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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欣北京报道 生态环境部 2 月 1 日
向媒体通报，2022 年春节期间（除夕 19 时至正月
初一 6 时），全国空气质量总体较好；受烟花爆竹
燃放影响，我国东北、长三角、中部以及新疆等区
域部分城市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

除夕至初一期间（1 月 31 日 19 时至 2 月 1 日 6
时），全国 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 29 个城市
空气质量达到重度及以上污染级别，其中 9 个城
市达到严重污染级别。与前一日相比，重度污染、
严重污染级别城市数量分别增加 14 个和 7 个，烟
花爆竹燃放对城市空气质量影响明显。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北京、天津、廊坊等 14 个
城市空气质量为优，石家庄、邢台、太原等 14 个城
市为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PM2.5、PM10平均浓度
分别为 26 微克/立方米、52 微克/立方米，与去年
春节同期相比分别下降 79.5%和 67.3%。

长三角区域 南通、泰州、六安、淮南、常州、台
州、阜阳和扬州市等 8 个城市为重度污染，芜湖、
嘉兴和宣城市等 9 个城市为中度污染，绍兴、杭州
和南京市等 17 个城市为轻度污染，淮安、温州和
黄山市等 7 个城市为优良。其中，泰州市为区域
内污染最重城市，AQI 值达到 263，PM2.5、PM10 平
均浓度分别为 213 微克/立方米、270 微克/立方
米，截至初一 6 时，泰州市共出现 9 个小时的重度
及以上污染。长三角区域 PM2.5、PM10平均浓度分
别为 116 微克/立方米、153 微克/立方米，与去年
春节同期相比分别上升 141.7%、159.3%。

汾渭平原 渭南、西安和咸阳市等 3 个城市为
轻度污染，运城、宝鸡和铜川市等 6 个城市为良，
晋中和吕梁市为优。其中，渭南市为区域内污染
最重城市，PM2.5、PM10平均浓度分别为 75 微克/立
方米、186 微克/立方米，AQI 值达到 118。汾渭平
原 PM2.5、PM10 平均浓度分别为 49 微克/立方米、
102 微克/立方米，与去年春节同期相比分别下降
73.4%、54.7%。

受烟花爆竹集中燃放影响，1 月 31 日 19 时至
2 月 1 日 2 时，全国城市 PM2.5 小时浓度快速升高。
1 日 2 时，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小时平均浓
度达到 99 微克/立方米，全国共有 57 个城市 PM2.5

小时平均浓度大于 150 微克/立方米，达到重度及
以上污染，其中 22 个城市 PM2.5 小时平均浓度大
于 250微克/立方米，达到严重污染。

从近八年除夕夜间全国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变
化情况来看，2022 年除夕夜间全国 339 个城市空
气质量较去年同期改善明显，PM2.5最大小时平均
浓 度 较 去 年 除 夕 夜 间 下 降 22.7% ，较 近 三 年

（2019-2021 年）平均下降 25.0%。峰值期间全国
重污染城市数量较去年减少 29 个，较近三年平均
减少 38个。

2022 年春节期间，北京市由于烟花爆竹全域
禁放及冷空气影响，空气质量较近三年春节期间
相比改善显著，期间 PM2.5最大值浓度为 6 微克/立
方米，较去年同期下降 97.9%（去年同期峰值为
289 微克/立方米），较近三年平均峰值浓度下降
97.3%，小时空气质量均达到了优良。

根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组分网观测结果，除
夕夜间多个城市 PM2.5 组分中指示烟花爆竹燃放
的特征组分浓度上升显著，包括钾离子、氯离子、
镁离子、钙离子等，菏泽、天津、衡水、开封、阳泉和
济宁等城市相关特征组分浓度上升尤为突出；北
京未观测到明显的烟花爆竹燃放影响。

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预报，2 月 2-4 日，我国
受降水过程影响，大气扩散和清除条件整体有利，
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华东局地、华北中南部、新
疆天山北坡可能出现中至重度污染。具体情况
如下：

