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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美丽浙江与美好生活“美美与共”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方敏谈五年履职感受

民进中央建议：

开展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

◆本报记者牛秋鹏 朱智翔

“这五年的履职，感受比较深的是生态
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
法律监督力度空前。同时，人民群众对良好
生态环境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全国人大
代表、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方敏在谈到自
己五年履职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
体会时表示。

“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入推进，人民群
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浙江均作出了贡
献，给出了回应。”方敏用“环境更美”“改革
创新”“共富大美”“生态品牌”4 个关键词来
总结浙江“十四五”开局之年的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

实现环境更美

“十四五”开局之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
高位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地表水、近岸海域

水质优良率创历史新高。
“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连续 10 年提升，

环境信访总量连续 6 年下降，生态环境普惠
度进一步提升。”方敏表示。

突出科学治气。实施 PM2.5 和臭氧“双
控双减”，完成工业废气治理项目 1460 个，淘
汰 国 三 及 以 下 排 放 标 准 的 营 运 柴 油 货 车
1.13 万辆，宁波市、桐庐县等 13 个县级及以
上城市获评第三批清新空气示范区。

突出精准治水。实施深化“五水共治”
碧水行动，坚持问题导向，实行标本兼治，建
成 44 个重点工业园区（工业集聚区）、218 个
镇（街 道）、1106 个 生 活 小 区“ 污 水 零 直 排
区”，修复河湖生态缓冲带 180 公里，推进 13
个水生态环境示范试点县建设，开展入海河
流氮磷减排、排海污染源规范整治、沿岸生
态修复扩容三大行动 ，入海排污口在线监
测达标率为 99%。

突出依法治土。出台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一件事”改革方案和管

理办法，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保持 100%。
突出全域治废。发布全国首个“无废指

数”，创建“无废工厂”12 个、“无废载体”684
个、“无废城市细胞”1755 个，新增危险废物
集中利用处置能力 62.4 万吨/年，建成 94 个
小微产废企业危险废物集中统一收运平台，
实现县域全覆盖，惠及企业 6.1万家。

推动改革创新

过去五年，方敏共提出了十余项建议和
议案，涉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河长制立法、
机动车尾气检测、水生态修复与保护、再生
资源回收利用、碳达峰碳中和及应对气候变
化等方面，其中一些已被吸收转化为法律法
规和改革举措。

“我在 2020 年全国两会上建议优化机动
车尾气排放年检制度，已经在浙江率先转化
为车检‘一件事’集成改革的成果，小微型非
营运客车尾气 6 年免检延长至 10 年，每年有

300多万车主享受改革的红利。”方敏说。
车检“一件事”集成改革只是浙江 2021

年生态环境领域众多改革创新中的一项。
2021 年，浙江以数字变革激发环境治理新动
能，打造“生态环境在线”综合集成应用，7 个
场景实现贯通应用，被生态环境部列为全国

“无废城市”数字化改革试点省。率先建立
重点企业碳账户、全面推行重点行业碳排放
评价，体系化推进低（零）碳试点示范。

此外，为深化推进环境准入制度改革，
浙江还实施了建设项目“多评合一”改革，对
同一建设项目涉及多个审批事项的，纳入一
个环评文件，出具一个批复。开展小微企业

“打捆”审批试点，对园区内同一类型的小微
企业项目，统一提出污染防治要求，不重复
开展环评审批。扩大“区域环评+环境标准”
改革覆盖面。推动实现企业省内环评审批

“零跑”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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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玮

站在新起点上，2021 年全国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专项整治行动

（以下简称专项整治）再次取得显著
成效。以自动监控为驱动，通过监
管新政在行业构建起的现代环境治
理体系的高效运转，使得全国垃圾
焚烧发电厂（以下简称焚烧厂）在数
量增幅创历史新高、监管难度增大
的情况下，行业整体环境管理水平
进一步提升，行业整体达标排放态
势稳中更优。

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究竟是
如何做到的？记者近日采访了相关
的监管部门、行业协会以及焚烧厂，
一探究竟。

专项整治改变了企业
改变了行业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
法局了解到，2021 年，全国焚烧厂
数 量 从 505 家 增 至 678 家 ，增 幅
34%，创历史新高；生活垃圾焚烧能
力从年初的 59 万吨/天增长至 73 万
吨/天，增幅 24%。

要知道，2012 年，全国焚烧厂
的数量只有 138 家，日焚烧量仅为
12.3万吨。

行业飞速发展的背后，是监管
压力的陡然加大。生态环境部在

“十三五”时期对垃圾焚烧发电行业
开展了专项整治，不仅顶住了压力，
还取得了显著的环境效益、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也保障了群众切身
利益。

“十四五”开局之年，生态环境
部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展广度，
深入开展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排
放专项整治，有力促进了行业高速
高质量发展。

