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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四川8个城市创建国家级“无废城市”
制定落实任务清单责任清单，高效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形成“特色模式”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本报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
境厅近日发布《自治区 2023 年生态环
境工作要点》（以下简称《要点》），明确
了九大方面 23项重点工作任务。

《要点》提出，2023 年主要目标是：
全区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率为 74.1%，PM2.5 平均浓度为 34.3
微克/立方米，重污染天数比率控制在
1.3%以内；纳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水质
Ⅰ—Ⅲ类断面比例为 94.5%，劣Ⅴ类断
面比例控制在 2.7%以内；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率达到 24%左右；受污染耕地安
全利用率达到 100%；单位国内生产总
值二氧化碳排放同比下降 2.52%左右；
生态质量指数稳中向好，辐射环境质量
保持良好。

《要点》明确了九大方面 23 项重点
工作任务。包括加强源头排查，摸清污
染底数，全面掌握各类排污企业污染物
排放量和污染治理水平；贯彻新发展理
念，全力支撑服务经济运行，依法开展
规划环评，强化重大投资项目环评服务
保障；印发实施《自治区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实施方案》，积极推进构建自治区

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加强顶
层设计，加快研究制定《“乌—昌—石”
区域 2023—2025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
动方案》；开展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
装印刷等行业 VOCs深度治理；开展入
河（湖）排污口排查整治，规范审批管
理；加强城镇、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
环境监管，持续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
攻坚战；开展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污
染隐患排查“回头看”，启动土壤污染重
点监管单位周边土壤环境监测；强化固
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推进“无废城
市”示范建设。

同时，在环境执法方面，开展执法
大练兵和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危险
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和自动监测数据弄
虚作假违法犯罪；在生态环保督察方
面，大力推进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开展三批次自
治 区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察；在环保法规
方面，积极推进《“乌—昌—石”重点区
域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自治区危险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等生态环境领域
地方立法。 杨涛利

新疆确定今年生态环境工作要点
明确九大方面 23项重点工作任务

本报讯 陕西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日前召开扩大会议，围绕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开展集体学习。陕西省委书记
赵一德主持并讲话，陕西省省长赵刚
出席。

会议指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和行动指南。全省上下要把学习贯彻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作 为 学 习 贯 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教育的重要内容，与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结合起来，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
实作风建设美丽陕西，为奋进中国式现
代化新征程、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提供有力生态支撑。

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秦岭违建事
件教训，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
提高生态环境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
筑牢生态屏障，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深化整治、加
强监管、系统保护中当好秦岭生态卫

士，围绕解决水浑、水脏、水少、水多问
题保护治理黄河。要解决突出问题，以
最硬举措推进关中地区大气污染治理，
以最优策略推进水污染治理，以最严标
准推进土壤污染治理，让老百姓实实在
在感受到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要落
实“双碳”战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深入调整产业、能源、交通三
大结构，持续完善技术和市场两个支
撑，不断提升生态碳汇能力，加快推动
绿色低碳发展。

普毛毛肖颖

陕西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硬举措优策略严标准推进污染治理

◆本报记者王小玲

2023 年是四川“无废城市”建设的
关键之年。今年，四川要高质量推进成
都等 8 个国家级“无废城市”建设工作，
全面启动遂宁等 7 个城市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无废城市”共建。

如何全面推进“无废城市”高质量建
设，讲好“无废城市”建设的“四川话”？

高质量推进8个国家级
“无废城市”建设工作

2018 年 ，中 央 深 改 委 将“ 无 废 城
市”建设试点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要点，
在全国率先开展了“11+5”个城市和地
区“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202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明确要
求“协同开展‘无废城市’建设”。

据统计，2021年，四川省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产生量约1.46亿吨，危险废物产生
量约560万吨，生活垃圾产生量约1735万
吨，农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约 2.1亿吨。

“全省固体废物产生量仍处于高位，
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党组成员、副厅长李银昌说，近年来，四川
省坚决扛起“无废城市”建设政治责任，有
力有序推动“无废城市”建设相关工作。