2 月 2-4 日，华南大部、西南大部、华北北部
和东北大部以优良为主，华北中南部、华东中北
部、西北大部、湖南中部、湖北、成都平原、川南和
川东北局部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冀鲁豫交界处、
华东局地、陕西关中、陕南、新疆南疆及天山北坡
可能出现中度污染，华东局地短时重度。东北大
部优良，黑龙江南部、吉林大部、辽宁中部以良至
轻度污染为主，吉林中部可能出现中度污染。首
要污染物主要为 PM2.5。春节期间受烟花爆竹集
中燃放影响，空气质量污染等级可能在预报基础
上增加 1-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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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欣北京报道 生态环
境部 1 月 31 日向媒体通报了 2021 年
12 月和 1-12 月全国地表水、环境空
气质量状况。

地表水

（一）总体情况
12 月，3641 个国家地表水考核

断面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
例为 89.1%，同比上升 4.3 个百分点；
劣Ⅴ类断面比例为 1.0%，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
需氧量、总磷和高锰酸盐指数。

1-12 月，3641 个国家地表水考
核断面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
比 例 为 84.9% ，与 2020 年 相 比 上 升
1.5 个 百 分 点 ；劣 Ⅴ 类 断 面 比 例 为
1.2% ，均 达 到 2021 年 水 质 目 标 要
求。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高
锰酸盐指数和总磷。

（二）主要江河水质状况
12 月 ，长 江 、黄 河 、珠 江 、松 花

江、淮河、海河、辽河等七大流域及西
北诸河、西南诸河和浙闽片河流水质
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为 90.7%，
同比上升 3.6 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
比 例 为 0.8% ，同 比 下 降 1.3 个 百 分
点。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
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其中，西北
和 西 南 诸 河 、长 江 流 域 、浙 闽 片 河
流 和 珠 江 流 域 水 质 为 优 ；黄 河 、辽
河 、淮 河 、松 花 江 和 海 河 流 域 水 质
良好。

1-12 月，长江、黄河、珠江、松花
江、淮河、海河、辽河等七大流域及西
北诸河、西南诸河和浙闽片河流水质
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为 87.0%，
同比上升 2.1 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
比 例 为 0.9% ，同 比 下 降 0.8 个 百 分
点。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高
锰酸盐指数和总磷。其中，长江流
域、西北和西南诸河、浙闽片河流和
珠江流域水质为优；黄河、辽河和淮
河流域水质良好；松花江和海河流域
为轻度污染。

（三）重点湖（库）水质状况及营
养状态

12 月，监测的 195 个重点湖（库）
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湖库个数占
比 80.0%，同比上升 4.0 个百分点；劣
Ⅴ类水质湖库个数占比 4.6%，同比
下降 0.3 个百分点。主要污染指标为
总磷、化学需氧量和氟化物。173 个
监测营养状态的湖（库）中，中度富营
养 5 个，占 2.9%；轻度富营养 32 个，
占 18.5%；其余湖（库）为中营养或贫
营养状态。其中，太湖和巢湖均为轻
度污染、轻度富营养，主要污染指标
为总磷；滇池为轻度污染、轻度富营
养，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丹
江口水库和洱海水质均良好、中营
养；白洋淀水质为优、中营养。与去
年同期相比，巢湖和白洋淀水质均有
所好转，丹江口水库和洱海水质均有
所下降，太湖和滇池水质均无明显变
化；滇池营养状态有所好转，太湖、巢
湖、丹江口水库、洱海和白洋淀营养
状态均无明显变化。

1-12 月 ，监 测 的 210 个 重 点 湖
（库）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湖库个
数占比 72.9%，同比下降 0.9 个百分
点；劣Ⅴ类水质湖库个数占比 5.2%，
同比持平。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化
学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209 个
监测营养状态的湖（库）中，中度富营
养的 9 个，占 4.3%；轻度富营养的 48
个，占 23.0%；其余湖（库）为中营养
或贫营养状态。其中，太湖为轻度污
染、轻度富营养，主要污染指标为总
磷；巢湖为轻度污染、中度富营养，主
要污染指标为总磷；滇池为轻度污
染、中度富营养，主要污染指标为化
学需氧量、总磷和高锰酸盐指数；丹
江口水库和洱海水质均为优、中营
养；白洋淀水质良好、中营养。与去
年同期相比，白洋淀水质有所好转，
太湖、巢湖、滇池、丹江口水库和洱海
水质均无明显变化；白洋淀营养状态
有所好转，巢湖营养状态有所下降，
太湖、滇池、丹江口水库和洱海营养
状态均无明显变化。

