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16号 邮编：100062 电话：67194786（总编室） 67113790（广告部） 67113791（发行部）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市监广登字20170102号 零售：1.50元 年价：390元 印刷：人民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王四营乡孛罗营村）

04
2022.09.30 星期五

责编:李春华
电话: (010)67101255
传真: (010)67119475

E-mail:dfxc@cenews.com.cn

十年来，湖北省积极引导和
动员全社会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实
践，自觉践行绿色生产和生活方
式，大力营造人人参与环境保护、
携手共建生态美丽家园的良好氛
围。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在中央
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环境报、
湖北日报、湖北卫视等主流媒体、
平台宣传报道力度逐年加大，影
响力日渐提升。省、市生态环境
部门“两微一端”平台关注量逐渐
扩大，并以“生态环境部”微博、微
信公众号为核心，构建起国家、
省、市联动的“两微”矩阵。

构 建 全 民 参 与 机 制 。 2017
年起，首次推出每年一届的全省
高校“与绿同行”环保微公益创
意大赛，建立以大赛为纽带的高
校环保志愿者、环保团队培育机
制，已评选和扶持近 200 个优秀
环境宣教方案从纸上蓝图顺利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扶持一批本土
高校环保社团有序发展。

积极开展环保设施向公众开
放。2019 年，湖北省成为全国第
三个承办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现三个承办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现
场会的省场会的省（（直辖市直辖市），），向全国代表向全国代表
宣讲湖北经验宣讲湖北经验。。20202020 年年，，探索疫探索疫
情防控形势下环保设施开放新模情防控形势下环保设施开放新模
式式，，开展开展““荆楚环保设施公众开放荆楚环保设施公众开放
新视听新视听””系列活动系列活动。。湖北省格林湖北省格林
美公司荣获美公司荣获““全国环保设施十佳全国环保设施十佳
开放单位开放单位””称号称号。。加强部加强部、、省省、、市市、、

县县四级宣教联动，全省累计创建
162 个省级绿色社区、458 个省级
绿色学校，“美丽中国，我是行动
者”活动走进全省多个地市的学
校、社区和乡村。

拓宽宣传教育和参与途径。
在全国较早设立了湖北省环境保
护政府奖，2013 年至今，已开展 6
届评选表彰活动，共有 44 个集体
和 42 名个人获奖；深入开展“美
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题实践活
动，推选百名最美生态环保志愿
者；通过树立典型、表彰先进，弘
扬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全社会积
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十年砥砺前行，十年日新月
异。

十年来，湖北省生态环境系
统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不忘
初心、勇于担当、作风过硬的生态
环保铁军，有力推动了全省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湖北
省生态环境保护战线涌现出一大
批先进的典型代表，先后获得生
态环境部及省委、省政府表彰 49
个集体、17个个人。

““十四五十四五””期间期间，，湖北省将以湖北省将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牢牢
固树立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理念，，统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统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
保护关系保护关系，，紧盯建设中部绿色崛紧盯建设中部绿色崛
起先行区的奋斗目标起先行区的奋斗目标，，努力建设努力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湖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湖北。。

刘卓刘卓 喻妙喻妙 武武希希 李斌李斌

踔厉奋进十年路踔厉奋进十年路 书写生态书写生态““荆荆””彩华章彩华章

长江之畔，荆楚大地，非凡十
年，砥砺前行。

这十年，湖北省生态环境质
量实现历史性改善，长江生态保
护发生转折性变化……

这十年，是湖北省生态环境
质量改善成效最大、生态环境保
护事业发展最好、生态文明建设
步伐最快的十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考察湖北省，为湖北省

指路引航。湖北省委、省政府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
考察时的嘱托，以前所未有的力
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生态安全屏障更加坚固，美丽
湖北建设迈出坚实步伐，高质量
发展的绿色底色更加突出，人民
群众在生态环境领域的获得感、
幸福感不断增强。

生态文明建设得到统领性推进

十年来，湖北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从政
治高度加强全省生态环保工作的
战略统筹、总体谋划和整体推进。

湖北省提出以长江经济带发
展推动高质量发展，践行新发展
理念，正确把握“五大关系”，用好
长江经济带发展“辩证法”，全面
做好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绿色发
展“三篇文章”。

在湖北省委第十一次、第十
二次党代会上，省委、省政府坚决
扛起生态大省的政治责任，始终
从“国之大者”的高度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都被
摆在了重要位置；《关于新时代推
动湖北高质量发展加快建成中部
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实施意
见》的出台，明确了加快建设美丽
湖北、实现绿色崛起的发展目标。

湖北省成立了由省委书记、
省长担任双组长的湖北省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和生态保护领导小
组。省委常委会、省政府常务会
每年多次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
神，安排部署污染防治攻坚、长江
保护修复、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问
题整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生态
环境风险防控等重点工作。