全行业工况稳定性稳步提高。
与 2020 年相比，2021 年焚烧厂焚烧
炉 平 均 年 可 利 用 小 时 数 已 超 过
8000 小时，也就是除现行规定允许
的特殊情况和计划内检修外，多数
焚烧炉基本可全年稳定运行；平均
每家焚烧厂启炉、停炉、故障和事故

标记总时长由 19.1 小时下降至 18 小时，故障事故处理超时
（限时 4 小时）焚烧厂从 9 家次下降至 1 家次，烘炉和停炉降温
时长从 73.4 小时下降至 60.4 小时。垃圾燃烧更加彻底，一氧
化碳日均排放浓度从 9.8mg/m3降至 8.5mg/m3。

短期超标现象继续减少。2021 年，焚烧厂二噁英排放执
法监测抽测达标率为 98%，继续保持稳定达标排放。五项污
染物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自动监测日均值达标
率均在 99%以上，颗粒物和氯化氢达标率为 100%；炉温日均
值达标率为 100%；从小时数据看，污染物小时均值全年达标
的焚烧厂比例从 2020 年的 60%提升至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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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南省海口市江东新区迈雅河区域有序实施生态修复工程，通过退堤还河、退塘还湿，如今，这
里的生物多样性得以恢复，已成为白鹭、池鹭等鸟类的栖息地。

人民图片网供图

◆本报记者肖琪

针对当前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
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所面临的问题，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民进中央提出加
强协同治理政策框架和治理体系建
设，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等
建议。

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
性 是 全 球 两 大 热 点 和 难 点 环 境 问
题。目前，面对两大挑战，要推进协
同治理，还存在部门间统筹机制有
待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
多 样 性 的 治 理 体 系 和 治 理 能 力 亟
待提高，协同治理政策研究不充分
等问题。

对此，民进中央建议，首先，要坚
持中央统筹，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和保
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推进的国家战略
和行动指南。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为引领，加大力度降低碳排
放总量，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进
一步加强气候变化的适应工作。

其次，要将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
“双碳”目标相融合，制定有利于大规
模 发 展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混 合 用 地 政
策 ，给 未 来 发 展 新 能 源 、保 护 生 物
多样性、提高生态系统碳汇及增强
气 候 变 化 适 应 能 力 以 更 多 的 生 态
空 间 ，促 进 生 物 质 能 的 保 护 、开 发
与 利 用 ，确 保降碳、增汇、适应与保
护生物多样性协同增效。

再次，要构建可持续的贸易、投
资与国际合作体系，统筹国内国际可
持续发展政策，降低协同治理成本。
构建多元气候合作的对话机制与治
理体系，推动全球碳中和进程。

最后，要加强生态系统修复应对
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协同
效应研究。发展“自然向好”型经济，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系统的
完整性。通过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研究，寻找提高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
性、增加碳汇能力的方法，实现应对
气 候 变 化 与 保 护 生 物 多 样 性 协 同
增效。

◆本报记者肖琪

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的雅鲁藏
布江中下游区域有举世罕见的自然
景观，是东喜马拉雅全球生物多样性
热点地区的核心，拥有世界级独特的
生态价值。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赵进东建
议，加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地区生物
多样性保护，加快推进雅鲁藏布国家
公园建设。

据了解，雅鲁藏布区域生物多样
性极为丰富。这里孕育了从热带到
寒带几乎所有的陆生植被类型，被誉
为“天然植被博物馆”，是我国乃 至
全 世 界 有 蹄 类 与 食 肉 类 动 物 类 群
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生活着包
括 虎 、豹 、赤 斑 羚 、豺 等 濒 危 物 种 。
此外，这里还是我国唯一确认的孟
加拉虎栖息地。

“尽快建立雅鲁藏布国家公园，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将充分
展示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上的决心以及成果，使之成
为深入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
的重要窗口。”赵进东表示。

对此，他建议提升雅鲁藏布国家
公 园 在《国 家 公 园 总 体 布 局 方 案》

“十四五”规划中的优先级，将其列为
青藏高原区域的最优先项目，以及

《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
工程总体规划》的“十四五”建设优先
内容。

此外，为确保这一区域不可替代
的生物多样性及自然景观的完整性
和原真性，特别是旗舰物种孟加拉
虎、巨柏、云豹、棕颈犀鸟等的栖息地
与种群的连通性，赵进东建议在充分
调查了解区域内生物多样性和社会
经济本底信息的基础上，科学划定国
家公园边界和区划。

具体而言，以现有雅鲁藏布江大
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察隅慈巴沟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尼雅国家湿地公
园等保护地为基础连片扩展。范围
包括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的墨脱县全
境、波密县境内的帕隆藏布江以南与
易贡藏布江流域等以及米林县、朗
县、林芝县部分区域，面积近 4 万平
方公里。

赵进东还强调，雅鲁藏布江流域
相关的人类活动以及发展建设，要遵
循保护优先的原则，实现最严格的保
护，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

