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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国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工作成效显著
2020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各地区各部门

认真贯彻落实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

不断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全面促进资源循环

高效利用，着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推

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确保“十三五”各项

任务圆满收官，推动我国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工作再上新台阶。

——资源利用水平稳步提升。能源、水资

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2020年，各地区各部

门认真落实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工作部

署，压实节能目标责任，推进工业、建筑、交通

运输、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节能，加强重点用

能单位节能管理，强化节能法规标准约束，加

大节能宣传力度，推动能耗强度持续下降，能

源消费增速明显回落，能源利用效率继续大幅

提升。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扎实推进污水

资源化利用，“十三五”时期我国万元GDP用

水量累计下降25%左右。

土地、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稳步提

升。2016年~2018年，单位GDP建设用地使

用面积实际下降率为14.4%，全国国土开发强

度从4.1%上升至4.2%，地均GDP由189.3万

元/公顷提高到225.4万元/公顷。“十三五”时

期，我国矿山数量从8.4万个减少到5.8万个，

大中型矿山比例从11.6%提高到18%，建设绿

色矿山950余家。

资源循环利用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9年，

十类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超过3.5亿吨，

煤矸石、粉煤灰、尾矿、冶金渣、工业副产石膏、

建筑垃圾、农作物秸秆等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

利用量约30亿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超

过85%。据清华大学统计测算，截至2019年

底，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约 7610 元/吨，比

2015年提高27.1%。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保护目标

顺利推进。2020年，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提高到87.0%，PM2.5浓度

下降至33微克/立方米；全国地表水质量达到

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达到83.4%，劣V类水体

比例降为0.6%。

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健全。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明

确了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及政策措施。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顺利完

成，全面摸清污染排放家底。排污许可管理全

面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园区环保管家

等新型治污模式创新完善。

环境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截至2020年，全

国城市和县城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约2.14亿立

方米/日，污水管网长度分别达32.52万和9.55万

公里。截至2019年，全国共建成生活垃圾卫生

填埋场1859座、日处理能力53.9万吨，生活垃

圾焚烧厂506座、日处理能力46.2万吨；全国危

险废物集中利用处置单位数量近2600家，利用

处置能力超1.1亿吨/年，较2015年分别增长约

46%和115%。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绿色

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我国节能环保产业快

速发展，产业产值由2015年的4.5万亿元上

升到2020年的7.5万亿元左右。全国涌现了

一批节能环保产业园区，部分节能环保产业

园已集聚数百家企业。创建31家绿色产业示

范基地，印发绿色技术推广目录，强化绿色技

术创新，推动绿色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不断

完善。

清洁生产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审核办法》

《清洁生产审核评估和验收指南》等一批政策

文件印发实施，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发布51项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据不完全统计，

2016-2019年，全国工业企业通过实施清洁生

产项目累计削减主要污染物排放110余万吨，

节水45.6亿吨，节电超过300亿度。

绿色生活方式广泛推行。绿色生活创建

行动“1+7”政策体系基本建立，总体方案和机

关、家庭、学校、社区、出行、商场、建筑等七大

领域创建方案陆续印发实施，引领全社会绿

色生活和绿色消费从理念到行动逐步转化。

生活垃圾分类实现从试点到地级以上城市的

全面推广。塑料污染治理、包装减量化等深

入人心。

绿色政策支持不断加强。绿色生产和消

费的法规政策体系加快建立完善，财税、信

贷等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国家绿色发展基金

注册挂牌。节能节水、环境保护、资源综合

利用等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不断细化落

实。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余额超过11万亿元，

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余额1万多亿元，居世

界第二。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成效显

著。试验区建设取得扎实成效。福建、江西、

贵州、海南四省的绿色发展水平均居全国前

列，在地区经济和居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的同

时，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产业结构进

一步优化，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万元GDP

能耗、万元GDP用水量、万元GDP碳排放温室

气体等指标均位居全国前列，主要污染物排放

总量减排进展顺利。

形成一批成功改革经验在全国推广。各

试验区围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大胆探索、先

行先试，形成了包括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环境治理体系、生活垃圾分类

与治理、水资源水环境综合整治、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生态保护与修复、绿色循环低碳发

展、绿色金融、生态补偿、生态扶贫、生态司

法、生态文明立法与监督、生态文明考核与审

计等在内的9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举措和

经验做法。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

“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

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资源节约和环境保

护工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

的任务，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

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强化生态文明引领作用。完善生态文明

领域统筹协调机制，在重大问题研究、重要政

策制定、重大制度实施、重大工程建设等方面

加强统筹协调，提高生态文明体系综合效能。

在更高起点、更高水平上持续深化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建设。

持续改善环境质量。积极推行清洁生产

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持续推进城镇环境基

础设施建设和白色污染全链条治理。深入实

施黄河流域“3+1”工程、长江经济带“4+1”工

程，紧盯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不放松。

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统筹推进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不断壮大绿色

