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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全国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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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环境瓶颈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棒接着一棒向下传，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浙江立体推进破解小康瓶颈
◆本报记者晏利扬

“浙江省有望于 2015 年实现全面

小康，较全国提前近 5 年。”2014 年年

底，在杭州市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浙

江）全面小康论坛传来的好消息令人

鼓舞。

然而，踏实严谨的浙江环保人却

不敢掉以轻心。

“环境问题是实现全面小康的瓶

颈问题。与人民群众对优美环境的期

待相比，当前生态环境状况仍不尽人

意，我们绝不能让生态环境拖了全面

小康的后腿。”在日前举行的厅党组中

心组理论学习扩大会上，浙江省环保

厅厅长徐震告诫全省环保系统。

经济发达的浙江，环境瓶颈问题
更早地被省委、省政府所关注。

作为市场经济先发省份，浙江的
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迅猛发展，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跃居全国前列。以全
国 1%的土地，承载全国 4%的人口，产
出全国 6%GDP 的浙江，随着经济总
量不断扩大，资源、能源消耗日益增
加，平原河网污染严重，近岸海域赤潮
频发，酸雨频次日益增多，污染物排放
总量日渐增大，生态环境压力剧增。

作为一个资源小省、经济大省，浙
江如何处理好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
系 ，如 何 破 除 环 境 瓶 颈 实 现 可 持 续
发展？

浙 江 历 届 省 委 、省 政 府 一 直 在
思考。

2002 年年底，来浙江工作不久的
习近平在主持浙江省委全体（扩大）会
议时提出，要“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以建设‘绿色浙江’为目标，以建设
生态省为主要载体，努力保持人口、资
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2003 年 7 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的习近平在生态省建设动员大会讲话
中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目
的，就是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
质量，其中就包括把美好家园奉献给
人 民 群 众 ，把 青 山 绿 水 留 给 子 孙 后
代。”

时隔一年，浙江母亲河钱塘江流域
部分地区首次爆发蓝藻。

也正是从那年开始，浙江以全省八
大水系及运河、平原河网，11 个设区市，
11 个省级环境保护重点监管区为主的

“811”全省环境污染整治和环境保护三
年行动拉开战幕。

到 2007 年，全省环境质量恶化趋势
得到全面遏制，16 个省级环保重点监管
区和准重点监管区全部达标摘帽，化学
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率分别居
全国第三、第四位，并在全国率先全面建
成县以上城市污水、生活垃圾集中收集
处理设施，率先建成环境质量和重点污
染源自动监控网。

当年，浙江省十二次党代会将“环境
更加优美”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之一。

犹如一场接力赛，历届省委、省政府
坚持生态省建设，以“功成不必在我”的
胸襟，坚定不移地一届接着一届抓，一棒
一棒往下传。

2008 年，第二轮“811”环境保护新
三年行动启动。浙江省将重点防治工业
污染向全面防治工业、农业、生活污染转
变，基本解决各地突出存在的环境污染
问题。2011 年，浙江省又启动了新一轮

“811”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五年行动，从全
面推进环境保护转为立体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上来。

找准瓶颈求突破 生态铺就小康路

2014 年，浙江“五水共治”势如破
竹，全面铺开。一年来，五级“河长制”
建立起来，“清三河”（垃圾河、黑河、臭
河）进 度 超 前 ，全 年 共 消 灭 垃 圾 河
6496 千米，整治黑臭河 4660 千米，新
建污水管网 3130 千米，33 家城镇生活
污水处理厂完成一级 A 提标改造，仅
剩的无污水处理设施 69 个建制镇全
面启动污水处理设施建设，6120 个村
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2014 年，全
省 145 个 跨 行 政 区 域 河 流 交 接 断 面
中 ，Ⅰ 类 ~ Ⅲ 类 水 质 断 面 比 例 上 升
3.9% ，劣 Ⅴ 类 水 质 断 面 比 例 下 降
5.5%，达标断面比例上升 4.6%。治水
转型当头炮打响了，赢得了广大群众
的喝彩。

2014 年 5 月，浙江省委通过了《中
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
好生活的决定》，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建设“富饶秀
美、和谐安康、人文昌盛、宜业宜居的
美丽浙江”。

