

做到了“四个适应”，即与发展阶段相

适应、与环保任务相适应、与平行法律

相适应、与时代要求相适应。

环保工作政治地位得到提升。

新环保法明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

常务委员会报告环境状况和环境保

护目标完成情况。目前，这一制度在

全国普遍实行，江苏省于2017年就

覆盖全县市区，并在部分乡镇试行；

浙江省已覆盖全乡镇。从国务院到

县区人民政府专题报告环境状况和

目标完成情况已成为“规定动作”，一

些地方结合开展对政府领导及相关

部门负责人专题询问屡见不鲜。如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作出聚焦环境突

出问题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决议，列出95个重点问题清单，逐个

销号，督促政府全面完成环境保护目

标任务。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步伐加快。

环境保护法的本质是调整人与自然

的关系，撬动发展方式的转变，环境

保护方式的效果在于推动发展方式

转向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新环保

法为绿色发展破除了法制障碍。近

年来，江苏省委、省政府制定绿色产

业发展政策，大力推进产业、能源、空

间结构优化调整，从源头上减少污染

排放。依法关闭4000多家“散乱污”

企业，提前完成钢铁、水泥、煤电等行

业“十三五”去产能任务，全省煤炭消

费总量比 2016年减少 2600万吨。

去年继续依法关闭化工生产企业200

多家及部分化工园区。大力发展环

保产业和节能环保企业，培育壮大海

洋新兴产业，启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创建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总数居全国前列。

环境质量状况总体改善。实施

新环保法以来，全国打响了污染防治

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主要污染物

排放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

改善。江苏省从新环保法实施的

2015年实现GDP7万亿元，到2019

年逼近10万亿元，节能减排力度同

步加大。空气质量总体改善，PM2.5

从58微克/立方米下降到43微克/立

方米，二氧化硫从25微克/立方米下

降到9.82微克/立方米；水环境打了

翻身仗。国考断面优Ⅲ比例从

48.2%上升到77.9%，国考省考断面

全部消除劣Ⅴ类，大气、水、土壤均达

到国家考核目标，成为近5年最好状

况。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了徐州市“从

一城煤灰半城土”到“一城青山半城

湖”生态环境颤变的新景象。历史上

因乡镇工业异军突起而闻名的无锡

市江阴华西村，积极探索钢铁企业全

流程超低排放的新模式，成为工业减

排的新标兵。

制度创新 与法有据

我国的环境保护法是环境保护

工作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处于环

境保护“母法”地位，具有较强的原则

性、指导性、稳定性。实施好这一法

律需要按照新环保法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法律精神，把生态文明建设融

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立法步

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初步形

成推进生态文明的法治体系和监管

制度，国家制定了13部生态环境保

护类法律，江苏作为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全国唯一的试点

省，省人大常委会共制定了72部生

态环境保护类的地方性法规，还有大

量的省政府规章。从推进生态省建

设的决定、到地质环境保护、长江水

污染防治、循环经济发展、绿色建筑、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不动产登记、生

态环境监测等条例，涵盖了生态政

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社会、

生态环境等方面内容。

从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向本级

人大作环保工作专题报告制度、河长

制、流域联防联治的“四统一制度”、

公众参与制度、污染保险、绿色金融、

排污权交易、双向补偿、建立省级生

态环境监测信息共享平台制度等等，

江苏先试先行，率先立法，这些制度

大都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而上下游

水质交接责任制和补偿制度、流域分

级保护制度等制度又写进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草案》。

破除改革创新的法制障碍。新

环保法是制定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法

规的灵魂，必须维护国家法制的统

一。2018年，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对不

符合新环保法精神的法规进行了清

理，废止了25年未修订的省环保条

例，对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规定过

死的条款，采用了减量替代办法，为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技术

进步打开了绿色发展的空间。2019

年，又集中力量对70多部生态文明建

设类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全面清理，为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清除了法制障碍。

