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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第五次会议在京召开

加强环境法治建设 坚持依法保护环境
——二论把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环保工作中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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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昆婷11月16日北京
报道 环境保护部近日印发《关于加快
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要求通过各级环保部
门宣传教育，弘扬生态文明价值理念；
完善政策，建立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
引导实践，倡导绿色生活方式，为生态
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群众基础。

《意见》指出，当前，我国产业结构
不断升级，公众环境意识显著提升，为
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提供了良好
的外部条件和机遇。现阶段，要坚持更

新理念、夯实基础，节约优先、绿色消
费，创新驱动、政策引导，典型示范、全
民行动的基本原则，力争实现到 2020
年，生态文明价值理念在全社会得到推
行，全民生活方式绿色化的理念明显加
强，生活方式绿色化的政策法规体系初
步建立，公众践行绿色生活的内在动力
不断增强，社会绿色产品服务快捷便
利，公众绿色生活方式的习惯基本养
成，最终全社会实现生活方式和消费模
式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
方向转变，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

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
《意见》强调，各级环保部门要精心

组织实施，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一是
强化生活方式绿色化理念。强化对生
态文明建设重大决策部署的宣传教育，
普及生态文明法律法规，提高公众生态
文明社会责任意识；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
理念深入人心，使公众充分认识生活方式
绿色化的重要性，加强日常生活自律，并
互相激励带动，使绿色生活、勤俭节约
成为全社会的自觉习惯。（下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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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部印发意见要求

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

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强
调，加强环境法治建设，坚持依
法保护环境。这既是依法治国
的必然要求，也是环境治理的
改革方向。

加强环境法治建设，
坚持依法保护环境，是对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深
切呼应，确定了“十三五”
时期环境保护工作的基本
方向

“十二五”以来，从《环境保
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
律的修订，到“大气十条”、“水
十条”等规范性文件的出台，环
境立法取得重要进展。从执法
思路由督企转向督企和督政并
重，到创新按日计罚等执法手
段 ，环 境 执 法 已 迈 入 新 的 阶
段。从出台办理环境污染刑事
案件的司法解释，到建立行政
执法与刑事执法协调配合的机
制，环境司法发挥的作用越来
越大。

但是也要看到，我国环境
形势依然严峻，污染物排放量
接近或超过环境容量的状况没
有发生根本性转变。“十三五”
时期是环境保护负重前行困难
期和大有可为关键期，只有将
加强环境法治建设、坚持依法
保护环境的思路贯彻环保工作
的始终，大气、水、土壤等突出
环境问题才能得到解决，环境
质 量 总 体 改 善 的 目 标 才 有 望
实现。

从治国理政的高度来
看，法治是推进环境治理的
基本方式，要牢牢树立法治
思维，让依法治理环境成为
环保部门的精神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治
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
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
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对于
环境保护来说，就是要将法治

作为环境治理的基本方式，将
环境法治建设作为“十三五”及
今后一段时期环境保护的重中
之重。

环境法治建设是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战略在环保领域的重
要体现。依法治国作为“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之一，蕴含了新
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是
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重要
方略。树立法治思维，强化依
法行政，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
而解。当前党和国家将生态文
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摆在重要位
置，环保部门要将法治建设作
为推进环保工作的着力点和突
破口，让环境法治为环保工作
保驾护航。

环境法治建设是破解环保
难题的重要途径。我国环境形
势不容乐观，大气、水、土壤污
染依然严重，在工业化和城镇
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环境质
量根本改善难度极大。实践证
明，环境保护越来越依赖于政策
法规体系。新的《环境保护法》
实施不到一年，环境执法偏软的
局面已有了明显改观。区域联
防联控制度实施后，京津冀空气
质量相对好转。强化环境保护
顶层设计，加强环境法治建设
是破解环保困境的必由途径。

环境法治建设是环保部门
需要突破的短板。环保领域有
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
现象仍然存在，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还
有所欠缺。只有加强环境法治
建设，才能切实提高环保工作
质量和成效，适应新形势对环
保队伍建设的要求。