（四）地级及以上城市国家地表
水考核断面排名

1-12 月，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中，柳州、嘉峪关和桂林等 30 个城市
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相
对较好（从第 1 名至第 30 名），临汾、
吕梁和商丘等 30 个城市国家地表水
考核断面水环境 质 量 相 对 较 差（从
倒数第 1 名至倒数第 30 名）；铜川、
榆 林 和 鄂 尔 多 斯 等 30 个城市国家
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变化情
况相对较好（从第 1 名至第 30 名），包
头、拉萨和大兴安岭等 30 个城市国
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变化
情况相对较差（从倒数第 1 名至倒数
第 30名）。

环境空气

（一）总体情况
12 月，全国 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 平 均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86.4%，同比上升 8.6 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为 45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
降 15.1%；PM10 平均浓度为 71 微克/
立方米，同比下降 10.1%；O3 平均浓
度 为 83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上 升
12.2%；SO2 平均浓度为 11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 15.4%；NO2 平均浓度
为 34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5.6%；
CO 平均浓度为 1.2 毫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 14.3%。

1-12 月，全国 339 个地级及以上
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7.5%，同
比上升 0.5 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
为 30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9.1%；
PM10 平均浓度为 54 微克/立方米，同
比 下 降 3.6%；O3 平 均 浓 度 为 137 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0.7%；SO2 平均
浓 度 为 9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10.0%；NO2 平 均 浓 度 为 23 微 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 4.2%；CO 平均浓度
为 1.1毫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8.3%。

（二）重点区域
12 月 ，京 津 冀 及 周 边 地 区“2+

26”城 市 平 均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79.1% ，同 比 上 升 26.2 个 百 分 点 ；
PM2.5浓度为 54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
降 29.9%。1-12 月，平均优良天数比
例为 67.2%，同比上升 4.7 个百分点；
PM2.5浓度为 43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
降 18.9%。

北 京 市 12 月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96.8%，同比下降 3.2 个百分点；PM2.5

浓 度 为 27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3.6% 。 1-12 月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78.9%，同比上升 2.1 个百分点；PM2.5

浓 度 为 33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5.7%。

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 12 月平均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81.4% ，同 比 上 升
15.0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52 微克/
立方米，同比下降 18.8%。1-12 月，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6.7%，同比上
升 1.6 个 百 分 点 ；PM2.5 浓 度 为 31 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1.4%。

汾渭平原 11 个城市 12 月平均优
良天数比例为 71.9%，同比上升 17.1
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 62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 16.2%。1-12 月，平均
优良天数比例为 70.2%，同比上升 0.4
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 42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 16.0%。

（三）重点城市排名
12 月，168 个重点城市中，拉萨、

张家口和海口等 20 个城市空气质量
相对较好（从第 1 名至第 20 名）；运
城、兰州和咸阳市等 20 个城市空气
质量相对较差（从倒数第 1 名至倒数
第 20名）。

1-12 月，168 个重点城市中，海
口、拉萨和黄山市等 20 个城市空气
质量相对较好（从第 1 名至第 20 名）；
临汾、太原和鹤壁市等城市空 气 质
量 相 对 较 差（从 倒 数 第 1 名 至 并 列
倒 数 第 20 名）。 包 头 、邯 郸 和 长 治
市 等 城 市 空 气 质 量 变 化 情 况 相 对
较 好（从 第 1 名 至 第 20 名）；佛 山 、
湘 潭 和 武 汉 等 20 个 城 市 空 气 质 量
变化情况相对较差（从倒数第 1 名至
倒数第 20名）。

