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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生态环境厅日前召开 2023 年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

面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省委第十一届三次全会和省委经

济工作会议部署，总结 2022 年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分析当前面临

的形势，安排部署 2023 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以及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

任务。

2022 年，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聚焦支持服务好经济社会发展是最大

任务、守护好蓝天碧水净土保护好生态环境是最大职责的“双重定位”，

守正创新，笃行不怠，走活了环评审批“一盘棋”，圆满完成 COP15 第二

阶段会议相关工作，滇池沿岸违规违建整治取得决定性成效，奋力开创

了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新局面。

精准施策推进九大高原
湖泊保护治理

云南省人大代表杨晓雪：目
前，包括洱海在内的九大高原湖
泊保护治理取得明显成效，要进
一步提升九湖保护治理的科学
性、准确性，让每一项工程、措施
都发挥出最大的保护治理效益。

云南省人大代表王晋：建议
玉溪市江川区转变治理思路，从
治湖转向治水，从治标转向标本
兼治，抓好星云湖入湖河道脱劣。

云南省人大代表王江飞：澄
江市将推进水价改革、农业尾水
就地循环利用，最大限度减少与
湖争水现象。

云南省政协委员潘珉：建议
进一步拓宽全民参与滇池保护治
理的渠道和方式，营造保护滇池、
人人有责的良好社会氛围，充分
调动社会各界以实际行动支持、
参与滇池保护治理，全社会一起
努力把滇池打造成生态之湖、景
观之湖、人文之湖。

云南省政协委员潘巧云：应
深入推进谱写政府服务企业、企
业主动担当、治污保护生态、生态
反哺发展的政策新篇章，进一步
推进九大高原湖泊高水平保护。
建议制定出台垃圾收运车辆高速
公路免收通行费的政策措施，降
低环保企业的垃圾清运成本；针
对深度参与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保
护的环保企业利用垃圾资源化生
产的产品，要出台帮扶政策，破解
产品销售难问题。

完善政策体系推动绿色
低碳发展

云南省政协委员陈异晖：建
议要完善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
系，推进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共
赢。进一步摸清全省碳资源家
底，建立碳资源价值转化机制，积
极探索以碳资源为核心的碳资
产、碳产业发展的政策链、产品
链、金融链、创新链，切实提升碳
资源开发技术支撑能力，推动绿
色低碳金融发展。

云南省政协委员袁媛：建议
构建“双碳”目标下区域产业协同
发展机制，把发展碳汇农林产业
摆到与工业减排同样重要的位
置，尽快制定发展碳汇农业的规
划，加快碳汇农林业发展。学习
借鉴森林碳汇交易的经验，积极
组织区域产业间的碳交易试点和
示范，建立碳汇农业的订单机制，
实现碳汇需求与供给方的有效匹
配，探索排碳与固碳平衡相当的
新型发展道路。

云南省政协委员郭光萍：当
前，云南省大力发展“双碳”经济，
仍面临基础不够实、动力不够足、
项 目 不 够 优 、政 策 不 够 准 等 问
题。建议突出绿色资源优势，高
位推动规划实施科技赋能“双碳”
经济，大力发展“双碳”产业，开展

“双碳”经济示范，推动全省“双
碳”经济高质量发展。

云南省政协委员阮朝奇：应
加强基础研究，开展碳汇交易策
略研究，摸清全省生态碳汇本底，深
挖生态碳汇潜力，促进生态碳汇有

序交易，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丽江市代表团：助力绿色工
业发展，打造零碳智慧园区，加快
水电、绿氢、光伏、单晶硅等项目
提升改造和新建。

把生态环境效益转化为
经济效益

云南省政协委员郑文德：要
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意识、生态
环境资本意识，无论怎样发展经
济，都不要破坏自然环境；在保
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促进经济发
展，深入研究和科学配置生态环
境资源，培育生态产业，将生态环
境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

云南省政协委员赖庆奎：云
南要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
兵，就要加强自然生态环境保护，
加强关于树立生态文明意识的教
育和对生态产品的关注，建立促
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合理机制
和体系。

云南省人大代表岳修虎：目
前，云南省资源开发利用总体水
平不高，精深加工率低，许多特有
资源还有待挖掘，全省各地要从
自身实际出发谋划特色产业，实
现差异化发展。