从环境法治建设的实
践来看，“十二五”以来环
境法治建设取得重要进
展，要从中汲取经验，探索
环境法治建设的规律和
方法

实践出真知。“十二五”以

来，一系 列 法 律 法 规 政 策 出
台 ，环 境 法 治 的 大 网 越 织 越
密 。 只 有 从 中 总 结 经 验 、探
索 规 律 ，环 境 法 治 建 设 步 伐
才 会 更 加 稳 健 ，成 效 才 会 更
加显著。

要推动环境责任由单一部
门向地方政府主体转变。新的

《环境保护法》、《党 政 领 导 干
部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责 任 追 究 办
法（试行）》的实施，从制度层
面 强 化 了 地 方 政 府 的 主 体 责
任 ，增 强 了 环 境 保 护 的 原 生
动 力 。 督 察 、约 谈 等 新 的 监
督 模 式 的 出 现 ，从 实 践 层 面
推 动 了 主 体 责 任 的 落 实 ，体
现 了 从 督 企 到 督 政 的 转 变 。
要牢牢把握地方政府责任这一
主线，推动环境保护从治标走
向治本。

要从严格执法向自觉守法
转变。加强环境法治建设、完
善法律体系的意义不在于出台
的法律有多少，而在于不断提
升法律的震慑力 。 严 格 执 法
不 是 目 的 ，而 是 手 段 。 违 法
行 为 多 见 不 是 常 态 ，自 觉 守
法 才 是 常 态 。 从 法 律 到 标
准，从企业到区域，逐步推进
守 法 常 态 化 是 环 境 法 治 建 设
的 关 键 。 要 通 过 不 断 严 格 执
法 ，促 进 自 觉 守 法 。 重 庆 市
在全国率先实施“按日计罚”
措 施 后 ，企 业 违 法 排 污 行 为
主 动 改 正 率 从 当 年 的 4.8%上
升 到 现 在 的 84% 。 山 东 省 面
对质疑不断加严环境标准，造
纸企业主动认识到标准越严优
势越大。

从环境保护工作目标
来看，“十三五”是全面强
化环境法治的重要时期，
要健全环境法律体系，严
格执行法律

改善环境质量是“十三五”
环境保护工作的核心，要将环
境法治建设提到重要位置，不
断提升环境治理能力。

立 法 思 路 需 不 断 完 善 。
土 壤 污 染 防 治 、核 安 全 等 领
域 尚 未 立 法 ，填 补 法 律 空 白
仍 将 是 环 境 立 法 的 首 要 任
务。新的《环境保护法》经过
四 审 方 得 实 施 ，科 学 性 和 民
主性得以体现，开门立法、公
众 参 与 应 成 为 环 境 立 法 的 主
要模式。

司法进程需不断推进。这
几年，环境刑事、民事、侵权等
司 法 解 释 相 继 出 台 ，构 建 了
相 对 完 善 的 法 律 制 度 体 系 。
这 几 年 ，环 境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在 各 地 涌 现 ，成 为 遏 制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的 重 要 方 面 。 如 何
用 司 法 推 动 环 境 保 护 ，是 环
境 法 治 建 设需要进一步探索
的问题。

要推动顶层设计与地方实
践相结合。甘肃推行“6+1”环
境 监 管 模 式 强 化 执 法 能 力 建
设，南通、中山等地实施差别
水 价 制 度 推 动 企 业 转 型 ，地
方 实 践 往 往 走 在 顶 层 设 计 的
前 面 ，顶 层 设 计 需 以 地 方 实
践 为 基 础 。 今 后 环 境 法 治 建
设 要积极鼓励地方探索，推动
顶 层 设 计 与 地 方 实 践 紧 密
结合。

要 全 面 推 进 法 制 绿 色
化 。 党 的 十 八 大 将 绿 色 化 作
为 五 化 之 一 ，十 八 届 五 中 全
会 将 绿 色 发 展 作 为 五 大 发 展
理 念 之 一 ，绿 色 化 将 成 为 我
国 长 期 的 发 展 方 向 。 环 境 法
治 建 设 不 仅 要 加 强 环 境 领 域
相 关 立 法 工 作 ，还 要 推 动 各
项 法 律 法 规 朝 着 绿 色 化 方 向
转变。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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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 三
五 ”时 期 环 境 保 护 任 重 而 道
远，加强环境法治建设，坚持
依 法 保 护 环 境 ，全 面 改 善 环
境 质 量 的 目 标 就 能 加 快 实
现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新 时 代 就
不会遥远。