相关表格见今日四版、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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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水质优良断面比例同比上升，PM2.5同比下降

本报讯 近日，生态环境部会同
农业农村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
利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等部门联合印
发《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
案（2021-2025 年）》（以下简称《行动
方案》）。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就

《行动方案》出台背景、总体要求、主
要内容等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介绍一下《行动方案》的出
台背景。

答：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
（以下简称攻坚战）是“十四五”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标志性战役
之一，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举措，对于推动农业农村绿色低碳
发展、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加强农
村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十三五”以来，生态环境部联合
农业农村部等部门，组织各地深入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断推进农
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特别是
2018 年启动实施《农业农村污染治
理攻坚战行动计划》以来，已完成各
项重点任务预期目标，取得阶段性
进展。

但是，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是生态
环境保护和“三农”工作的薄弱领域，
治理形势依然严峻，总体上仍然处于
爬坡过坎、不进则退的阶段，还有很
多硬骨头需要啃。农村环境整治成
效亟待巩固提升，全国尚有 2/3 的行
政村没有达到环境整治要求，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率仅为 25.5%，农村黑臭
水体治理刚刚起步。农业面源污染
物排放仍处高位，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亟须夯实，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水平有
待提升、水产养殖尾水治理基础薄
弱，依法治污、科学治污、精准治污的
水平还不高，与人民群众的美好期盼
以及 2035 年建成美丽中国目标还有
较大差距。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
案（2021-2025 年）》，在 总 结“ 十 三
五”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成效和
经验的基础上，生态环境部会同农业
农村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等部门制定了本行
动方案。

问：制定《行动方案》的总体思路
是什么？

答：《行动方案》立足“三农”实际
和发展需求，聚焦薄弱领域、重点区
域，明确“十四五”期间攻坚战总体要
求、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加强监督
指导，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工作，
确保取得实效。突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贯彻党中央关于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决策部署，制
定路线图和进度表。《行动方案》认真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钉钉子精
神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接续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重要指示精神，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紧
盯近期、兼顾长远，围绕农业农村生
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针对主要瓶颈
环节，制定具体措施和时限要求，确
保可实施、可考核、可见效。

二是聚焦农业农村突出环境问
题，加大攻坚力度。以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出发点，坚持突
出重点、分段推进，加快解决农村生
活污水垃圾、黑臭水体、化肥农药、废
弃农膜、养殖业污染等 5 个方面的突
出环境问题，提升治理成效。

三是充分衔接相关规划，强化协
同联动。加强与《“十四五”全国农业
绿色发展规划》《“十四五”土壤、地下
水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相关
规划协同联动，调动各部门力量，融
入各领域工作，深入推进农村环境整
治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问：《行动方案》明确了哪些具体
目标指标？

答：《行动方案》在总结评估“十

三五”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 坚 战 成
效的基础上，围绕落实“十四五”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目 标 和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兴的总要求，针对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和农业面源污染突出短板，着
力攻坚。预计到 2025 年，农村环境
整治水平显著提升，农业面源污染
得到初步管控，农村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

《行动方案》设置了以 下 6 类 具
体指标。到 2025 年，新增完成 8 万
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
治 理 率 达 到 40%；基 本 消 除 较 大 面
积农村黑臭水体；化肥农药使用量
持 续 减 少 ，主 要 农 作 物 化 肥 、农 药
利 用 率 均 达 到 43%；农 膜 回 收 率 达
到 85%；畜 禽 粪 污 综 合 利 用 率 达 到
80%以上。

问：为实现上述目标，《行动方
案》提出了哪些主要任务？

答：《行动方案》从农村生活污水
垃圾治理、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化肥
农药减量增效、农膜回收行动、养殖
业污染防治等 5 个方面，明确持续打
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重点任
务安排。

一是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垃
圾治理。提升农村环境整治成效和
覆盖水平，强化县域统筹，突出重点
村庄，分区分类治理生活污水；对非
正常运行的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有序
整改；加强农村改厕与污水治理衔
接，推进粪污分散处理、集中处理与
纳入污水管网统一处理。健全农村
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因地制宜推
进无害化处理，完善日常巡检机制；
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加强与农村
农业废弃物协同处理利用。

