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李欣北京报道生态环境部2
月 16 日向媒体通报，2022 年元宵节期间

（元宵节 19时至正月十六 6时），全国空气
质量总体较好；受烟花爆竹燃放影响，我国
部分城市空气质量出现重度污染。

元宵节期间（2 月 15 日 19 时至 16 日
6 时），全国 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
7 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重度污染级别，
未出现严重污染级别。与前一日相比，
重度污染级别城市数量增加 7 个。元宵
节夜间，受烟花爆竹集中燃放影响，部分

城市短时间内 PM2.5浓度出现快速上升
现象。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北京、保定、滨
州、廊坊等 4 个城市空气质量为优，长
治、濮阳、郑州等 21 个城市为良，菏泽、
开封、济宁等 3 个城市为轻度污染。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 PM2.5、PM10 平均浓度
分别为 49 和 70 微克/立方米，与去年
元 宵 节 同 期 相 比 分 别 下 降 57.4% 和
52.4%，未出现城市小时 AQI 达到 500
的情况。截至 16 日 6 时，无城市出现
中度及以上污染。

长三角区域 苏州、宿迁、绍兴等
12 个城市为优，马鞍山、亳州、温州等
20 个城市为良，池州、安庆、六安等 9
个 城 市 为 轻 度 污 染 。 长 三 角 区 域
PM2.5、PM10平均浓度分别为 53 和 74 微
克/立方米，较去年元宵节同期分别上
升 65.6%和 51.0%。

汾渭平原 运城、洛阳、晋中、吕梁
等 4 个城市为良，渭南、三门峡、临汾等
3 个城市为轻度污染，西安、铜川、咸阳
等 3 个城市为中度污染，宝鸡市为重度
污染。其中，宝鸡市为区域内污染最
重城市，PM2.5 和 PM10 平均浓度分别为
199 和 238 微 克/立 方 米 ，AQI 值 达 到
249。汾渭平原 PM2.5、PM10平均浓度分
别为 101 和 130 微克/立方米，较去年
同期分别上升 11.0%和 26.2%。

受烟花爆竹集中燃放影响，自 2 月

15 日 17 时起，全国 339 个城市 PM2.5 小
时平均浓度快速升高，至 23 时达到最
大小时平均浓度 60 微克/立方米。峰
值期间，全国共有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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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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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近八年元宵节期间全国城市空
气质量变化情况来看，2022 年元宵节期
间全国 339 个城市 PM2.5 最大小时平均
浓 度 较 去 年 元 宵 节 最 大 值 下 降 了
11.8%，较近三年（2019-2021 年）最大值
的平均值下降了 18.9%。峰值期间，全
国重污染城市数量较去年减少 22 个，
较近三年平均减少 29个。

2022 年元宵节期间，北京市全域禁
放烟花爆竹，空气质量整体较好，小时
空气质量均为优，PM2.5 小时最大值为
20 微克/立方米，较去年峰值浓度下降
了 87.7%，较近三年平均峰值浓度下降
了 86.4%。与历年同期相比，今年北京
市元宵节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预测，未来五
天，我国大部地区大气扩散条件较好，
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东北大部、华北
中南部、华东北部、两湖地区、陕西关
中、西北东部和川渝地区部分城市可能
出现轻至中度污染，新疆南疆地区受沙
尘天气影响可能出现重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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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环保人自己的故事

节省时间只为高效工作

肩负起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的历史使命
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 孙金龙

巩固成果提高质效稳步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坚持稳中求进，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②

本报评论员

时间：2021 年 11 月
26日
地点：河北省邯郸
市临漳县

生态环境部通报2022年元宵节期间我国城市空气质量状况

全国空气质量总体较好

在“十四五”起步之年，我国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实现 良 好 开 局 。 生 态
环 境 改 善 和 修 复 ，是 一 个 需 要 付 出
长期艰苦努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
就，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既打攻
坚战又打持久战，积小胜为大胜。当
前，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仍面临多重压
力，做好今年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
必须保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工作
总基调。

回首过去的一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中生态环境领域 8 项约束
性指标顺利完成，污染物排放持续下
降，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但也要
清醒地看到，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
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
和不确定，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
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生
态环境系统要自觉把生态环保工作融

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准确把握环境
经济总体形势，更加主动创新生态环
保参与宏观经济治理的方式、手段和
途径，有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努力实
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
共进。