湖北省建立长江大保护十大
标志性战役指挥部、污染防治攻
坚战指挥部等重要平台，不断健
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重点领域规
划体系和协调推进机制。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重点领域规划体系和
协调推进机制不断健全。

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
法规、政策陆续出台。颁布省级
湖泊保护条例《湖北省湖泊保护
条例》，标志着湖北省湖泊保护步
入法治轨道。颁布土壤污染防治
地方法规《湖北省土壤污染防治
条例》，突出预防为主，保护优先

的原则。结合湖北省实际，突出
地方特色，配套出台了《湖北省水
污染防治条例》《湖北省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湖北省清江流域水生
态保护条例》。

为 系 统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党 中
央、国务院关于坚决打好三大攻
坚战的决策部署，加快建设美丽
湖北，出台《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
人民政府关于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建设美丽湖北的意见》《湖
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方案》

《关于大力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
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决定》《湖北省
长江高水平保护修复攻坚提升行
动方案》等纲领性政策，先后印发

《湖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湖
北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
展总体规划》《湖北长江经济带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等立足湖北省
特色的重大规划。一系列贴合湖
北省实际的法规政策出台，为生
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生态省创建走在前列。深入
推进“五级联创”，7 个县、市、区
获得“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命名，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工作进
入全国第一方阵。恩施市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宜昌市五峰土家族
自治县被命名为“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宜昌
市等 19 个市（县、区）成功创建湖
北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
区），全省成功创建省级生态乡镇
100多个，生态村 400多个。

成立湖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
工作领导小组，选取长江干流两
岸 、自 然 保 护 区 分 布 多 且 生 物
多 样 性 资 源 丰 富 的 7 个 县（市 、
区）开 展 生 物 多 样 性 本 底 调 查
观 测 评 估 试 点 工 作 。 积极探索
生态价值实现机制，鄂州市积极
开展生态价值核算和生态补偿经
验探索。

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历史性改善

回望过去十年，湖北省
通过系统减排治污措施，特
别是大力开展三年污染防治
攻坚，整体实施大气、水、土
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协同
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生态环境质量实现了历史性
改 善 。 2020 年 、2021 年 ，湖
北省连续两年在国家污染防
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评优
秀等次。

从数据上来看，空气质
量 排 名 稳 步 提 升 ，2021 年 ，
全省 1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
在全国较 2015 年上升 3 位。
PM2.5 浓 度 为 35 微 克/立 方
米，较 2015 年下降 43.5%；优
良 天 数 比 率 为 86.2% ，较
2015 年 提 升 16.1 个 百 分
点。全省 17 个重点城市中
有 10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达到二级标准，较 2015 年增
加 9个。

“十三五”期间，湖北省
主要河流总体水质由良好提
升为优，优良比例提升 7.3 个
百分点；主要湖库优良比例
提升 3.1 个百分点，消除劣Ⅴ
类水域。2021 年，水环境质
量创历史最好，其中 10 个城
市国考断面水质达到 100%
优良。

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
顶层设计，依托省、市、县三
级污染防治攻坚指挥部，建
立健全大气污染防治部门协

商联动工作机制。出台《湖
北省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
办法》。自 2017 年以来，湖
北省共计安排环境空气质量
生态补偿资金近 4 亿元；推
进结构优化调整，“十三五”
期间，煤耗占比下降 7.7 个百
分点，基本淘汰地级市城市
建成区 10 蒸吨/小时以下燃
煤锅炉；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十三五”以来，淘汰落后炼
钢产能 559 万吨、水泥产能
416 万吨、玻璃产能 1180 万
重量箱；深化“三源”（工业
源、移动源、面源）污染防治，
基 本 完 成 单 机 装 机 容 量 20
万千瓦以上燃煤火电机组超
低排放改造，累计完成钢铁
行业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103
个；强化重污染天气应对，出
台《湖北省环境空气质量考
核预警和重污染天气应对工
作管理办法》，全省 6000 多
家企业纳入重污染天气重点
行业绩效评估体系；提升精
细化管理水平，加密监测网
络，提升监测手段，建成 68
个固定式遥感监测点位，实
现 了 遥 感 监 测 平 台 三 级 联
网，“天—空—地”大气复合
污 染 立 体 观 测 能 力 初 步 形
成。

打好碧水保卫战。通过
“拆、堵、关、停、限、治、补”等
措施，实现重点区域提升一
批、防控一批、消劣一批。加
快推动重点工程建设，累计

实 施 水 污 染 减 排 治 理 项 目
8000 多 个 ，100 多 家 省 级 及
以上工业集聚区建成污水处
理设施；城市建成区黑臭水
体全部完成整治。铁腕治理
养殖污染，完成水产养殖全
面拆围。“千吨万人”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划定工作进度
居全国前列，县级以上饮用
水水源水质持续 100%达标。