“小康社会既要富裕也要健康，环
境不健康的富裕是不可持续的，这样
的 小 康 社 会 是 不 存 在 的 。 建 设‘ 两
富’、‘两美’浙江必须以环境健康为前
置标准。”徐震说：“我们必须坚持全面
小康以环境健康为基础，坚持问题导
向、效果导向、满意导向，坚持科学治
污、系统治污、精准治污，建立有效的
污染防治体系，统筹推进治水治气治
土，全方位改善环境质量。”

徐震指出，作为江南水乡，要从感
官污染最突出、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
题着手，深入实施“消灭黑臭河和劣Ⅴ
类水断面三年行动计划”。今年，要基
本消除黑臭河，省控劣Ⅴ类水质断面
比率要下降 2%。同时，治水是系统工
程，要推进全领域治水。坚持城乡统
筹、陆海联动、上下游左右岸协同共
治，打好城镇截污纳管、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工业污染治理和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 4 个硬仗，协同推进重点流域和
平原河网治理、近岸海域污染整治与
生态保护。

“我们要从经济发展阶段性要求
和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诉求的实际出

发，制订严于国家水平的排放标准，提
高一些敏感区域的环境质量标准。”徐
震表示，在省内太湖流域、钱塘江流
域 实 施 造 纸 、电 镀 、合 成 革 等 11 个
行 业 水 污 染 物 特 别 排 放 限 值 基 础
上，2016 年年底前，全省将全面实施
这 一 标 准 。 到 2017 年 ，全 省 所 有 污
水处理厂执行一级 A 排放标准。同
时，要以“河长制”带动“清三河”的长
效机制落实，建立“河长制”信息管理
平台和责任追究机制，与交接断面考
核相结合，纳入“五水共治”和生态省
建设考核体系，作为领导干部综合考
评的重要依据。

蓝天也是幸福。回应群众关切，
浙江将“加大雾霾治理力度”位列今年
省政府十件实事之首。

今年，浙江省将抓住当前大气环
境质量拐点初现的契机，乘势而上，再
发猛力，全面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

在推进机制上，进一步建立健全
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
参与的治气体制机制，严格督查考核，
加强进度通报和问责。围绕能源结构
调整、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业废气治
理、产业布局与结构调整、城市扬尘和
烟尘整治、农村废气污染治理等 6 个
领域，浙江将逐项攻坚、协同推进。黄
标车淘汰、有机废气治理、小锅炉淘汰
作为今年重中之重。

在联防联控上，浙江省将在治理
项目、技术标准、执法监管、监测信息、
应急预警上加强衔接，合力施策。同
时，加强部门联动，紧密协调，拧成一
股绳。

在基础研究上，注重加强源解析、
底数调查等基础工作，细化应急预案
体系，加强监测能力建设，增强预见力
和调控力。

而在更为隐性而又和群众健康息
息相关的土壤污染治理方面，浙江省
将以清洁土壤行动为载体，突出永久
性基本农田土壤污染防治这个重点，
坚持全过程监管，注重加强源头控制，
统筹抓好重金属污染减排、持久性有
机化合物治理、危险化学品管理、固体
废物减量化资源化等工作。

治水治气又治土 两美浙江是追求

小康不小康，数据来说话。
记者了解到，2008 年，国家统计局

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
标体系》。根据测算，2006~2011 年，浙
江省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度从 82.3%逐
年升至 92.6%。

2013 年，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要求，国家统计局
对这一指标体系进行了修改和完善，由
经济发展、民主法制、文化建设、人民生
活和资源环境五大方面 39 个一级指标
构成。

2014 年 3 月，浙江省统计局正式发
布《浙江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统计

监测评价》。根据最新指标体系测算，
浙江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水平逐
年提升，2010 年小康指数首次提升至
90%以上，2012 年小康指数进一步提高
至 95.82%，比全国平均指数高 12.27%，
居全国第三。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
关键。2012 年，浙江省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资源环境指数为 96.81%，且连续 5
年达到 90%以上。

看起来，生态环境指数不但没拖后
腿还略高些。2012 年，浙江离实现全
面小康，貌似已不远。

统计部门较为谨慎。“正因为小康

不看数字重感受 找准重点促转型

浙江省武义县熟溪湿地公园是“五水共治”的重点项目。首期履坦镇坛头湿地
公园位于境内武义江与白鹭溪交汇处，总面积 600 亩，工程于去年开始动工，今年 5
月将建成。 中国日报图片网供图

