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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
及其相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党委
和政府负领导责任，有关部门负监管
责任，企业承担污染治理的主体责
任，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大
格局加快形成。

乌鲁木齐市积极推进“树上山、
水进城、煤变气、地变绿、天变蓝、城
变美”，打造和谐稳定、独具魅力的生
态环境；昌吉回族自治州深入推进

“两清两美一绿”行动，切实减少污染
存量，严格控制污染增量，加快构建
绿色低碳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建设
美丽宜居家园；阿勒泰地区建立“纵
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环境责任体系
和责任追究制度，全力打造自治区生
态环境保护示范区。

在格库铁路的建设现场，中铁二
十一局集团一公司始终坚持环保与建
设同步，建设与环保同行，施工机械哪
怕绕行再远，都不损毁一棵胡杨树。

原在艾比湖畔放牧的努尔木汗·
赛力克，如今放下羊鞭，成了艾比湖
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岛管护站
的一名管护员。

如今天山南北，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场景正越来越多，群众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得到大幅提升，群众主动参
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不断提高，
人人关心、人人参与环境保护的良好
氛围正在形成。

2018 年 11 月 29 日，自治区生态
环境厅正式揭牌。改革后的生态环
境 厅 机 关 内 设 机 构 由 14 个 增 至 19
个，行政编制由 77 名增加到 84 名，拟
跨区域设立 6 个生态环境监察专员
办公室，单列事业编制 75名。

自治区稳步推进省以下生态环
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
改革，编制了《自治区生态环境机构
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实
施方案》，深化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深入推进生态环境领域“放管
服”改革，修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
目录》，将 24 大类 65 项建设项目环评
审批权限下放地州。赋予霍尔果斯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喀什经济开发区
自治区级环评审批权限。取消水土
保持、行业预审等环评审批中的各种
前置，将编制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
目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建成建设项
目环评网上申报审批系统并投入使用，
建立受理变相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登记表问题投诉举报机制，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认真落实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
围绕土地资源、水资源、环境等要素，
以县级行政区为评价单元，开展了新

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试评
价；在“乌—昌—石”“奎—独—乌”区
域大气污染防治以及重污染天气应
急、八一水库和猛进水库水污染治
理、博斯腾湖和乌伦古湖水环境保护
等方面强化兵地协作沟通，做到同防
同治、同规同标。

推进兵地生态环境保护同防同
治。加强兵地联合监督执法，制定

《关于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
见 中 兵 地 联 合 监 督 执 法 的 整 改 方
案》，不断完善定期会商、联动执法、
重点案件联合督察和信息共享等制
度，完成兵地环境执法信息共享平台
和调度系统建设，建成全区统一的

“12369”环境信访举报受理中心，实
现了集中受理。

2016 年 6 月以来，自治区各级生
态环境部门共办理环境信访举报件
1.55 万件，其中“12369”受理 1.39 万
件，来信来访 1613 件。

深 入 开 展 自 治 区 环 境 保 护 督
察。出台《自治区 2016 年环境保护
督察方案》《自治区 2017 年环境保护
督察方案》，先后对伊犁、克拉玛依、
塔城等 11 个地州市开展自治区环保
督察和环保后督察，要求喀什、和田、
克州 3 个地州开展自查自纠，做到了
自治区环保督察全覆盖。

持续强化生态环境监管执法。
坚持“严惩违法”和“规范执法”并举，
认真执行《环境保护法》及四个配套
办法，制定《关于建立实施环境执法
联动工作机制的若干意见(试行)》，
推进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对环境领域犯罪和其他环境违法行
为“零容忍”。2016 年以来，自治区
共办理环境违法案件 9123 件，执行
处罚金额 5.87亿元。

扎实开展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
全力锻造一支政治强、本领高、作风
硬、敢担当，能吃苦的生态环境保护
铁军。创新环境监管方式，全面推行
污染源日常环境监管“双随机一公
开”制度，对重点排污行业、油田等开
展专项执法检查，形成环境执法的高
压态势。

2018 年，全区各级环境监察机
构随机抽查污染源 1.19 万家（次），污
染 源 日 常 环 境 抽 查 实 现 100%全 覆
盖。

完善环境监管机制，推进环境监
管网格化管理，初步建立地州市为一
级网络、县市区为二级网络、乡镇街
道为三级网络的覆盖全区的网格化
环境监管体系。

自治区党委将继续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党中
央治疆方略、特别是社会稳定和长治
久安总目标，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按照“1+3+3+改革开放”工
作部署，让美丽新疆天更蓝、地更绿、
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