二是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整治。
将农村黑臭水体整治与生活污水、垃
圾、种植、养殖等污染统筹治理。优
先整治面积较大、群众反映强烈的水
体。落实河长制湖长制，推进水体有
效治理和管护。开展典型地区农村
黑臭水体整治试点示范。

三是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
动。实施精准施肥，分区域、分作物
制定化肥施用限量标准和减量方案，
依法落实化肥使用总量控制，推动有
机肥替代化肥和测土配方施肥。推

广应用高效低风险农药，淘汰高毒农
药，推进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及统
防统治。

四是深入实施农膜回收行动。
落实严格的农膜管理制度，全面加强
市场监管，建立健全废旧农膜回收网
络体系，推进农膜回收重点县建设，
对农田地膜残留开展常态化制度化
监测评估。

五是加强养殖业污染防治。推
动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
备提档升级，整县推进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完善畜禽粪肥限量标准；强
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监管，组织各地
编制实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制
修订地方排放标准。水产养殖大省
制定出台污染物排放标准，规范设置
工厂化水产养殖尾水排污口；发展水
产生态健康养殖，推进养殖尾水节水
减排。

问：如何保障《行动方案》目标任
务得到有效落实？

答：为完成攻坚战目标任务，《行
动方案》提出 4个方面的保障措施。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生态环境
部联合农业农村部、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水利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等部门，
协同推进攻坚战。地方制定实施方
案，定期报送目标任务进展情况。

二是强化政策保障。落实农业
农村污染治理地方财政事权。发挥
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等政策引导
作用。各地建立长效机制，对农村改
厕 、污 水 和 垃 圾 等 设 施 一 体 化 管
护 。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建 设
用地，按照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优先
列入建设用地计划，依法落实用地
审 批 。 鼓 励 各 地 大 力 发 展 农 业 农
村绿色金融。

三是强化监测监控。推进农村
环境质量监测点位区县级全覆盖，加
强农村黑臭水体动态排查，推进农业
面源污染监测网建设，强化农业农村
生态环境监管信息化建设。

四是强化监督考核。健全农村
环境整治成效评估机制，开展污染治
理设施运行情况抽查，将农村黑臭水
体整治情况纳入强化监督。将农业
农村污染治理突出问题纳入中央和
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范畴。

深入推进农村环境整治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就《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2021-2025 年）》答记者问

政策解读

上接一版

坚持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美丽中
国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
的事业。要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
则的生态文化体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观，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
方式，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每一个人的
自觉行动。

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
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是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必须同舟共
济、共同努力，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
生态体系，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
样性，建设清洁美丽世界，构建地球生命共
同体。

加快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
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
变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指导，按照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要求，保持战略定力，以生态环境
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
生活，让绿色成为美丽中国最鲜明、最厚
重、最坚实的底色。

更加自觉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下功夫，
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
真理性、时代性和实践性，系统掌握贯穿其
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切实用以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提高
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政治能
力、战略眼光和专业水平，勇做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践行者、不懈

奋斗者。
更加自觉推动发展与保护协同共进。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经济发展、
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积极推出有利
于经济稳定的政策。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
护的引领、优化和倒逼作用，推动建立健全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统筹推进
区域绿色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
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空间格局。

更加自觉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精准治污、
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为工作方针，统筹污染
治理、生态保护、应 对 气 候 变 化 ，保 持 力
度、延 伸 深 度、拓 宽 广 度 ，以 更 高 标 准 打
好 蓝 天 、碧 水 、净 土 保卫战，推动污染防
治在重点区域、重要领域、关键指标上实现
新突破。

更加自觉建立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
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环
境治理的领导责任体系、企业责任体系、全
民行动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信用体
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构建党委领导、政
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
与的“大环保”格局。

更加自觉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多边主义，
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切实履行气候变
化、生物多样性等环境公约，大力推进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作出中国贡献。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上，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指导，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
求进，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
保护，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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