严守生态环境保护的底线。实

施新环保法，最重要的是守住三条底

线。新环保法明确了三道重要的底

线。一是严守环境质量底线。规定

未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区域、流

域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限期达

标规划，按期达标。这个法律制度保

证了地方环境质量只能改善，不得恶

化，在我国环境质量改善中发挥了极

为重要的作用。二是防止环境公害

发生的底线。规定要建立环境污染

公共监测预警机制，制定预警方案。

规定要建立环境污染公共监测预警

机制，制定预警方案。笔者在2015

年江苏全省环保大会期间举办的环

保法制讲座中提到，江苏应防止三大

公害，要防止“三个一”的发生，即“一

把火”——秸秆焚烧，最严重时多省

同时焚烧，烟雾遮天蔽日，很容易酿

成航空、铁路等交通事故。现在这个

问题通过制定秸秆综合利用的决定

得到解决。“一声响”——小化工生产

园区发生爆炸，小化工生产企业高度

集中尽管便于废水集中治理，但小化

工废气无组织排放、固废乱堆放，随

时可能发生爆炸。去年“321”事件

是惨痛的教训，现江苏省委、省政府

强化了安全生产、关闭重组、封闭管

理等一系列制度措施。“一团黑”——

上游客水污染江苏。江苏地处长江、

太湖、淮河三大流域下游，过去上游

地区汛期污染给江苏渔业和饮用水

带来威胁。新环保法实施以来，已有

很大改善。三是划定生态保护红

线。江苏率先按照新环保法的要求，

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

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了占全省陆海

统筹国土总面积的13.14%为生态红

线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

任重道远 久久为功

党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决

定》明确了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

设的目标。建设超越于工业文明的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必然是一场涉及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

值观念的重大变革，是国家制度建设

中需要历史性突破、系统性重塑、整

体性重构任务最重的领域之一。早

在处于工业文明初期的恩格斯就揭

示，“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着两大变革：

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与本

身的和解。”按照《决定》描绘的制度

图谱，在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加快制

度创新，增加制度供给，必须依靠改

革和法治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

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改

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要

坚持法治下改革，改革中完善法治。

一是尽快制定迫在眉睫的法

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尽快推动

出台生物安全法。针对这次疫情暴

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

堵漏洞、强弱项，把生物安全纳入国

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

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

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目前，全国

人大常委会正制定该法，去年全国人

大在征求草案意见时，江苏省提出了

要增加大气、冰山、跨境海洋、河流微

生物污染，屠宰场、肉食品加工交易

等区域、流域和场所生物安全监测监

控的内容。此外，年内全国人大还将

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出台长江保护

法。这些都是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

设的重要法律。

二是着力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环

境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自然环境

关注较多，而忽视了人工改造环境的

治理。随着国家环保攻坚战的持续推

进，自然环境质量不断得到恢复性改

善。而室内环境质量却令人堪忧，严

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现今社

会尤其是城市居民约有2/3的时间在

室内度过，室内环境安全监测和污染

治理成为老百姓身边突出问题，目前，

这一工作仍处于无法律依据、无统一

标准、无执法部门的状态。地方人大

可先行先试，并跟紧全国人大立法进

程，开展生物安全立法、修订或修正地

方野生动物保护、动物防疫、传染病防

治等地方性法规，筑牢生物安全、公共

卫生安全防线。

三是为打赢环保攻坚战提供法

律支撑。近年来，我国东部多地区

臭氧浓度持续上升，广东已取代了

PM2.5成为首要污染物，北京、上海、

广东等重点地区采取了一系列

VOCs控制措施并取得积极进展。

去年，江苏省臭氧浓度同比上升

6.8%，拉低了全省空气质量优良率，

成为蓝天保卫战的突出矛盾。长

江、淮河、大运河、太湖“两横两纵”