本报记者王昆婷北京报道 环境保护
部近日向媒体发布了 2015 年 10 月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
市和计划单列市等 74 个城市空气质量状
况。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司长罗毅介
绍 说 ，10 月 74 个 城 市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在
41.9%～100%之间。其中，福州、厦门、拉
萨、惠州、昆明和贵阳 6 个城市的达标天
数比例为 100%，西宁、银川和重庆等 23
个城市的达标天数比例在 80%～100%之
间，扬州、南昌和泰州等 42 个城市达标天
数比例在 50%～80%之间，武汉、济南和
长 春 3 个 城 市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不 足 50%。
超标天数中以 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
最多，其次是 O3。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评价，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后
10 位城市（从第 74 名到第 65 名）依次是
济南、衡水、保定、唐山、邢台、郑州、邯郸、
廊坊、徐州和武汉；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
前 10 位城市（从第 1 名到第 10 名）依次是
福州、厦门、舟山、拉萨、海口、惠州、昆明、
张家口、丽水和贵阳。

京津冀区域 13 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
天数比例在 51.6%～93.5%之间。其中，
张家口、承德和秦皇岛 3 个城市的达标天
数比例在 80%～100%之间，天津、沧州和
北 京 等 10 个 城 市 的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在
51.6%～80%之间。超标天数中以 PM2.5为
首 要 污 染 物 的 天 数 最 多 ，其 次 是 PM10。
PM2.5月均浓度同比下降 46.9%，环比上升
33.3%；PM10 月均浓度同比下降 37.7%，环
比 上 升 39.0% ；SO2 月 均 浓 度 同 比 下 降
26.5%，环比上升 25.0%；NO2 月均浓度同
比下降 10.5%，环比上升 27.5%；CO 日均
值平均超标率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环
比上升 0.5 个百分点；O3 日最大 8 小时值
平均超标率同比上升 4.3 个百分点，环比
下降 5.2个百分点。

北京市达标天数比例为 74.2%，出现
重度污染 2 天，严重污染 3 天，超标 8 天全
部以 PM2.5为首要污染物。PM2.5月均浓度
为 74μg/m3，同比下降 37.8%，环比上升
48.0%；PM10 月 均 浓 度 为 86μg/m3，同 比
下降 41.1%，环比上升 45.8%；SO2 月均浓

度 为 6μg/m3，同 比 下 降 40.0% ，环 比 持
平；NO2 月均浓度为 54μg/m3，同比下降
26.0%，环比上升 22.7%；CO 日均值未出
现超标，超标率同比及环比均持平；O3日
最大 8 小时值超标率为 6.5%，同比上升
6.5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10.2个百分点。

长三角区域 25 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
天数比例在 56.7%～90.3%之间。其中，
丽水、温州和台州等 9 个城市的达标天数
比例在 80%～100%之间，扬州、泰州和杭
州 等 16 个 城 市 的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在
56.7%～80%之间。超标天数中以 O3为首
要 污 染 物 的 天 数 最 多 ，其 次 是 PM2.5。
PM2.5 月均浓度同比上升 4.0%，环比上升
44.4%；PM10 月均浓度同比上升 2.3%，环
比 上 升 54.4% ；SO2 月 均 浓 度 同 比 下 降
4.3%，环比上升 22.2%；NO2月均浓度同比
上升 5.3%，环比上升 33.3%；CO 日均值平
均超标率同比及环比均持平；O3日最大 8
小时值平均超标率同比上升 8.2 个百分
点，环比下降 3.8个百分点。

