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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是实现生态文明建
设新进步的第一个五年，生态环境保护
进入新发展阶段，污染防治攻坚战由“坚
决打好”向“深入打好”转变。因此，需要
找准新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定位，切
实提高水、空气、土壤等环境质量，全面
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三水共治 营造人水和谐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素有“千湖之
省”之称，水生态环境保护一直是湖北省
高度重视的工作。“十四五”期间，湖北省
将统筹水环境治理、水资源利用、水生态
保护 ，持续推进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十四五’期间，湖北省将强化水环
境治理。”湖北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一方面将深化工业水污染治理，开
展长江“三磷”排查整治“回头看”；另一
方 面 将 持 续 开 展 城 镇 水 污 染 治 理 ，到
2025 年，全省城市建成区生活污水直排
口、收集处理设施空白区、黑臭水体基本
消除。

优化水资源利用也是改善水生态环
境质量的重要工作。“十四五”期间，湖北
省将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建设节水
型社会，到 2025 年底前用水总量控制在
367.41 亿立方米以内；保障河湖生态水
量，实现江湖连通；加强区域再生水循环
利用。

此外，湖北省还将推进重要湿地保
护与修复，加大大九湖、二仙岩、七姊妹
山等亚高山湿地保护力度；积极开展美
丽河湖建设，全面排查清理长江流域重
点水域内非法设置的用于捕捞、养殖的
矮围；实施河湖生态缓冲带建设与保护，
优先在长江三峡地区开展河湖缓冲带生
态修复试点。

协同控制 守护蓝天白云

大气环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让天更蓝不仅是生活期望，也是工作要
求，“十四五”期间，湖北省将以改善大气
环境质量为核心，聚焦重点区域、行业、
领域，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
加强 PM2.5 与 O3 协同控制，强化多污染
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基本消除
重污染天气，努力实现蓝天白云、繁星闪
烁。

据了解，加强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
控制，将是“十四五”期间改善大气环境
质量的重点任务之 一 。 湖 北 省 将 推 进
城 市 大 气 环 境 质 量 达 标 及 持 续 改 善 ；
强 化 PM2.5 与 O3 协 同 治 理 ，推 动 城 市
PM2.5浓度持续下降，有效遏制 O3浓度增
长趋势；完善区域协作机制，推进区域形
成“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管”联动
体系；健全污染天气预警应急响应机制，
实现城市 7天~10天预报。

不仅如此，湖北省还将持续推进涉
气污染源治理，加强重点行业污染治理，
到 2023 年底前，武汉等重点城市钢铁企
业基本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其他地区钢
铁企业 2025 年底前完成改造；积极开展
挥发性有机物全过程综合整治；持续开
展移动源污染防治；加强大气面源污染
治理；推进大气氨排放控制。

在加强其他涉气污染物治理方面，
湖北省将深入开展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
氟碳化物淘汰工作；同时积极实施高风
险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污染管控。

系统防治 净化土壤环境

“十三五”以来，经过多方面的努力
和协调，湖北省土壤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完成
了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双 90%”目标
任务，全省地下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但土壤污染防治压力
仍然存在。“十四五”期间，湖北省将按照“ 防、控、治、管”的总体
思路，持续改善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确保“吃得放心、住得安
心”。

据悉，“十四五”期间，湖北省将加强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系统
防控。加强空间布局管控，根据土壤污染状况和风险合理规划
土地用途；强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持续推进耕地周边涉重金属
重点行业企业排查整治；防范工矿企业用地新增土壤污染，完善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探索建立地下水重点污染源清单。

与此同时，湖北省将推进土壤安全利用。持续推进农用地
分类管理；深入实施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落
实建设用地风险管控与修复名录制度，健全土壤和地下水环境
基础数据库，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

另悉，为进一步推进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湖北省还将推进
地下水环境调查评估和分区管理，并且加强地下水污染源头防
控和风险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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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争妍陈志斌

“到 2025 年，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取得
显著成效，‘三江四屏千湖一平原’的生态格局更加稳
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
全，城乡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

近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印发《湖北省生态环境保护
“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标美丽湖北建设
远景目标，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的阶段性目标要求，并制定一系列具体任务和措施。

2019 年 9 月，根据湖北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湖北
省生态环境厅组织编制《规划》。《规划》的制定和出台，
是全省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
书记 2018 年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体现，为“十
四五”时期建设美丽湖北指明了前进方向。