云南省人大代表刘启然：建
议出台支持绿色能源推广的具体
措施，做好市场培育，为推动绿色
能源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民革云南省委提案：加强湿
地基础研究，建立科学补偿标准，
提高生态补偿效益；制定出台湿
地生态效益补偿项目管理办法，
修订《云南省湿地保护条例》，完
善湿地生态补偿内容，为云南省
全面开展湿地生态补偿提供法规
及政策支持。

陈克瑶整理

本报讯 云南省生态环境
厅近日召开全省生态环境系统
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学
习贯彻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
会和十一届省纪委三次全会精
神，总结 2022 年全面从严治党
工作，安排部署 2023 年任务。

会议强调，要切实提升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 、政 治
执 行 力 ，牢 牢 把 握 正 确 的 政
治 方 向 ，始 终 同 党 中 央 保 持
高 度 一 致 ，推 动 党 中 央 重 大
决策部署落实落地，在工作中
体现政治作为和政治担当，推
动云南生态环境保护事业高质
量发展。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
记、厅长王天喜指出，要清醒认
识生态环境系统全面从严治党
和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严峻形
势。在新的“赶考”路上，面对
更大“考场”、更难“考题”、更复
杂的“应考”环境，要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两个永远在路上”的
殷殷嘱托，从严管党治党，推进
自我革命，以实干实绩书写“赶
考”新答卷。从新征程要求上
看，新近召开的中纪委二次全
会、省纪委三次全会对 2023 年
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
和 反 腐 败 工 作 作 出 的 安 排 部
署，标准更高、要求更严，要拿
出更实的办法、更硬的举措，全
力推进落实。从新形势任务上
看，对于违规违纪违法和腐败
问题易发高发领域，要筑牢拒
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从源头上
铲除权力滋生腐败的土壤。同
时，要用好手中的权力，常用反
面典型案例警醒自己，坚守“踏
实做人、清白做官、干净做事”
的原则，避免被“糖衣炮弹”击
垮，让围猎者无“猎”可“围”。

王天喜要求，要扎实做好
2023 年工作，坚定不移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是落实省委

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和“3815”
战略发展目标的拼搏之年，也
是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全面
上台阶的关键之年，必须着力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
建设走深走实，不断推进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突破、再
上新台阶。

一是强化政治担当，压实
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要结合实
际制定年度全面从严治党工作
要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点
及其任务分工，落实“全”的要
求、“严”的基调和“治”的理念，
做到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
覆盖、责任上全链条。

二是持续纠治“四风”，加
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堤坝。把作风建设摆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把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作为铁规矩、硬杠杠，聚焦

“慵、懒、散、推、拖”等不良风
气，深化整治，防止“四风”蔓
延。

三是加强纪律建设，严明
党的各项纪律和规矩。把纪律
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把严
的要求贯穿到教育、管理、监督
的全过程。

四是坚持齐抓共管，推进
党 建 与 业 务 融 合 。 把 党 的 政
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
度等 6 个方面的建设贯穿于各
项工作始终，做到一体谋划、一
体推进。

五是强化监督检查，持续
抓好清廉机关建设。坚持严的
基调不动摇，进一步建立健全
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将“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
贯穿“清廉机关”建设始终。

六是聚焦能力提升，打造
忠诚干净担当生态环保铁军。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选人用
人作为“三重一大”决策重要内
容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重要任
务，聚焦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以
鲜明选人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
业导向。 岳艳娇

早春二月，云南省楚雄彝
族 自 治 州 牟 定 县 江 坡 镇 牌 坊
村，田野里大面积油菜花竞相
绽放，与田野小径相映成趣，漫
步村中，空气芬芳、沁人心脾，
呈 现 出 一 派 春 意 融 融 的 动 人
景象。

当问及村里人居环境的变
化时，村民王大妈高兴地说：

“以前房前屋后都是排水沟，大
家都随意泼脏水，村里到处臭
烘烘。现在脏水都从管里走，
村里到处干干净净。”

牌坊村环境面貌的改善，
得益于牟定县对农村生活污水
的治理。近年来，牟定县着力
攻坚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按照

“整县推进、因地制宜、精准施
策、分类施治”的思路，探索出
了一条投入少、可复制、可推
广、群众满意的农村污水治理
之路。

高起点谋划，全县上
下“一盘棋”

牟定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推行“五
长（村长、河湖长、路长、林长、
街长）治县”工作模式。全面建
立“县处级领导包乡（镇）、科级
领导包村、村级干部包组、干部
职工包户”的责任体系，形成