珠三角区域 9 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
天数比例在 61.3%～100%之间。其中，惠
州达标天数比例为 100%，江门、广州、深
圳 和 肇 庆 4 个 城 市 的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在
80%～100%之间，东莞、中山、佛山和珠海
4 个城市的达标天数比例在 61.3%～80%
之间。超标天数中以 O3为首要污染物的
天数最多，其次是 PM2.5。PM2.5 月均浓度
同比下降 23.2%，环比上升 26.5%；PM10 月
均浓度同比下降 18.8%，环比上升 27.5%；
SO2 月均浓度同比下降 21.1%，环比上升
25.0%；NO2月均浓度同比持平，环比上升
29.6%；CO 日均值平均超标率同比及环
比均持平；O3日最大 8 小时值平均超标率
同比下降 17.9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4.4 个
百分点。

罗毅说，总体来看，10 月京津冀、珠
三角区域空气质量同比转好，环比转差；
PM2.5、PM10和 SO2等主要污染物浓度同比
明显下降，环比上升；O3超标率同比有所
降低。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同比、环比均
转差，PM2.5、PM10 和 NO2 等主要污染物浓
度同比、环比均上升，O3超标率同比有所
升高。

本报记者王昆婷 11 月 16
日北京报道 京 津 冀 及 周 边 地
区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协 作 小 组 第 五
次 会 议 今 日 在 京 召 开 ，传 达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国 务 院 副
总 理 张 高 丽 对 京 津 冀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的 批 示 ，总 结 前 一 阶
段 工 作 经 验 ，研 究 部 署 今 冬 明
春 区 域 大 气 污 染 联 防 联 控 工
作 。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 、北
京 市 委 书 记 郭 金 龙 ，环 境 保 护
部 部 长 陈 吉 宁 ，北 京 市 委 副 书
记、市 长 王 安 顺 ，河 北 省 委 副 书
记、省长张庆伟出席会议。

会 议 首 先 传 达 了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国 务 院 副 总 理 张
高 丽 对 京 津 冀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的 批 示 ，听 取 了 京 津 冀 及 周
边 地 区 今 冬 明 春 大 气 污 染 联 防
联 控 重 点 工 作 汇 报 。 北 京 、天
津 、河 北 、山 西 、内 蒙 古 、山 东 、
河 南 7 省 区 市 负 责 人 分 别 汇 报
了 2015 年重点工作进展和今冬
明 春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总 体
安排。

陈 吉 宁 指 出 ，党 中 央 、国 务
院 高 度 重 视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 今
年 以 来 ，在 党 中 央、国 务 院 的 坚

强 领 导 下 ，环 境 保 护 部 会 同 有
关 部 门 狠 抓“ 大 气 十 条 ”贯 彻
落 实 ，各 项 工 作 取 得 积 极 进
展 。 重 点 任 务 推 进 顺 利 ，监 测
预 警 能 力 稳 步 提 高 ，环 境 监 管
日 趋 严 格 ，政 策 支 撑 进 一 步 强
化 。 监 测 数 据 显 示 ，今 年 1~10
月 ，全 国 地 级 以 上 城 市 PM10 平
均 浓 度 与 2014 年 同 期 相 比 下
降 9.6%，74 个 城 市 PM2.5 平 均 浓
度 同 比 下 降 17.7% 。 京 津 冀 及
周 边 地 区 PM2.5 平 均 浓 度 同 比
下 降 16.2% 。 但 同 时 也 要 清 醒
地 认 识 到 ，当 前 大 气 污 染 形 势
依 然 严 峻 ，特 别 是 京 津 冀 及 周
边地区仍存在城市空气质量不
容 乐 观 、燃 煤 污 染 依 然 严 重 、
秸 秆 焚 烧 等 面 源 污 染 突 出 、重
污染天气应对不及时等突出困
难和问题。

陈 吉 宁 强 调 ，面 对 严 峻 形
势 ，我 们 既 要 打 好“ 持 久 战 ”，
一 步 一 个 脚 印 地 扎 实 推 进“ 大
气 十 条 ”落 实 ；更 要 打 好“ 攻 坚
战 ”，下 大 力 气 解 决 突 出 问 题
给老百姓以信心。当前的重中
之重就是要坚决做好今冬明春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各地要采