四川省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推进“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今年 2
月，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明确，加强“无废城市”“无废细胞”
建设，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此外，《美丽四川建设战略规划纲
要（2022—2035）责任分工方案》《美丽

四 川 建 设 2023 年 度
实施方 案》均 提 出 ，
在 纳 入 成 渝 地 区 双
城 经 济 圈 的 15 个地
级城市开展“无废城

市”建设；推进成都等 8 个城市纳入国
家“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的高
质量建设“无废城市”，全面启动遂宁等
7 个城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无废城
市”共建。

截至目前，成都、自贡、泸州、德阳、
绵阳、乐山、宜宾、眉山 8 个城市均按要
求印发了“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成
立了市政府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其
中绵阳市印发了“无废工厂”“无废集
团”“无废乡村”等 9 类“无废细胞”建设
方案，走在全省前列。

李银昌说，成都等 8个城市要紧紧
围绕实施方案的“任务清单”“责任清单”，
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确保年度目标任务
全面完成。今年，四川还要全面启动遂宁
等7个市和巴中市恩阳区“无废城市”建设
工作，并于年底前印发实施方案。

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将固体废物“吃干榨尽”

在李银昌看来，创建“无废城市”不
是简单获得一块牌子，而是要围绕城市
和产业的发展，让人民群众切实在创建
中得到实惠。

他坦言，与其他省份相比，四川“无
废城市”建设工作起步晚，基础薄弱，经
验欠缺，“无废”理念、观念、思路尚未真
正深入人心。

如何高标准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工
作？李银昌说，四川“无废城市”建设工作
要紧紧围绕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
聚焦固体废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源头减量是关键。”李银昌说，在
创建过程中，各地和相关部门要根据各

自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和资
源配置、淘汰落后产能，构建绿色循环
产业供应链，强化资源精深加工和产业
链上下游配套衔接。

在塑料污染治理方面，邮政管理部
门可以加大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
用试点范围，健全完善快递包装绿色治
理体系；农业农村部门可以加大全生物
降解地膜示范，大力推广农膜减量替代
技术，从源头上减少不可降解地膜使用；
商务部门可以引导商务领域市场主体落
实限塑、禁塑规定，加强塑料替代品推广
运用，减少过度包装、二次包装，倡导消
费者“重拎布袋子、重提菜篮子”。

要提升综合利用水平，需以“资源
化”为先。各地和各部门要充分结合辖区
内固体废物种类、性质和产生等，在各个
行业凝练资源化利用的本地模式，将固体
废物“吃干榨尽”。如德阳市可以围绕磷
化工支柱产业，促进绿色转型发展；宜
宾市围绕建设“动力电池之都”，积极探
索废电池回收循环利用体系，助力构建
动力电池绿色闭环全产业链生态圈。

“无害化”是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的
核心和兜底保障。四川提出，在生产环
节，要大力推行绿色设计、绿色生产，引
导开发、使用无毒无害原料替代有毒有
害原料产品，鼓励研发、推广降低危害
性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减少生产过程中
固体废物的危害性。

在生活垃圾处理方面，不仅要加强
生活垃圾焚烧设施规划布局顶层设计，
而且要开展现有焚烧设施提标改造，同
时还要完善渗滤液、炉渣、飞灰等配套
设施建设。

针对危险废物、医疗废物等高风险固
体废物，要充分发挥全省 16个危险废物
和 58个医疗废物处置中心的辐射作用，
不断加强工业炉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政
策和标准体系建设，实现处置能力从“够
用”到“好用”“管用”的转变。

与重大战略部署相结合
高效推进“无废城市”建设

“无废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与碳达峰碳中和、乡村振兴、长江
大保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
大战略部署相结合。

李银昌透露，今年，四川将“无废城
市”建设相关工作纳入美丽四川建设、
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和生态环境
保护党政同责目标考核内容。

与此同时，川渝两地还将共建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无废城市”，打造全国
跨省域“无废城市”共建示范区。目前，
川渝两地正在研究制定“无废园区”“无
废学校”等“无废城市细胞”建设指南和
评价标准。

作为“无废城市”建设牵头部门，下
一步，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将会同各行业
部门，出台省级“无废企业”“无废园区”