要合理确定年度目标，既要做到
尽力而为，也要做到量力而行。在“十
四五”主要生态环境指标目标确定上，
既坚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又考虑提
质增效，不鼓励设置过高的目标，将工
作重心放在巩固工作成果、提高工作
质效上。以水生态环境治理为例，我
国 水 环 境 理 化 指 标 方 面 的 治 理 成 效
显 著 ，但 也 有 一 些 明 显 短 板 ，“ 十 四
五”要更多考虑“三水”统筹，不一味
追 求 水 环 境 质 量 提 升 ，而 是 把 水 生
态修复作为重要任务，不仅要“清澈
见 底 ”，更 要“ 鱼 翔 浅 底 ”。 同 时 ，充

分 考 虑 自 然 因 素 的 影 响 ，实 事 求 是
地 开 展 水 质 评 价 、考 核 、排 名 ，有 效
指 导 地 方 把 重 点 放 在“ 人努力”推进
环境质量改善上，适时修订相关的考
核评价标准。

要把握好工作节奏，科学把握时
序、节奏和步骤，扎实推进污染防治攻
坚战各项任务，切忌简 单 浮 躁 、贪 功
冒进、层层加码、级级提速。要保持
战 略 定 力 和 耐 心 ，不 能 把 长 期 目 标
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不能把持
久 战 打 成 突 击 战 。 要 科 学 决 策 、审
慎 决 策 ，把 握 好 调 整 政 策 和 推 动 改
革的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
稳 打 ，在 政 策 出 台 前 做 好 判 断 和 评
估 。 要 正 确 认 识 和 把 握 碳 达 峰 碳 中
和 。 实 现 碳 达 峰 碳 中 和 是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内 在 要 求 ，要 坚 定 不 移 推
进，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传统能

源 逐 步 退 出 要 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
靠的替代基础上。

要把握好“稳”和“进”之间的度，
“稳”要有定力 ，“ 进 ”要 有 秩 序 。 要
突出工作重点，抓住关键领域，抓到

“点”上，以点带面，推动全局。要结
合实际，聚焦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
策 部 署 、聚 焦 国 家 重 大 战 略 实 施 中
的 生 态 环 保 要 求 、聚 焦 解 决 好 与 人
民 群 众 生 产 生 活 息 息 相 关 的 生 态 环
境问题，在重点区域、关键指标上实
现 新 突 破 。 持 续 推 进 大 气 、水 、土壤
污 染 防 治 ，着 力 解 决 突 出 生 态 环 境
问题。

面对新形势，生态环境系统要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战略定力，全力
完成新一年各项目标任务，不断开创
生态环境保护新局面。

2021 年 11 月，来自江苏的徐孟和
韩磊参加了监督帮扶工作。工作期
间，他们总是认真做好准备工作，提前
规划好一天的路线，提前研判监督帮
扶企业可能存在的环境违法问题。现
场检查时更是马不停蹄连轴转，不吃
午饭成为工作常态。

大家总是提醒他俩要注意饮食规

律，但他们总说：“不饿，我们早饭吃得
很多，三顿变两顿，既节省时间，又能
高效工作。”

本轮次监督帮扶中，江苏组执法
人员始终保持较高的监督帮扶质量和
效率，力求在有限时间内为监督帮扶
地区提出更多建设性意见。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李青供稿

在我们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要历
史时刻，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
进的重大历史关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胜利召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以下简称《决议》）正当其时，意义重
大。《决议》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必须坚
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推进人民富
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必须深刻领
悟《决议》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
要求，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
量，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
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肩负起新时
代建设美丽中国的历史使命。

一、生态环境保护是党
百年辉煌历史的重要篇章

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
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决议》
全面概括了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创造
的伟大成就，从 13 个方面分领域总结
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重
点概括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原创性思想、
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
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大意义。

生态环境保护是党百年辉煌历史
的重要篇章。回望历史，我们党始终坚
持初心使命，不断深化对人与自然基本
规律的认识，领导人民在正确处理人口
与资源、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等方
面不懈探索，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从
无到有、不断壮大，取得辉煌成就。

20 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同志指示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新中国拉开了治
理淮河的序幕，也开始了对大江大河水
患的根治工作，治理海河工程、荆江分
洪 工 程 、官 厅 水 库 工 程 和 治 理 黄 河
工 程 全 面 开 启 ；同 一 时 期 ，毛 泽 东 同
志 发 出“ 绿 化 祖 国 ”的 伟 大 号 召 。
1956 年，国务院批准建立我国第一个
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
1972 年，我国派团参加联合国人类环
境会议，周恩来同志在听取会议情况汇
报后指示，对环境问题再也不能放任不
管了，应当把它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
来。1973 年 8 月，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
会议召开，确定“全面规划，合理布局，
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
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 32 字环境
保护工作方针。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保护
环境被写入宪法，新中国第一部生态环
境保护单项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实施。1983
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把保护环
境确立为基本国策。1989 年第三次全