取 通 报 、曝 光 、约 谈 等 措 施 ，督
促污染问题较重、大气环境质量
严峻的地市采取针对性措施，确
保完成年度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要加大煤质管控力度，加快集中

供热、“煤改气”、“煤改电”工程
建 设 ，科 学 制 定 供 暖 起 炉 计 划 ，
狠 抓 燃 煤 污 染 治 理 ；要 进 一 步
加 强 秸 秆 、垃 圾 等 露 天 焚 烧 管
理 ，严 格 施 工 工 地 和 道 路 扬 尘

控制措施，倡导减少烟花爆竹燃
放 ，切 实 强 化 面 源 污 染 治 理 ；要
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坚决完成黄
标车淘汰任务；要强化重污染天
气源解析工作，有针对性地科学

施 策 ，加 大 涉 气 企 业 排 查 力
度 ，完 善 并 切 实 落 实 省 、市 级
重 污 染 天 气 应 急 预 案 ，进 一 步
加强环境监管和重污染天气应
对。

郭 金 龙 在 讲 话 中 说 ，进 入
冬 季 采 暖 季 ，做 好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压 力 更 大 、任 务 更 重 。 要
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为
统 领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中 央 决 策
部 署 ，切 实 加 强 组 织 领 导 ，狠
抓 措 施 落 实 ，以 高 度 的 政 治 责
任 感 ，全 力 以 赴 做 好 今 冬 明 春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央领导
同志对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 作 出 的 批 示 ，明 确 了 下 一 步
工 作 重 点 ，对 我 们 的 工 作 提 出
了新的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
批 示 精 神 ，切 实 抓 好 贯 彻
落实。

郭 金 龙 指 出 ，通 过 去 年
APEC 会 议 、今 年 抗 战 胜 利 70
周 年 纪 念 活 动 等 重 大 活 动 的
空 气 质 量 保 障 工 作 ，我 们 越
来 越 深 刻 体 会 到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加 强 组 织 领 导 是 前 提 ，
区 域 协 同 是 保 障 ，节 能 减 排 是
关 键 ，转 变 发 展 方 式 是 基 础 ，

科 学 施 策 是 支 撑 。 要 深 入 总 结
经 验 ，在 转 方 式、调 结 构 方 面 加
大 力 度 ，在 区 域 协 同、联 防 联 控
机 制 上 积 极 创 新 ，自 觉 把 实 践
中 行 之 有 效 的 做 法 落 实 到 做 好
今 冬 明 春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工
作中。

郭 金 龙 强 调 ，聚 焦 关 键 任
务 ，切 实 抓 好 今 冬 明 春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任 务 落 实 。 要 在 控 制 污
染 源 上 下 功 夫 ，切 实 抓 好 燃 煤
污 染 控 制 ，加 快 黄 标 车、老 旧 车
淘 汰 和 车 用 油 品 升 级 ，进 一 步
推 进 秸 秆 综 合 利 用 ，积 极 预 防
春 节 期 间 因 烟 花 爆 竹 燃 放 造 成
的 大 气 污 染 。 要 在 区 域 空 气 重
污 染 应 急 联 动 上 加 大 力 度 ，完
善 空 气 重 污 染 预 报 会 商 和 应 急
联 动 的 响 应 机 制 ，切 实 减 少 重
污 染 天 气 对 人 民 群 众 生 产 生 活
的 影 响 。 要 进 一 步 健 全 联 防 联
控 长 效 机 制 ，着 力 强 化 环 境 资
源 对 经 济 发 展 的 约 束 和 引 导 作
用 ，逐 步 建 立 区 域 协 调 统 一 的
环 境 准 入 和 退 出 机 制 ，严 格 治
理 标 准 和 措 施 ，继 续 抓 好 区 域
联 动 机 制 ，推 动 区 域 大 气 环 境
治理不断取得新成效。

11 月 16
日 ，京 津 冀
及 周 边 地 区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协 作 小 组
第 五 次 会 议
在 京 召 开 ，
环 境 保 护 部
部 长 陈 吉 宁
出 席 会 议 并
讲话。
本报记者

贾继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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