坚持绿色发展引领
为打造生态强省谋篇布局

“十三五”时期，湖北省大力实施“生态立省”战略，
坚决扛起长江保护与修复的政治责任，全面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国家考核湖北省的生态环境 9 项约束性指标
全面超额完成，美丽湖北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十四五”期间，湖北省生态环保工作任重道远，应
该怎么干？

湖北省高度重视，精心谋划，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为指导，结合国家有关要求和湖北省实际，明确了《规
划》的总体思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补短板、固基
础、强弱项，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进生态大省向生
态强省转变，不断提升生态承载能力，为全省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提供生态空间和环境容量。

按照总体思路和指导思想，《规划》提出了主要目
标，在“十四五”末，努力实现“一降一减、两改善、四提
升”，即碳排放强度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绿色低碳
发展水平、空间格局优化和资源利用水平、环境风险防
控水平、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

根据《规划》要求，开展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要以
“六个坚持”为基本原则，坚持绿色发展引领，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坚
持改革创新，坚持全民参与。

“经过反复多次征求并吸纳市州、省直部门和社会
各界的意见建议，经过层层严谨审核把关形成了《规
划》。”湖北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规划》的诞

生经历了前期研究、文本编制、论证报批三个阶段。在
规划编制中，组织开展了 15 次省内外调研，3 次召开企
业代表、专家学者座谈会等，最后经省政府常务会审议
发布实施。这些努力，使《规划》具有权威性、引领性和
指导性。

聚焦“十四五”目标
大力推动落实多项重点任务

《规划》共 14 章 52 节，围绕既定目标，明确了“十四
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多项重点任务。

坚持共抓大保护，把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摆在压倒
性位置，系统推进长江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修复，持续
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稳步恢复长江生态功能，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示范带。

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构建国土空间保护新格
局，全力推进生态省建设，深入推进生态省建设“五级联
创”和“两山”理论实践创新基地建设，推进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夯实区域发展绿色底盘。

持续推进结构调整，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和交通运输
体系，推动资源能源高效利用，提升绿色发展水平，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围绕落实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深入开展碳达峰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高水平
推进碳市场和低碳试点示范建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坚持污染减排和生态扩容两手发力，统筹推进水资
源、水生态、水环境“三水共治”，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加强 PM2.5 与 O3

协同控制，强化重污染天气应对和区域协作，持续改善
环境空气质量。

推进系统防治，开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源头预防、
风险管控和修复，持续改善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

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强化自然保护地建设与监
管，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统筹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一体化保护与修复，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加强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强化种植业、养殖业污染
治理，深入推进农村环境整治，提升农村生态环境监管
能力，有力促进乡村生态振兴。

强化风险管控，加强固体废物、核与辐射、新污染
物、工业集聚区环境管理和风险防控，完善生态环境风
险防范体系，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

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
系，为建设美丽湖北提供制度保障。

《规划》在结构调整、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治理、
生态保护与修复、环境风险防控、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等

方面设置了十个工程专栏。

结合实际突出重点
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效能

“《规划》主要有六个方面特点，首先是突出抓好长
江大保护。”湖北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体现
湖北省在长江经济带的突出地位和践行长江大保护的
责任担当，《规划》将共抓长江大保护单独成章并作为规
划任务的首章。提出要严格落实长江保护法，强化工
业、农业、生活、航运污染“四源齐控”，大力开展湖北省
长江高水平保护十大攻坚提升行动，加强水岸协同恢复
长江生态，全面提升长江生态环境质量。

“降碳”成为“十四五”期间生态环境保护总抓手，
《规划》强调绿色低碳发展，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放在突
出位置，坚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绿色转型。

《规划》突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增强区域发展布局
生态底色。提出要落实“三线一单”管控要求，构建“三
江四屏千湖一平原”的生态格局。单独设置了城市群生
态环境共保联治一节，并提出了武汉城市圈、“襄十随
神”和“宜荆荆恩”城市群的目标定位，服务“一主引领、
两翼驱动、全域协同”区域发展布局，为全省区域经济发
展提供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

围绕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规划》谋划了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重点任务。同时，考虑到湖北省是农业
大省且农业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短板依然突出的实际，聚
焦促进乡村生态振兴的新要求，提出农业农村面源污染
管控和注重种养殖业污染治理等任务。

全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严格保护、分级
管理、科学利用原则，《规划》突出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
性提升，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明确要坚持生态环境系
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
与修复。