水系贯穿江苏、水网交织，江海河联

运得天独厚，但污染贡献也很大，从

长江大吨位轮船到河道小挂浆机都

需要采取有效治理措施。目前，江

苏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等条例未

将船舶和非道路机械排气污染纳入

防治范围，所以，有必要将机动车

船、非道路机械排气污染“一网打

尽”，通过立法尽快弥补污染防治的

漏洞，推动打赢蓝天保卫战，促进绿

色航运发展。

四是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近年来，南极升温、非洲猪瘟、澳

洲大火、中东呼吸综合征、美国流感

等现象频发，无不显示生态失衡引发

的人类生存环境危机。这次全球新

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人类上了一堂

活生生的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保护

自然的教育课，也警示人们尽快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背

景下，看不见的病原微生物将个人尊

严、生命安全，尤其是国家政治安全、

国防安全、贸易壁垒、司法安全、环境

安全、社会安全全都化为虚无。

病毒面前人人危机，抗击疫情没

有国界。这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

最大挑战。把生态文明写在旗帜上

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受住这场

大考，并为国际抗击疫情提供了中国

方案和无私援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深入人心。因此，当今世界应当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以共

商、共建、共赢、共享为原则，按照“公

开诚信、多边合作、共同应对、有效约

束”的框架，在国际权威机构的组织

下，重启《国际卫生条例》《禁止生物

武器公约》等国际法的修订和谈判，

任何国家不得逍遥法外，明确各国应

承担的义务、享有的权益，以及资源

配置和技术服务，深化国际合作，提

升治理能力，监控生物风险，构建全

球生物安全命运共同体，推动经济全

球化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环资

城建委副主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环资城建委办公室供图）

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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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稳步

向好、但仍处于“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

关键时期，浙江桐庐的“桐庐百姓日”依然

如约而至，这场“一年一会”也开启了全城

“供暖”新模式——

一批战“疫”英雄获得表彰，更有46位

战“疫”青年情侣在这一天举行集体婚礼。

防疫过节两不误，百姓的福利从线下

延伸到“云上”。

就业红包、升学红包、接种疫苗补贴、

基础药物补贴、自动体外除颤仪配置全覆

盖和百姓健身房建设全覆盖，惠民政策一

如既往，暖进百姓心坎里……

风雨“桐”舟 向阳而行

城市时评

现代城市编辑部

主任：雷茂盛

执行主编：明 慧

新闻热线：（010）56805152
监督电话：（010）56805167
电邮：cityweekly2001@126.com

2020.05.20
星期三 现代城市 Modern CityModern City

迈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新时代
——写在新环保法实施五周年之际

治理后的大湖美景

江苏兴化垛田 江苏南通市最大的饮用水源地——长江第一灯塔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 任 民

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右玉历任县

委书记展开植树接力，带领人民创造了

荒漠变绿洲的人间奇迹，铸就了迎难而

上、艰苦奋斗、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右

玉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山西考察时强

调，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发扬“右玉精神”，统筹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抓好“两山七河一流

域”生态修复治理，扎实实施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加快制

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引导形成绿色生

产生活方式，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山西沿黄地区在保护中开发、开发

中保护。

良好生态环境是民之所愿，是人民共

有财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体

现。习近平总书记近期赴浙江、陕西、山

西考察，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都是考察的

重点内容。这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在疫情

防控形势复杂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困难

挑战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既定发展战略，

坚持做好自己的事，坚持把为民办事、为

民造福作为最重要政绩的信念和定力，充

分彰显了我们党坚定不移贯彻绿色发展

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的信心和决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

增强必胜信心，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生态环境显著改善，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最得人心的历史性成就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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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今天，这一理

念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成

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

大以来，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

制度体系建设，加强法治建设，建立并实施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到大力推动绿色

发展，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

大行动计划，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实施《国家应对

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我国生态

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

化。实践充分证明，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

富，又是经济财富，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

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

生态环境保护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

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

会问题。各级领导干部对国之大者要心

中有数，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

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

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大力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

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

需要。发展越是面临困难挑战，越要贯彻

绿色发展理念，决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

的老路，决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要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形成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