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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热议绿色发展代表委员热议绿色发展————

推动绿色发展推动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中国

治理——

更高标准，为了天蓝水清地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持续深入打好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2022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6.5%，重污染天数比

例首次下降到1%以内。我国成为全球大

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

“要高度重视‘新污染物治理’。在

‘看得见’的雾霾污染大幅改善的同时，

‘看不见’的臭氧污染值得重视。”中国科

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有机地球化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新明委员建议，

加强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推进协同治污，

科学制定排放标准，同时依法推进企业全

面达标排放，加强设施运营监管。

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长江保护修复

是重要发力点。化工产业曾是湖北省宜

昌市的支柱产业。近年来，宜昌推动沿江

134家化工企业“关停、改造、搬迁、转型”，

破解了“化工围江”困局。湖北省宜昌市

市长马泽江代表说：“我们坚持水环境、水

生态、水资源、水安全共同治理，取缔清理

非法码头和网箱养殖，精准治理入江排污

口，严格执行‘十年禁渔’，修复沿岸生态

环境，变生产岸线为生态绿廊。”共抓长江

大保护既是攻坚战，更是持久战。“我们将

坚持以流域综合治理为抓手，协同推进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坚持强化磷污染综

合治理，扎实推进碧水保卫战。”

稳步推进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强

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目前，全国受污

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

率均超过90%，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

控。“在保护土地方面，我们着重从农药管

理发力。”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农业农

村局植保站站长杨恩兰代表说，当地使用

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科学安全

用药和免疫诱抗相结合的做法来代替化

学药剂使用，通过联防联控、统防统治，在

保护作物生长发育的同时减少对土壤的

污染危害。

保护——

更系统化，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

从雨林出发，历时124天，穿过城市村

寨，漫步山谷田野，跨过山丘河流，最终回

到雨林……云南北上南归亚洲象群的“旅

途”，让人记忆犹新。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

磨黑镇芭蕉林村村委会副主任李玲代表

说，人象和谐的故事背后，是当地政府和村

民竭尽全力保护亚洲象及其栖息地的持久

努力。在普洱的亚洲象主要活动区域，当

地分时段、分季节种植亚洲象喜食的玉米、

芭蕉并配套建设野外硝塘。李玲代表建

议，应集合多方力量，加强监测、科研与救

助，打造亚洲象国际生态旅游区。

“我们坚持把国家公园建设作为‘国

之大者’。”福建省南平市委书记袁超洪代

表说，武夷山国家公园是我国唯一一个既

是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又是世界文化

与自然双重遗产地的国家公园，在1001平

方公里的国家公园外，又划定了4252平方

公里的环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实施国家

储备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国土绿化示范

和山地丘陵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项目，还发

现了一些新的物种。

“未来将继续统筹保护和发展，在‘扩

绿’和‘增长’上发力。”袁超洪代表说，将

继续培育绿色经济和文旅经济，全力推动

存量企业绿色转型，加快推进环武夷山国

家公园保护发展带建设，积极创建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先行示范区，为高标准

保护和建设国家公园提供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做法。

“防沙治沙，我干了30多年。”宁夏农

林科学院林业与草地生态研究所研究员

蒋齐委员说，既要防沙之害，也要用沙之

利，用科技实现生态和经济双赢。蒋齐委

员说，10 年来，我国累计完成防沙治沙任

务2.82亿亩，全国沙化土地面积减少6490

多万亩，一半以上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

理，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

历史性转变。“看着自己栽下的小树苗一

点点长大，成为沙漠上的绿色屏障，再辛

苦也值得！”

近年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生态根基更加稳固。

转型——

以生态“含绿量”提升经济发展“含金量”

绿水青山诠释生态之变，生态之变折

射发展之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

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政府工作报告

将“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列为今年工

作重点。

实现超低排放的煤电机组超过10.5亿

千瓦，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由6.5亿千瓦增

至 12 亿千瓦以上，清洁能源消费占比由

20.8%上升到25%以上……过去五年，我国

稳步推进节能减碳，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双碳’目标清晰指引着我们减污降

碳的步伐。”湖州太平微特电机有限公司

研发中心主任施文美代表说，这几年，她

所在的研发团队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实施

节能改造，推动原有传统电机产品向高效

节能电机转变，加快实现绿色节能技术的

升级及应用。

“中国森林及林产工业发展要从简单

粗放的种林、育林、伐林、用林向提高科学

贡献率和经济贡献率的定向种林、生态育

林、科学伐林、高效用林的现代化森工产

业升级。节材代木，把有限资源充分利

用，也要积极寻找替代资源，利用短周期

速生的水稻小麦秸秆、棉秆等农业剩余物

代替木材生产板材、制造家具。”万华禾香

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环境

保护产业协会副会长郭兴田代表说。

“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促进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

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更为安全的发展。”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

变化司副司长张兴赢委员表示，绿色低碳

发展是大势所趋，要大力推动能源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利用，持续降低碳排放强度。

“推动实现工业绿色转型，低碳技术

创新是关键。”施文美代表建议，加快构建

绿色制造体系，大力推进工业节能减碳，

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要加大政

策支持，建立绿色低碳改造企业“白名

单”，引导金融机构对列入“白名单”的企

业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生活方式绿色升

级。郭兴田代表建议，用绿色低碳发展牵

引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对优质资源的精采

细采、保护性开采。张兴赢委员建议，多

形式打造绿色社区、绿色景区等低碳惠民

场景，积极倡导绿色生活理念，通过技术

赋能，促进服务变革，不断丰富和优化人

民群众绿色生产生活体验。

（记者 王瑨 刘温馨 赵晓曦 邵

玉姿）

（记者李茂颖、张伟昊、吴君、张云河、

张博岚参与采写）

《人民日报》（2023年03月12日 第

09 版）

环境就是民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十四届全国政协新设置“环境资源界”这一界别，是全国政协界别30

年来的一次重大调整。今年全国两会上，“绿色发展”成为代表委员的热议话题。

代表委员表示，10年来，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谋划开展，“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美丽中国正在不断变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