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环境影响评价等
“八项管理制度”。20 世纪 90 年代，我
国将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实
施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向环境污染和
生态破坏宣战，启动三河（淮河、海河、
辽河）、三湖（滇池、太湖、巢湖）等重大
污染治理工程，持续推进“三北”防护林
体系、天然林保护等生态保护重大工
程。进入新世纪，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
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和单位 GDP 能
耗下降比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约束性
指标，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在科学发展中
不断创新。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
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
建设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要位
置。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
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坚
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在新
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项；在三大
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战；在到
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目标中，美丽中国是其中一个。在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科学指引下，全党全国推动绿色发展
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美丽中国
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
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主
要体现在“三个前所未有”。

措施之实前所未有。从思想、法
律、体制、组织、作风上全面发力，全方
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推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
线、资源利用 上 线 ，开 展 一 系 列 根 本
性 、开 创 性 、长 远 性 工 作 。 组 织 实 施
主体功能区战略，建立健全自然资源
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
度、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
和 责 任 追 究 制 度 、生 态 补 偿 制 度、河
湖长制、林长制、环境保护“党政同责”
和“一岗双责”等制度，生态文明“四梁
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制修
订 30 多部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相关法
律，生态环境法律体系日趋完善，2014
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被称为“史上最严
格”环保法。

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将绿色发展
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推动形成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
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建立严格
的管控体系，实现一条生态保护红线管
控重要生态空间，确保生态功能不降
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优化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建立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开展大
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强大江大河和重

要湖泊湿地及海岸带生态保护和系统
治理，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将生态环境质
量只能更好、不能变 坏 作 为 底 线 ，着
力 打 赢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深 入 实 施
大 气 、水 、土 壤 污 染 防 治 三 大 行 动 计
划 ，打 好 蓝 天 、碧 水 、净 土 保 卫 战 ，开
展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全 面 禁 止 进
口“ 洋 垃 圾 ”。 开 展 中 央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坚 决 查 处 一 批 破 坏 生 态 环
境 的 重 大 典 型 案 件 、解 决 一 批 人 民
群 众 反 映 强 烈 的 突 出 环 境 问 题 。 积
极 参 与 全 球 环 境 与 气 候 治 理 ，作 出
力 争 2030 年 前 实 现 碳 达 峰 、2060 年
前 实 现 碳 中 和 的 庄 严 承 诺 ，成 功 举
办《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第 十 五 次 缔 约
方 大 会（COP15）第 一 阶 段 会 议 ，推
动 建 立“ 一 带 一 路 ”绿 色 发 展 国 际 联
盟，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成效之显著前所未有。污染防
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圆满完成，生
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人民群众身边的
蓝天白云、清水绿岸显著增多。2016
年至 2020 年 5 年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
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提高 5.8 个百
分点，达到 87%；地表水水质优良断面
比例提高 17.4 个百分点，达到 83.4%；
全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和污染地
块安全利用率双双超过 90%。2020 年，
我国煤炭消费比重降低到 56.8%，清洁
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达 24.3%，光伏、
风能装机容量、发电量均居世界首位。
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单位 GDP 二氧化
碳排放较 2005 年降低约 48.4%，超额完
成下降 40%-45%的目标。森林覆盖率
和 森 林 蓄 积 量 连 续 30 年 保 持“ 双 增
长”，自然保护地面积占全国陆域国土
面积的 18%，初 步 划 定 的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面 积 约 占 陆 域 国 土 面 积 的 25% 以
上 。 2021 年 的 云 南 大 象 北 上 及 返 回
之 旅 ，充 分 展 现 了 我 国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的 成 果 。 我 国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成
就 得 到 国 际 社 会 广 泛 认 可 ，成 为 全
球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重 要 参 与 者 、贡
献 者 、引 领 者 。 塞 罕 坝 林 场 成 功 将
荒 漠 沙地变成生机勃勃的莽莽林场，
浙江大力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
程，建设美丽乡村，均获得联合国“地球
卫士奖”。

二、党领导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决议》全面总结概括了党百年奋
斗的历史经验，深刻阐释了过去党和
人民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党和人民
怎 样 才 能 继 续 成 功 的 根 本 所 在 。 这
些 宝 贵 历 史 经 验 在 党 领导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的探索历程中得到充分体现，

为新时代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重
要启示。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做“两个维护”
的忠诚践行者。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
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从“两个文明”到