“注重改革创新，建设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据介绍，
《规划》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环境治理监管体系建
设、生态环境治理市场机制完善、环境治理能力建设以
及全面环保行动格局构建五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建设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效能。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变好，生态文明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群众生态环境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是湖北省生态环保
人的不懈追求。

湖北省是长江径流里程最长的省份。近年来，全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战略思想，努力探索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新路子，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把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摆在
压倒性位置。《湖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专门设置一个章节，谋划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路径，确保“一库清水北送”“一江清水东流”。

根据《规划》，“十四五”期间，全省要继续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长
江保护法》，大力开展湖北省长江高水平保护十大攻坚提升行动，坚持自然
恢复为主、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系统推进长江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
修复，稳步恢复长江生态功能，推进长江经济带、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示范带，绘就绿满长江、水润荆楚的锦绣
画卷。

长江水污染治理是“十四五”的重中之重。全省将加强重点流域水环境
治理，推进湖北省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1+10+N”规划体系实施；加强船舶
水污染物排放监管，推进船舶营运产生的含油污水、残油（油泥）、生活污水、
化学品洗舱水和船舶垃圾等水污染物在船上依法合规分类储存、排放或转
移处置；强化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建立完善长江干流沿线入河排污口及水
污染源清单。2025 年底前建立完善的长江入河排污口监管长效机制。

“禁止在长江干支流岸线 1 公里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
目。”湖北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进一步加强长江生态保护与
修复，“十四五”将深入推进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治绿”，注重稳步提升长
江岸线生态功能，持续开展长江干流岸线保护和利用专项整治。同时，加强
长江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推进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禁捕，禁止在长江流
域开放水域养殖、投放外来物种或者其他非本地物种种质资源。

在推动构建长江生态共同体方面，湖北省将加强长江污染治理联防联
控，完善长江流域省际协商合作机制，提升区域共治能力。深化与湖南、江
西等省的合作交流，协同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水污染治理，打造共抓长江大
保护典范。此外，将健全长江污染应急管理机制，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
跨流域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联动工作机制。

熊争妍

一直以来，湖北省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
问题，如何更好地减污降碳，成为备受关注的
热门话题。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
吕文艳在解读《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时
强调，生态环境保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加快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
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

在“十四五”期间，湖北省将坚持减污降碳
协同、减缓和适应并重，围绕落实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全面推进碳达峰行动，高水平推进碳
市场和低碳试点示范建设，强化气候安全保
障，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应对气候问题，关键在于坚持低碳降碳。
碳达峰，指的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二氧化碳的
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回落。可
以说，碳达峰是实现绿色低碳重要环节。为持
续推进区域碳排放达峰行动，湖北省坚持“分
类指导、梯次推进”的原则，明确达峰路线图，
推进地市开展碳达峰示范，加大减排力度，完
善政策措施，确保 2030 年前梯次有序达峰。
湖北省还将大力推进重点领域行业碳达峰，鼓
励大型国有企业制定碳达峰行动方案、实施碳
减排示范工程。

在推进碳达峰的进程中，碳市场的建设必

不可少，7 月 16 日上午，全国碳市场正式鸣锣
开市，碳交易的“大脑中枢”落户湖北省，为今
后减污降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湖北省将深
入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完善碳市场制度体系，
扩大碳市场覆盖范围，优化碳排放配额分配方
案，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建设，同时创新碳交
易产品和碳金融工具，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努
力将武汉市打造成为全国碳金融中心。

碳达峰的相关工作意义深远，而如何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也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重中
之重。湖北省将建立健全温室气体统计核算
体系，常态化推进省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
制，完善市州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工作机制，
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开展温室气体清单编
制。对于二氧化碳的排放，湖北省将在工业过
程和交通、建筑等领域加大控制力度，大力推
广绿色建筑技术以及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
同时也将加强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
氟化碳、六氟化硫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控制和管理。

此外，湖北省还将积极开展试点示范工
作，推进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建设，拓展低
碳试点示范，并且开展气候投融资、“碳汇+”
交易、碳普惠制等试点，形成中部地区、长江经
济带乃至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为减污
降碳、绿色发展贡献力量。

章单伟

湖北出台生态环境保护湖北出台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十四五””规划规划

以绿色引领高质量发展以绿色引领高质量发展

深入开展碳达峰行动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坚决担起长江大保护重任

湖北省统筹水环境治理、水资源利用 ，持续推进
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图为湖北省环境保护工作人员
开展水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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