“对流域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和项目
需进行严谨的生物多样性和环境影
响评价，科学评估其对项目区和整个
区域的综合影响，切实保护好地球第
三极的生态安全和边境地区的国家
安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赵进东建议：

加快推动雅鲁藏布国家公园建设

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
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10 日上午在
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号召，人民政协
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奋发进取，勇毅前
行，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共二十大胜利召
开，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全
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刘奇葆、帕巴拉·
格列朗杰、万钢、何厚铧、卢展工、马飚、
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李斌、巴特尔、
汪永清、何立峰、苏辉、郑建邦、辜胜阻、
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在主席台前
排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
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上午 9 时，闭幕会开始。汪洋宣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
员会第五次会议应出席委员 2157 人，实
到 1969 人，符合规定人数。

会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
会第五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的决议、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
次会议关于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以来提
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三届
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三届
五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政协第
十 三 届 全 国 委 员 会 第 五 次 会 议 政 治
决议。

汪洋在讲话中说，这次会议广泛汇
聚正能量，开出满满精气神，是一次高举
旗帜、民主团结、求真务实、简约高效的
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出
席大会开幕会和闭幕会，深入界别小组
听取意见，与委员共商国是。全体委员
认 真 讨 论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和 其 他 报 告 ，
审 议 全 国 政 协 常 委 会 工 作 报 告 等 文
件 ，围 绕 党 和 国 家 中 心 工 作 深 入 协 商
议 政 。 委 员 们 一 致 表 示 ，要 深 刻 领 悟

“ 两 个 确 立 ”的 决 定 性 意 义 ，深 刻 认 识
新 时代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
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切实增强“两个
维护”的政治自觉。要把迎接中共二十
大、学习宣传贯彻二十大精神作为今年
重大政治任务，在思想引领上求实效、在
协商建言上出成果、在服务大局上有作
为，为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

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贡
献政协力量。

汪洋强调，今年是十三届全国政协
履职的最后一年。在本届政协第一次会
议闭幕会上，我们提出要准确把握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政治组织赋予我
们的责任，强调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必
须以人民为中心履职尽责、必须求真务
实提高协商能力水平。四年来，我们认
真践行这些工作原则和理念，增强了政
治能力、为民情怀和协商本领。在新征
程上，践行这些原则和理念必须一以贯
之 、做 得 更 好 。 要 不 断 增 强 政 治 判 断
力 、政 治 领 悟 力 、政 治 执 行 力 ，自 觉 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 核 心 的 中 共 中 央 保 持 高 度 一 致 ，切
实担负起把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
民 政 协 工 作 的 要 求 落 实 下 去 、把 海 内
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
治责任。要坚持履职为民，深入实际察
民情，献计出力解民忧，春风化雨聚民
心，倾听人民呼声，反映人民诉求，集中
人民智慧，紧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议政建言，把委员作业写在中华大地
上、写到界别群众的认可里。要进一步
提高协商质量、健全协商制度、培育协商

文化，注意总结新鲜经验和做法，不断丰
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的制度化实践，真正做到遇到问题多协
商、双向互动会协商、坦诚相见真协商、
充分交流深协商。

汪洋强调，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
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高举理想信念之旗，高
扬团结奋斗之帆，笃行不怠勤履职，再接
再厉续华章，交上一份五年期的合格答
卷 ，以 实 际 行 动 迎 接 中 共 二 十 大 胜 利
召开。

出席闭幕会的领导同志还有：丁薛
祥、王晨、刘鹤、许其亮、孙春兰、李希、李
强、李鸿忠、杨洁篪、杨晓渡、张又侠、陈
希、陈全国、陈敏尔、胡春华、郭声琨、黄
坤明、蔡奇、尤权、曹建明、张春贤、沈跃
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
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
金、蔡达峰、武维华、魏凤和、王勇、王毅、
肖捷、赵克志、周强、张军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闭幕会。外国驻
华使节等应邀参加闭幕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闭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汪洋发表讲话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普遍
认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才能协同推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
保护，相关建议为我们深入做好生态环
保工作提供了重要启发。

坚持系统观念，就要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将生态环境保护更好地融入
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和各方面，促进绿
色转型，推动绿色发展。

面对新的目标任务，生态环境系统要
牢牢把握系统观念，深入推进各项工作。

在治污攻坚上，坚持系统观念，就要
更加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协同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以减污降
碳推动发展方式变革，要在降低污染物排
放强度、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的过程中，
同步降低碳排放强度、削减碳排放总量，

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坚持系统

观念，就要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的引领
优化和倒逼作用，一方面，通过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根基；
另一方面，通过完善法律、严格标准、强化
监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加大“放
管服”改革力度，积极服务“六稳”“六保”，
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

方向已经明确，号角已经吹响，我们
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战术耐心，坚持稳中求
进，接续攻坚、久久为功，实现生态环境改
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

坚持系统观念 全力协同推进
张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