是一个相对概念，不同地域不同发展
阶段有不一样的内涵和标准。因此，
本监测指标体系测算的小康指数只反
映小康建设的变化趋势，而非小康的
实现程度。”浙江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根据浙江省统计局分析，随着生
态省建设的深入实施，浙江省能源利
用水平和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居全国前
列。但是，过度依赖资源环境消耗的
增长方式还没有得到真正转变，空气、
水、土壤等方面污染压力仍较大。反
映生态环境指数的单位 GDP 能耗、用
水量、建设用地占用面积、二氧化碳排
放量与环境质量指数、主要污染物排
放强度指数、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6 项指标中，环境质量指数在 2010 年
后出现了小幅下降，且离全面小康目
标值相差较远，特别是其中水环境质
量令人担忧。2011 年，因省控监测断
面地表水水质监测点从 171 个增加到
221个，地表水达标率下降较为明显。

这一担忧很快变为现实。
2013 年年初，浙江温州等多地出

现网民“邀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的呼

声，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没多
久，“黄浦江死猪漂流”事件爆发，环保
被推到风口浪尖。

大江大河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群
众身边的小河小沟却仍然黑臭，这怎
么行？

“ 群 众 的 感 受 比 评 价 指 标 更 重
要。”同年 4 月召开的浙江省第十次生
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上，省委书记夏宝龙强调，要把群众改
善生活环境的强烈愿望引导到推动工
作的实际行动上来，把生态省建设摆
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

水 污 染 表 象 在 水 里 ，根 子 在 岸
上。在浙江这样的江南水乡，水环境
综合治理与转型升级紧密相连、互为
表里。夏宝龙在当年冒雨督办钱塘江
支流浦阳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时指
出，今后几年浙江要打好治水攻坚战，要
把治水作为转型升级最关键的突破口。

2013 年年底，省委常委会议专题
研究“五水共治”，要求从 2014 年起全
面开展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
水、抓节水，并以此为突破口，深化改
革，促进转型，推动升级。

2000~2012年浙江小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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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综
合国力显著提高，呈稳步增长趋
势。从 2006 年~2013 年 7 年间，国
内生产总值从 217656.6 亿元提高
到 636462.7亿元，增幅近 3倍。

与此同时，我国环境污染治理
投资总额也呈明显上升趋势。仅

“十一五”期间，环境治理投资总额
就由 2006 年的 2566 亿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7612 亿元，增幅近 3 倍。
步入“十二五”，环境治理投资总额
又有了大幅度增加，截至 2013 年，
投资总额已达 9516 亿元，与 2006
年相比，增幅达到 3.7倍。

与 此 同 时 ，以 节 能 减 排 为 重
点，我国水和大气污染治理也得到
了加强并取得一定成效。

2006 年~2013 年，全国重要水
域达到Ⅰ～Ⅲ类水质的比例在逐
年增加，由 46%上升至 71.7%；Ⅳ～
Ⅴ类的比例呈下降趋势，由 28%下

降至 19.3%；劣Ⅴ类水质的比例呈
逐年下降趋势，由 26%下降至 9%。

7 年 间 ，我 国 的 空 气 治 理 力
度未曾停歇，但由于空气治理存
在较大难度，特别是自 2013 年开
始 实 施 新 的《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将 PM2.5 指 标 纳 入 其 中 ，整
体 情 况 不 容 乐 观 。 2006 年 ~2012
年，空气质量达到一级标准的比
例 从 4.3% 降 至 3.4% ，呈 下 降 趋
势 ；达 到 二 级 标 准 的 比 例 从
58.1% 提 升 为 88% ，呈 上 升 趋 势 ；
达到三级标准的比例从 28.5%降
至 7.1% ，呈 下 降 趋 势 ；劣 于 三 级
标准的比例从 9.1%降至 1.5%，呈
下降趋势。

目前，虽然污染治理进程明显
加快，但污染物排放量仍处于高
位。要实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目标，打破环境瓶颈，环境治
理力度仍需加大。

全国空气质量情况（2006年~20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