“县委、县政府有号令，干部群
众即响应”的生动局面。

在农村污水治理工作中，
全民参与是牟定县探索出的宝
贵经验。农村污水治理资金筹
措要通过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做到村民
自己的事情自己议、自己的方
案自己定、自己的事自己干，杜
绝了“政府干、百姓看”，实现了
群众由“要我治”到“我要治”的
思想转变。

多渠道筹资，因地制
宜实施治理

为解决治理资金难题，牟
定县采取“政府融资筹一点、
村 组 两 级 出 一 点 、乡 贤 志 士
捐 一 点 、群 众 投 工 投 劳 降 一
点、群众捐资捐物凑一点”的
方 式 多 方 筹 措 资 金 。 通 过

“五个一点”筹措方式，完成全
县 727 个自然村污水治理财政
仅需投入 2.13 亿元，节约财政
资金 6.57亿元。

同时，牟定县委、县政府主
要领导先后带队到省内外考察
学习，制定印发了《牟定县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指导手册》《牟定
县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专 项 规
划》，全县采取“五个 一 批 ”方
式，最大限度实现雨污分流，
污 水 得 到 有 效 收 集 和 处 理 。

“五个一批”即县城周边村庄
纳 入 县 城 污 水 处 理 厂 处 理 一
批 ；乡 镇 集 镇 周 边 地 形 和 施
工 条 件 都 满 足 的 村 庄 ，纳 入
集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处 理 一 批 ；
环 境 敏感区域且常住人口超
过 400 人的村庄，投入小型一
体化污水处理设备+人工湿地
处理一批；远离县城、乡镇集镇
和生态环境敏感区的村庄，通
过资源化利用治理一批；居住
零星、分散的村庄，采取单户生
态氧化治理的方式处理一批的
治理模式。

建管用一体，打好治
污“组合拳”

根据污水治理设施运维管
护的难易程度，牟定县还建立
了以县级政府为责任主体、乡
镇为管理主体、村级组织为落
实主体、农户为受益主体、运维
机构为服务主体的“五位一体”
运维管理模式。同时，将农村
污水处理设施管理运维情况纳
入重点考核内容，实行月考核、
季评比，对乡镇授“红黄旗”、村
组曝“红黑榜”。

2022 年以来，牟定县 89 个
村（社区）建成污水治理项目 88
个，727个自然村建成污水治理
项目 713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
理率达 98.87%，收集处理率达
58.43%。

下一步，牟定县将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实现乡村面貌从“一村美”
向“村村美”转变，让干净、生
态、宜居乡村逐步成为牟定县
的一张亮丽名片。

王艳梅

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云南两会代表委员为建设绿美云南建言献策

云南奋力开创生态环保工作新局面
全省 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 99.7%

王天喜强调，2023 年，全省
生态环境系统要以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为核心，以精准治污、科
学治污、依法治污为工作方针，
持 续 深 入 打 好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扎实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整
改，突出高原湖泊保护治理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切实防范生
态环境风险，大力推进治理体
系现代化建设，稳步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全力守护好七彩云
南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良田
沃土。重点抓好以下 6 个方面
工作。

一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
加强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
协同治理，高质量推进钢铁行
业、燃煤发电超低排放改造；全
力打好碧水保卫战，抓好“保护
好水与治理差水”，持续推进优
良水体比例提升，全力推进劣
Ⅴ类水质断面“清零”攻坚，力
争 劣 Ⅴ 类 国 控 断 面 全 部“ 脱

劣”、省控断面大部分“脱劣”；
扎实打好净土保卫战，加快推
进耕地重金属污染成因排查，
深入开展涉镉等重金属污染源
排查整治，完成 2023 年污染源
整治任务；加强固体废物和新
污染物治理。持续深化危险废
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
强化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
评估，健全危险废物监管体系。

二是深入推进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执法。继续深化滇池沿
岸违规违建整治，推动滇池高
水平保护治理；努力提升生态
环境监管执法效能，开展 2023
年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

三是着力维护生态环境安
全 。 深 化 拓 展 COP15 大 会 成
果，积极争取生物多样性国际
论坛落地云南；持续开展生物
多样性本底调查和跨境生物多
样性保护合作，推动实施生物
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防范化
解生态环境风险，强化“一废一