产业。

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完善支持

应对气候变化中长期目标实现的政策措施，大

力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加快落后低

效过剩产能淘汰，推动清洁低碳能源发展。加

速低碳技术研发应用。

强化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研究完

善能耗双控制度，制定实施《“十四五”节能减

排综合工作方案》，进一步强化能耗双控目标

责任评价考核，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

展。健全节能审查制度。加快建设全国用能

权交易市场。

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深入实施国家

节水行动，推进水资源节约。大力发展循环经

济，加快构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推进秸

秆、大宗固废等资源综合利用。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供稿）

□ 新华社记者 刘 健 郭 强 姚子云

湿地，被喻为“地球之肾”，具有涵养水源、

净化水质、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保护湿

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也一直在我国总体战略部

署中占有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

出：要坚定不移把保护摆在第一位，尽最大努

力保持湿地生态和水环境。

近年来，保护湿地正渐入人心，各项为这

片“绿色”划定的“红线”广泛落地，湿地保护法

草案日前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如今，在我国广袤的国土上，“地球之肾”正持

续向好，山河如画，四时皆欢歌。

【镜头一：鄱阳湖畔，人来鸟不惊】

在鄱阳湖畔的江西余干县康山垦殖场，白

鹤或三五成群觅食嬉戏，或轻盈翱翔，鹤鸣声

不绝于耳。100米、50米、30米……人类的善

意，让原本机警的白鹤，越来越“黏”人。

【白鹤：我的“朋友圈”变大了】

我是鄱阳湖畔的“老住户”，见证过大湖之

变，也发现我的“朋友圈”正变得越来越大。

2018年4月，当我们结束一年一度的“年

假”准备返程时，发现队伍中最瘦弱的一个小

伙伴“落伍”了。

奇迹发生在一个月后，它竟然在吉林莫莫

格与我们重聚。见到它时大家很吃惊，开心地

围着它盘旋，欢迎它入队。

“是一位村民在江西南昌五星垦殖场发现

了我，几经辗转把我送到了江西省野生动植物

救护繁育中心，他们很爱我，还给我取名‘爱

爱’。”它说，“你们想不到吧？为了让康复后的

我追赶上大家，他们乘飞机把我送到这，与你

们相会。”

这样的故事并非个例。东方白鹳、灰鹤、

鸿雁……一个个小伙伴从救护中心的临时小

巢中飞出，奔向蓝天。今年1月21日下午，我

在鄱阳湖都昌射山湖区，见证了江西、天津两

地候鸟保护机构将9个康复的小伙伴送归鄱

阳湖。

【记者手记】

每年秋末冬初，数十万只候鸟从西伯利

亚、蒙古国以及中国东北、西北等地来此越

冬。以往需要逃避“天罗地网”的险途，而今可

以尽情享受风光秀美的旅途。环境持续向好，

江湖之畔鸟翔鱼跃的动人模样成为常态。

【镜头二：洞庭湖里，兰泽多芳草】

冬日清晨，雾气渐散，如美丽娇羞的女子，

碧绿清澈的洞庭湖缓缓露出真颜。一群群水

鸟在湖面起舞，时而蹁跹空中，时而冲向湖里

追逐鱼儿。

【湿地：他们都是我的“应援团”】

我是拥有37.04万公顷面积的洞庭湖湿

地。新一轮的调查数据显示，来我这越冬的水

鸟达28.8 万余只，比去年同期增加4.1 万余

只。这是自有调查记录以来数量最多的一次，

越冬水鸟连续4年保持增长。

常年陪伴我的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总工程师姚毅说：“监测装备的改善

促进保护工作不断精准。”