厅 供稿

让新疆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让新疆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

护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持续加大工作力度，生态环境状况明显好转、
质量明显改善。

发端于柯柯牙的阿克苏荒漠绿化工程不仅筑起了守卫阿克苏地
区绿洲生态的百万亩绿色长城，还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新路，为新疆乃至全国干旱地区荒漠绿化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随着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的实施，曾经一度干涸的尾闾
台特玛湖，如今已是烟波浩渺水量丰沛，成为南疆第二大湖泊。

自实施“蓝天工程”以来，乌鲁木齐市的供热能源结构发生重大
变革，从燃煤供暖到天然气供暖，再到气电联动供暖，空气质量不断
改善。

新高 度

占全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是我国西北的
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环境既重要，又脆弱，又敏感。

早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把新疆生
态文明建设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会议强调，要更
加重视保护环境；要加大环保投入，加大高效节水灌溉
工程建设力度，加强重点流域治理和水污染防治，提高
可持续发展能力。

自治区党委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
摆在突出位置，从增强“四个意识”、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的高度，从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高度，从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总目标、建设美丽新疆的高度，充分认识全面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大意义，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国家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部
署上来。

2016 年 10 月，自治区第九次党代会强调，要始终
坚持生态保护第一，把发展建立在生态安全的基础上，
切实保护好新疆的一草一木，让新疆青山常在、绿水长
流。

2017 年 4 月，在自治区党委九届二次全体（扩大）
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牢固树立保

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严守生态保护底线，严禁“三高”项目进新疆，实
行能源、矿产资源开发自治区政府“一支笔”审批制度，实
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度，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
度、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新疆。

2018 年至今，自治区先后召开 71 次会议研究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特别是召开了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新疆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打赢蓝天保卫战暨“乌—昌
—石”“奎—独—乌”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攻坚行动动员
部署会议，五次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调度
会等，对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进行了全面细致地安排部署。

自治区党委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
务，成立了由自治区党委书记任主任，自治区主席等省
级领导担任副主任，相关委办厅局领导为成员的新疆
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自治区党委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修复优先的原则，在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道路上，直面现实环境问题的解决，
同时以治本的理念、法治的思维，强化顶层设计，系统推进
生态环境保护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

2016 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印发《关于加强全区生
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对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进行全
面部署。2017 年，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先后印发《自治
区实施〈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

行）〉细则》和《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进一步明确了各地各部门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要求自治区各相关部门履行好生
态环境保护职责，制定生态环境保护年度工作计划和
措施。

自治区党委为了进一步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
科学性、有效性，出台一大批生态环境保护法规政策文
件，使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更加完善。

编制完成《新疆环境保护规划》，为推动建立自治
区和兵团环境保护“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
一要求、统一推进”的工作机制和环境污染同防同治的
长效机制，形成兵地环境保护“一盘棋”工作格局提供
了依据，成为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新的发展阶段的纲
领性文件

颁布或修订《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自治区煤炭
石油天然气开发环境保护条例》《自治区辐射污染防治
办法》等地方法规；相继出台《自治区关于全面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自
治区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工作
方案》《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实施意见》《自治区严
禁“三高”项目进新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自治区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自治区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
量实施方案》《自治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
案》《自治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等
系列文件，初步建立健全了自治区环境工作的指导体
系。

新举措

隐藏在芦苇荡内的地下暗管全部被切断，堆积遍
地的建筑垃圾、危险废弃物及生活垃圾被彻底清理一
空，经过两年的集中整治，如今的白鸟湖碧波荡漾，白
头硬尾鸭正在湖中缓缓游弋，茂密的芦苇丛中鸟鸣鸭
叫声不断。

在乌鲁木齐市经开区（头屯河区）规划房产局党组
书记、局长王辉军看来，这里的美丽不止如此，还要在
未来的 5 年时间里，为各族群众提供更多优质的生态
产品。

乌鲁木齐市白鸟湖湿地从垃圾围湖到草木环湖的蜕
变，就是自治区党委积极配合好中央第八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察工作和抓好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的成果。

2017 年 8 月，中央第八环境保护督察组正式进驻
新疆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既为自
治区的发展质量把脉,又鞭策全区各级各部门切实保
护好新疆的一草一木。