打好净土保卫战。针对
全省 130 万多亩安全利用类
耕地、13 万多亩严格管控类
耕地，严格落实安全利用和
严格管控措施，确保今年底
受 污 染 耕 地 安 全 利 用 率 达
90%以上。印发《关于加强
污染地块和重点建设用地土
壤环境管理的通知》，保障重
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强化
建设用地污染风险管控，建
立 300 多家省级土壤污染重
点监管单位名单，并督促企
业落实隐患排查及整改。更
新 发 布 2022 年 第 五 批 湖 北
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和修复名录，涉及近 40 个
地块。

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
防治。累计完成 1 万多个建
制村的农村环境整治，完成
85 处 农 村 黑 臭 水 体 治 理 。
全省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
施装备配套率、综合利用率
基本达标。全省 80 多个水
生生物保护区已全面禁捕，
保护区内渔船全部拆解。

长江生态保护发生转折性变化

十年来，湖北省坚持“不
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整
体推进长江保护修复工作。

数据显示，全省长江干
支流水质均由总体良好提升
为优，干流 18 个监测断面的
水质均为Ⅱ类，支流监测断
面消灭了Ⅴ类和劣Ⅴ类。

在 沿 长 江 省（直 辖 市）
中，湖北省较早实施《湖北长
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
展总体规划》，配套编制实施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立体绿
色交通走廊建设、产业绿色
发展、绿色宜居城镇建设、文
化建设等 5 部专项规划，构

建 了“1 + 5 + N”的 规 划 体
系。湖北省人大在全国较早
出台《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
保护和绿色发展决定》，从源
头 上 建 立 起 生 态 优 先“ 规
矩”。

全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面积约 4.15 万平方公里，占
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22.3%。
累计完成沿江 400 多家化工
企业关、改、搬、转，宜昌市破
解“ 化 工 围 江 ”经 验 在 沿 江
11 个省（直辖市）推广。累
计取缔长江干线和汉江干线
各类码头 1800 多个，取缔长
江泊位 1300 多个，采砂船舶

集中停靠监管和砂石集并中
心规范建设管理格局基本形
成。大力实施留白增绿，腾
退岸线 149.8 公里，长江岸滩
岸线生态复绿面积 856 万平
方米。长江禁捕退捕全力推
进。

“四个三”重大生态工程
大 见 成 效 。 改 造 农 村 户 厕
163.6 万 座 ，精 准 灭 荒 造 林
80.2 万 亩 ，完 成 130 多 座 县
城及以上城镇污水处理厂提
标改造，新（改、扩）建乡镇污
水处理厂 800 多座，新增主、
支管网 1 万多公里，基本实
现乡镇污水处理全覆盖，乡

生态环保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十年来，湖北省充分履行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职责，
聚焦生态文明建设重点领域和经
济发展及民生所需，推进完成 50
多个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项目。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取得积极
成效，“十三五”期间，全省累计有
3500 多家企业通过交易购得排
污权，同比增长 3300 多家，总交
易额 4.7 亿多元，同比增长 4.1 亿

多元。
湖北省碳市场配额累计成交

3.66 亿吨，成交额达 86.59 亿元，
交易规模继续保持全国前列，企
业履约率连续 7年为 100%。

环境经济政策不断完善，81
个县、市、区初步建立流域横向生
态保护补偿机制。全省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体系基本建成，发
起磋商赔偿案例 63件。

助力高质量发展取得实质性成效

十年来，湖北省坚持落实新
发展理念，充分发挥生态环保倒
逼、引领和服务作用，以生态环境
的精准高效服务，助推全省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和疫后复工复产。

“十三五”期间，生态环境质
量改善与经济发展齐头并进，经
济总量由 3.26 万亿元增长为 4.34
万 亿 元 ，一 、二 、三 产 业 比 重 由
11.2∶44.9∶43.9 转 变 为 9.5∶39.2∶
51.3，经济发展的“含绿量、含新
量”不断提高，经济结构优化调整
的良好态势逐步形成。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十大战

略性举措加快实施，58 项重大事
项有序推进，91 项重大项目累计
完成投资 7400 多亿元。启动第
一批 21 个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
程试点建设。

武汉市国家长江经济带绿色
发展试点示范完成阶段性目标
任务，示范经验在全国推广。格
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
开发有限公司荣获“保尔森可持
续发展奖”。

大力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助力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生态环境领
域扶贫成效显著。

全民参与生态环保氛围日渐浓厚

丹江口大坝

长江流域宜都段岸线复绿长江流域宜都段岸线复绿

镇垃圾中转站全覆盖，城乡垃圾
分类全面推开。

生态环保督察整改向纵深推

进，中央和省生态环保督察发现
反馈的大多数问题得到有效整
改，整改工作成效位居全国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