能够快速盘算我的家底，得益于一个“神

通”——基于视频监控与无人机航拍的人工智

能鸟类识别与数量统计系统。有了它，科研机

构和保护区对我的守护也变得更加具象化和

可量化。

但曾有一段时间，我很伤“心”。12.4万亩

的大通湖被称作“洞庭之心”，是洞庭湿地重要

的一部分，也是湖南省最大的内陆养殖湖。由

于无序养殖，它曾一度戴上水质劣V类的“黑

帽子”。

“变，必须改变。”当地政府对我承诺。

顶风冒雪，武汉大学科研人员和相关部门

一起对我进行“全身体检”，重新构建我的水生

植物图谱。根据我不同部位的不同特点，科研

人员为我“量身定制”治疗方案。

2019年以来，随着治疗的持续推进，我再

次生龙活虎起来，“水底森林”重现，离家出走

的螺、蚌、鱼、鸟儿等都搬回来了。

如今，全方位、立体化的守护格局正在形

成，天上有遥感、空中有无人机巡航、地上有装

备精良的巡护人员、水中有监测系统，我的“私

人粉丝”已发展成“应援团”，时刻守护着我的

健康。

【记者手记】

洞庭湖是我熟悉又陌生的“朋友”。熟悉，

是因为工作原因，每年都要去湖区采访；陌生，

是因为一年一年，她在不断改变。巡护设备从

“老三样”到“武器库”，湿地保护背后更是一代

代人的坚守。

【镜头三：西溪湿地，人在画中游】

迷人的山水画卷在世人面前徐徐展开，水

面波光粼粼，环湖的湿地、滩涂恢复了“野

态”……这里，成了“网红打卡地”，游人漫步生

态廊道，一步一景，趣味横生，仿若入画。

【人类：我们与自然更“合拍”】

春有微波如皱，夏有一池芙蕖，秋有芦雪

纷飞，冬有曲水寻梅。四季变迁，西溪湿地总

能带给人不一样的美感。

我叫周忠伟，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祖

辈世代都生活在西溪湿地的周家村。“那时，湿

地原生态的环境，曾是我钓鱼摸虾的乐园。”

伴随着朝阳，我站在船尾不紧不慢地摇着

橹，船上的游客一边欣赏四周的美景，一边听

我述说自己的故事。平静的水面上泛起阵阵

涟漪，桨声应和着鸟鸣声，更显清幽。

“这里的环境真好。”一名游客感叹。

“是的，不过这里也曾遭到破坏，那时，为

了经济收入，周边村民开始高密度养鱼、将猪

栏建在水边，生活污水也直排到湿地，粗放的

生产生活方式，导致水质迅速恶化。”说起这

些，我不自觉皱起了眉头。

一面是快速推进的城市化对发展的迫切

需求，另一面是集涵养水源、改善水质、保护生

物多样性的“天堂之肾”亟待修复，何去何从？

杭州给出了答案。

2003年以来，杭州启动西溪湿地综合保

护工程，近在市民游客身边的城市湿地重焕新

颜。2011年，《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保护管

理条例》为西溪湿地永续发展提供了保障。伴

随着技术的迭代，西溪湿地依托杭州城市大

脑，建设了“智慧西溪”系统。

“当年只算了增收小账，没有算生态大

账。如今，不仅越来越多的游客感受到西溪湿

地的魅力，从小见证湿地变化的原住民，还在

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现在我已是景区管理公司的一名员工，我

所在的车船部近200名员工，附近原住村民占

六七成。

望着一湖清水，我很欣慰，感觉乡愁又回

来了。

【记者手记】

相传曾让宋高宗赞叹“西溪且留下”的美

景回来了，“周忠伟”们的乡愁重拾了，城市的

生态格局完善了，市民游客的幸福感提升了。

西溪湿地之变，是自然环境的蝶变，也是发展

理念的转变。保护生态，生态也会回馈你。

山 河 如 画 四 时 皆 欢 歌
——“地球之肾”湿地保护记

草海湖畔护鸟人草海湖畔护鸟人
冬末春初，位于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又迎来候鸟越冬高峰。登高

远眺，水域面积超过25平方公里的草海在阳光下波光粼粼，在此越冬的黑颈鹤、灰鹤、斑头雁等候鸟成群结队，或在

水上追逐嬉戏，或在低空飞舞啼鸣，让这片美丽的高原湿地充满勃勃生机。

近年来，贵州大力推进草海综合治理和湿地修复，每年前来越冬的各种鸟类超10万只。草海1992年被列为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管护员从最初的15人增加到现在的60人。他们多是草海周边的村民，从20多岁的年轻人到50多

岁的老管护员，他们对草海周边的环境和鸟类习性较为熟悉，便于开展管护工作。

候鸟越冬季节是管护员最忙碌的时候，天刚蒙蒙亮，管护员就要下草海观测鸟类活动情况，监测鸟类数量，给鸟

儿们投食，还得劝导冒然闯入候鸟栖息地的游客或摄影爱好者。

冬去春来，十年如一日，越冬候鸟来了又走。一代一代的管护员接力守护着草海，守护着草海上的“高原精灵”。

上图：贵州草海保护区胡叶林核心区拍摄的越冬斑头雁。

下图：管护员马敏店在草海温家屯候鸟夜栖息地观测候鸟活动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