自治区党委把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作为加强新疆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契机和强大动力，积极配合主动接
受督察，实实在在地汇报工作，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
确保中央督察组顺利开展各项工作。

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督察组转办的 2905 件群
众举报案件已基本办结，共责令整改企业 2182 家，立
案处罚 548 家，罚款 6820 万元，立案侦查 1 件，拘留 25
人，约谈 163 人，问责 1613 人。其中兵团办结 583 件，
责令整改 457 家，立案处罚 79 家，拘留 1 人，约谈 10 人，
问责 628人。

2018 年 1 月 2 日，中央第八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自
治 区 进 行 督 察 反 馈 后 ，自 治 区 党 委 迅 速 行 动 ，成 立
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为组长、自治区主席雪克
来 提·扎 克 尔 为 第 一 副 组 长 ，6 位 省 级 领 导 为 副 组
长 的 自 治 区 中 央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反 馈 意 见 整 改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制 定 了《自 治 区 贯 彻 落 实 中 央 第 八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组 督 察 反 馈 意 见 整 改 方 案》，把 中 央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反 馈 自 治 区 的 四 个 方 面 问 题 和 五 个 方 面
建 议 ，逐 一 细 化 为 113 项 整 改 任 务 、302 条 整 改 措
施 ，逐 项 明 确 整 改 目 标 、责 任 单 位 、责 任 人 和 整 改
时限，确保到 2020 年底全部完成。

自治区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分管领导深入一线、靠
前指挥、现场办公，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自治
区从有关部门抽调 26 名工作人员集中办公，抽调 4 名
厅级干部和 30 名业务骨干组成 4 个整改督导小组，下
沉督导、跟踪督办。

制定出台督察整改清单化调度、整改销号、整改资
料台账管理等三项制度，与中央环保督察组无缝衔接，
按照台账式清单化管理要求，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挂
账销号。持续开展整改工作督查督办，压实责任、兵地
联动、跟踪问责、公开公示，做到全面、系统、彻底整改，
取得积极成效。

截至 2019 年 6 月底，整改任务已完成 66 项。后续
整改任务按照《整改方案》确定的措施和时限积极推
进。在做好整改的同时，坚持举一反三，在小锅炉关
停、非法机井整治、自然保护区管理、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加大自查自纠力度，一批
长期难以解决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得以解决。

2018 年，自治区本级财政累计投入专项资金（含

中央补助资金）24.77 亿元，用于大气、水、土壤污染防
治以及农村环境整治、环境监管能力建设、退耕还林还
草、天然林保护等生态环境保护重点项目；累计下达
63 个县（市）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 47.12 亿
元，同比增加 14.05亿元。

全面推进蓝天保卫战
抓好“乌—昌—石”“奎—独—乌”等重点区域同防

同治，印发实施《新疆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乌—昌—石”“奎—独—乌”区域大
气污染治理攻坚方案（2018—2020 年）》。实施重点区
域和城市空气质量预报和重污染天气预警。

持续加强工业、燃煤、机动车“三大污染源”综合治
理，推动火电、水泥等重点行业企业冬季错峰生产，开
展“散乱污”企业综合治理、石化化工等行业挥发性有
机物污染防治。全区所有运营加油站均安装了油气回
收装置。

开展“乌—昌—石”“奎—独—乌”区域大气污染源
兵地联合执法专项行动。研究推动柴油货车污染治理
攻坚，统筹交通枢纽等基础设施布局，优化客运结构，
改善货运运输结构，逐步减少重型柴油货车在大宗散
货长距离运输中的比重。

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开展兵地大气污染预警会
商和应急联动。开展塔里木盆地南缘沙尘对城市空气
质量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等重大科研项目。

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
落实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制定实施《自

治区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自治区落实〈重点流域水
污染防治规划（2016-2020 年）〉实施方案》。召开水污
染防治工作推进会，自治区与各地州市签订了《水污染
防治重点工作整改责任书》。

实施全区县级及以上城市（包括县级人民政府驻
地所在镇）地表水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
项行动，推进全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调查，
督促不达标水源地所在地区编制达标方案。

大力推进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加快补齐城市环
境基础建设设施短板，努力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伊犁
河、额尔齐斯河、额敏河、博斯腾湖等敏感区域内的26座城
镇污水处理厂全部完成一级 A 提标改造建设。