“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今天的
“五位一体”，生态文明建设在党的领导
下不断发展进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
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走到哪里就把对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切和叮嘱
讲到哪里，反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天蓝、
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性成就的取
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
舵，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的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真理力量。必须站在拥护“两个确
立”、践行“两个维护”的高度，增强做好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胸怀“国之大者”，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关
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决
策部署落到实处。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做满足人民群
众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不懈奋斗者。
从 1972 年北京官厅水库发生水污染事
件后实施我国第一项治污工程，到 20
世纪 90 年代全面开展“三河”、“三湖”
水污染防治，到 21 世纪初大力推进主
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我国污染防治力度
持续加大，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
产生活环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坚决向污染宣战，全面推进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解决了一大批关系民生的
突出环境问题，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厚植了全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的 绿 色 底 色 和 质 量 成
色。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从量变到质变
的拐点还没有到来，生态环境同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相比，同建设美丽
中国的目标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必须
牢记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
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更多优质生
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
生态环境需要。

始终坚持理论创新，做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坚定信仰者。从毛泽东同
志要求保护生态 环 境 、提 高 资 源 使 用
效 益 ，到 邓 小 平 同 志 强 调 走 人 与 自
然 协 调 发 展 的 道 路 ，从 江 泽 民 同 志
提 出 在 现 代 化 建 设 中 必 须 实施可持
续发展战略，到胡锦涛同志要求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我们党对生态环境保护
的认识和理念不断深化。（下转二版）

本报记者李欣北京报道 2 月 15 日，中国环境监测总
站联合中央气象台、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东
北、华南、西南、西北、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
和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开展 2022 年 2 月下半月

（16-28日）全国空气质量预报会商。
2 月下半月，全国大部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以优

良为主。其中，东北大部、华北中南部、华东中北部和西
北局地可能出现轻至中度污染过程，西北局地受沙尘天
气影响可能出现重度污染。首要污染物为 PM2.5或 PM10。

京津冀及周边区域：2 月下半月，区域北部空气质量
以优良为主；中南部以轻至中度污染为主，首要污染物为
PM2.5。其中，16 日，中南部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山西中
南 部 、山 东 西 部 和 河 南 大 部 可 能 出 现 中 度 污 染 过 程 ；
17-18 日 ，河 南 南 部 以 良 至 轻 度 污 染 为 主 ；19-20 日 、
27-28 日，区域大部以优良为主；21-24 日，中南部以良至
轻度污染为主，山东西部、河南中北部局地可能出现中度
污染过程。

北京市：2 月下半月，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个别时
段可能出现良至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长三角区域：2 月下半月，区域南部空气质量以良为
主；中北部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局部可能出现中度污染
过程，首要污染物为 PM2.5。其中，16-18 日，区域大部以
优良为主；22-23 日，区域大部以优良为主，北部局地可
能出现轻度污染过程；26-28 日，区域大部以良为主，北
部局地可能出现轻度污染过程。

苏皖鲁豫区域：2 月下半月，区域大部空气质量以良
至轻度污染为主，首要污染物为 PM2.5。其中，18 日，局地
可能出现中度污染过程；23-26 日，区域大部以轻至中度
污染为主，局地可能出现短时重度污染过程。

汾渭平原：2 月下半月，区域大部空气质量以良至轻
度污染为主，首要污染物均为 PM2.5 或 PM10。 其 中 ，16
日 ，陕 西 关 中 中 西 部 以 中 度 污 染 为 主 ，局 地 可 能 出 现
重度污染过程；17-18 日、24-25 日、28 日，局地可能出
现短时中度污染过程；26-27 日，区域大部以轻至中度污
染为主。

东北区域：2 月下半月，区域大部空气质量以良至轻
度污染为主，首要污染物为 PM2.5。其中，16 日、20-23
日，区域大部以优良为主；18 日，黑龙江南部及辽宁中西
部局地可能出现中度污染过程；24-26 日，黑龙江南部局
地可能出现中度污染过程；26-28 日，辽宁中西部局地可
能出现中度污染过程。

华南区域：2 月下半月，区域大部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其中，16 日，湖北中部
和湖南北部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19-20 日，湖南中北部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
23-24 日，湖北中东部和湖南中北部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25-26 日，广西大部和湖
南中北部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首要污染物均为 PM2.5。

西南区域：2 月下半月，区域大部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其中，16 日、23-24 日、
28日，成渝城市群局地可能出现轻度污染过程。首要污染物均为 PM2.5。

西北区域：2 月下半月，区域大部空气质量以良为主，局地可能出现轻度污染
过程，首要污染物为 PM2.5或 PM10。其中，16 日，陕西关中中西部以中度污染为主，
局部可能出现重度污染过程；18-20 日，新疆南疆地区受沙尘天气影响，可能出现
中至重度污染过程；20-25 日，新疆天山北坡地区可能出现中至重度污染过程；
21-22 日，新疆南疆地区受沙尘天气影响，可能出现轻至中度污染过程；26-28 日，
陕西关中地区可能出现中度污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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