品一库一重”等重点领域环境
隐患排查和风险防控，提升预
警预报和风险防范能力。加强
核安全与辐射环境监管。

四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统筹谋划体制改革任务，
谋划落实好 2023 年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任务，开展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任务督察和评估；推进
环评和排污许可改革，持续深
化环评审批制度改革，探索开
展区域环评试点，出台区域环
评工作的指导意见，形成省、州

（市）、县（市、区）“一盘棋”推进
区域环评模式，并运用好区域
环评成果，推动项目尽快落地。

五是夯实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基础。推进生态环境
法治建设，强化生态环境监测和
信息化建设，强化资金项目管理，
推进其他各项基础工作。

六 是 练 好 干 事 创 业 的 内
功。加强理论学习、加强作风
建设、加强纪律建设。

云 南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党 组 书
记、厅长王天喜介绍，2022 年，云
南省全力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反馈等问题整改、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防范化解
生态环境风险隐患、不断加强自
然生态保护、全力支持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着力推动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和示范创建、加速构建现
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着力打造生态环境保护铁军
等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曝光的 5 个典型案例整改成效
明显，文山州违建小水电敷衍整
改、昆明市长腰山过度开发问题
整改全面完成。督察反馈的 50
个问题完成整改 19 个，其余按时
序推进。督察交办的 3069 个群
众 投 诉 举 报 问 题 ，办 结 率 达
96.9%。云南省学习借鉴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做法和经验，
对玉溪、大理等 5 个州（市）开展
第二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
察，对全省城镇“两污”治理设施
开展专项督察，集中曝光了 5 起
典型案例。

云南省建立了危险废物三级

重点监管单位清单，完成 930 个
危险废物问题和 596 个尾矿库问
题整改，危险废物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扎实收官。印发实施《关于
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
施意见》，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
提速。组织编制《云南省生物多
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规划》，组织实
施中国云南—老挝北部跨境生物
多样性保护。

创新实施容缺受理、打捆和
“后置条件”审批，云南省深入开
展环评审批“大会战”和重大项目
环评审批要素保障百日攻坚大会
战，打破“肠梗阻”，逐步走活全省
环评审批“一盘棋”。环评审批工
作得到了多位省领导的批示肯
定。2022 年，全省共审批建设项
目环评文件 2700 份，预期投资约
7597.34亿元。

云南省依法依规严惩生态环
境违法行为，查处环境违法案件
2292 件、罚款 2.917 亿元，公开发
布“以案释法”7 批次 50 个执法典
型案例。全省企业累计核发排污
许可证 8577 家、登记 4.94 万家。
累 计 建 成 环 境 空 气 监 测 点 157
个、地表水监测断面 516个。

洱海水质连续 3 年为

“优”
洱海水体透明度达

2.29 米

抓实重点，稳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精准施策，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云南召开生态环境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

强化政治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

“脏水都从管里走”
楚雄州牟定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有妙招

云南开展生态环境宣传“五进”活动

在前不久召开的云南省两会上，代表、委员认真审议讨论省政

府工作报告，围绕强化九大高原湖泊治理、绿色低碳发展等热点话

题各抒己见，为建设绿美云南、加快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典范

积极建言献策。

本报讯 云 南 省 生 态 环
境宣传教育中心近日联合楚
雄彝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在楚 雄 州 楚 雄 市 、牟 定 县 、
大 姚 县 、双 柏 县 4 个 县

（市）开 展 生 态 环 境 宣 传 进
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
村、进校园“五进”系列活动，
旨在向公众传播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生态环境保护理
念及相关法律法规等。

在楚雄州生态环境局牟

定分局，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法律顾问、北京德恒（昆明）
律师事务所杨正慧律师为牟
定县 32 家本地企业代表共
70 余 人 作 了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活动
期间，宣传队员还深入传统
村落、绿色能源企业、部分养
殖示范基地，通过发放宣传
资料、深入沟通交流等形式，
宣 传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相 关 知
识。 马冉奚摄影报道

◆本报见习记者陈克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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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7%
16 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数说2022年云南生态环境质量

91.6%
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

86.9%
地表水省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

97.7%
地（市）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达标率

94.1%
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

90.2%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赤水河出省断面水质稳定保持

Ⅱ类

2022年

2023年

▲图为工作人员向村民
发放宣传资料。

▲图为工作人员为企业代
表作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培训。

▲图为工作人员走进企业
开展生态环境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