开展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博斯腾湖水质污染
程度有所减轻，艾里克湖水环境质量由劣Ⅴ类提升至
Ⅴ类、柴窝堡湖水域面积恢复至 15.2平方公里。

积极推进 86 个自治区级及以上工业集聚区（园
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加油站地下油罐防渗改
造、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及禁养区内养殖场关闭搬迁
等工作，对 40 个未完成水污染治理任务的工业集聚区

（园区）实施区域限批。截至 2019 年 6 月底，82 个自治
区级及以上工业集聚区（园区）已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或依托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污水集中处理,已完
成全区加油站地下油罐防渗改造、畜禽养殖禁养区划
定及禁养区内养殖场关闭搬迁工作。

稳步推进净土保卫战
全面实施国家《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制定实

施《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自治区土壤污染
治理与修复规划（2018-2022）》。印发《自治区土壤污
染防治工作方案实施情况考核办法（试行）》，开展土壤
污染防治考核评估。基本完成全区农用地土壤污染状
况详查，初步查清全区农用地土壤污染面积、分布、污
染程度及其对农产品的影响。

加强土壤污染源监管，在鄯善县、富蕴县、莎车县
等矿产资源开发活动集中区域执行涉重金属污染物特
别排放限值。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开展固体废物

非法贮存、倾倒和填埋情况排查，对问题点位按照“一
点一策”的要求制定整改方案。

印发实施《自治区危险废物处置利用设施布局指
导意见》，统筹谋划全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布
局和处理能力。规范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审批，2018
年以来，全区新增危险废物处置单位 25 家、新增处置
能力 276万吨，处置能力达到 455万吨。

大力推进含油污泥规范化处理处置工作，开展《油气
田钻井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污染控制要求》等三项地方标准
修订工作。加强废铅蓄电池收集贮存和转移全过程监管，
印发《自治区废铅蓄电池收集贮存和转移管理规范（试
行）》，组织开展废铅蓄电池收集网络建设试点。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有序推进农村生态环境和地下水保护工作，制定

实施《自治区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对
各部门承担的任务进行了明确分工，确保到 2020 年，
实现“一保两治三减四提升”的目标任务。

推动落实《2019 年自治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要点》《自治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2019-2020
年工作推进方案》。结合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地域差异
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需求，组织编制《自治区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排放标准》。

大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
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

审核通过《新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划定面积
42.42万平方公里，占自治区国土面积的 26%。

严格自然保护区监督管理，对自治区级以上自然
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工作开展专题调研评估。出台《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调整管理规定》，
规范自然保护区调整程序。

坚决查处生态破坏行为，开展“绿盾 2017”“绿盾
2018”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深入推进自然保
护区内各类违法违规问题的查处与整改。拆除艾比湖
湿地、罗布泊野骆驼、塔里木胡杨、巴音布鲁克、布尔根
河狸和温泉北鲵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的违法建筑。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编制完成《新疆生物多样性
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8-2030）》和《新疆生物多样
性保护优先区域规划（2018-2030）》。

近年来，自治区党委坚决守住环境质量安全底线、
自然资源利用上线，重点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

2019 年 6 月生态环境部通报显示，自治区 2018 年
度环保约束性指标任务均完成并优于国家考核指标。

天更蓝。2018 年，14 个地州市政府（行署）所在城
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4.7%，较 2016 年同比增加
0.4 个 百 分 点 ，PM2.5 年 均 浓 度 较 2016 年 同 比 下 降
12.8%。“乌—昌—石”区域、“奎—独—乌”区域优良天
数比例同比分别增加 1.4 个百分点、4.1 个百分点，PM2.5

年均浓度同比分别下降 13.8%、14.6%。
水更清。2018 年，全区河流优良水质比例 97.6%，

与 2016 年持平。湖库水质总体持续好转，优良水质比
例为 74.2%，较 2016 年上升 3.2 个百分点。全区城镇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比例为 91%。

地更绿。2018 年，全区森林覆盖率为 4.9%。全区
天然草地毛面积达 5725.88 万公顷，可利用草地面积达
4800.68万公顷。

村更美。投入资金 4.67 亿万元，实施 992 个村庄
环境综合整治，全区创建国家级生态县（区）1 个，创建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1 个，生态乡镇 35 个，生态村
7 个。创建自治区级生态县 11 个，生态乡镇 214 个，生
态村 1562 个。

新要 求

如今天山南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场景正越来越多，新疆生态环境的改
善得益于自治区党委、政府对生态环境工作的大力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