“无废学校”评选标准，分领域、分行业
指导与推进开展“无废城市”“无废集
团”“无废细胞”建设。

“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
头 活 水 ，是 做 好 工 作 的 基 本 功 。”今
年，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将组织省级相
关部门、“8+7+1”个城市和地区赴上
海 、浙 江 、广 东 等 地 ，调 研 学 习“ 无 废
集 团 ”“无 废 指 数 ”“无 废 亚 运 ”“无 废
文 化 ”建 设 以 及 生 活 垃 圾 治 理 、工 业
固废资源化利用、危险废物精细化管
理等方面的经验。

李银昌说，调研将立足辖区实际，
认真梳理问题，带着问题开展调研，将
外省先进经验和做法凝练成四川“无废
城市”建设的“特色模式”。

据了解，为了营造“无废”氛围，目
前，川渝两地正在开展“无废城市”宣传
标语等征集活动，经专家评选后，在六
五环境日前发布评选结果。

第六届数字
中国建设峰会日
前在福建省福州
市开幕。峰会期
间，数字生态文
明成果展区以蓝
天、绿水、青山为
主色调，生动展
现数字生态文明
建设成果。

黎晶瑛摄

本报讯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
局联合中国环境报社，面向全国生态环
境系统开展第二届“我的帮扶故事”主
题有奖征文活动 5月 8日正式启动。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
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是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
一年。继首届“我的帮扶故事”成功举办
后，第二届“我的帮扶故事”征文活动将以

“共成长 同收获”为主题，进一步深入总
结监督帮扶工作经验做法，认真分析基
层环保工作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统筹谋
划监督帮扶工作的新举措、新作为。

来稿要求具体如下：投稿作品必须
是原创首发，不得抄袭虚构；作品要求
主题鲜明，立意深刻，围绕以下几方面
内容：监督帮扶体系机制创新，包括大
气监督帮扶“专业组+常规组”两支队
伍聚焦解决突出问题，“线上+线下”两
个战场构建上下联动、合力攻坚新体
系，入河入海排污口创新三级排查溯源
方法等。监督帮扶宝贵经验和工作成
效，包括推动污染防治攻坚任务落地见
效，助力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带动产业
能源交通结构优化，加快地方减污降碳
协同绿色发展，锤炼生态环保铁军队伍
思想能力纪律作风，提升生态环境监管
能力现代化水平等。监督帮扶一线感
受，包括亲历监督帮扶现场的工作场景，
帮助企业发现解决问题的经验分享，解决
百姓身边突出问题的体会感受等。

作品形式为文字、图片和短视频三
种。文字不超过 1200 字，图片为 jpg 或
png 格式，短视频作品要求 MP4 高清版
格式，表达形式不限，3 分钟以内的完

整视频内容，包括字幕配音等。来稿请
注明姓名、单位、联系电话、联系地址等信
息，作者自留底稿，不得一稿多投。

活动时间：2023 年 5 月—8 月为投
稿阶段，9 月—10 月开展优秀征文评选
和总结颁奖。

本次征文的文字、图片投稿方式：
个人投稿，进入安卓 APP 客户端搜索

“中国环境”或 IOS APP 客户端搜索“中
国环境报”进行下载，亦可扫描下方二
维码进行下载，注册并登录账号。点击
底部“云服务”，进入“投稿”页面，点击
页面下方“我要投稿”，进入投稿页面后
填写标题、正文、图片（选填）、附件（选
填），点击提交即可成功投稿。也可单
位 组 织 投 稿 ，咨 询 联 系 方 式 ：
010-67113785。本次征文的视频投稿
邮箱为：rmtyyzx@126.com。

征文来稿将由生态环境部执法局
统筹协调稿件征集工作，中国环境报社
挑选一批政治导向明确、真实性强、主
题立意深远、人物生动的优质文章、图
片、短视频，报生态环境部执法局审核
后，在生态环境部官微、学习强国平台

“大自然频道”、中国环境 APP“我的帮
扶故事”专栏等媒体刊发。活动最终评
选一、二、三等奖及优秀组织奖。林醇

第二届“我的帮扶故事”监督执法工作有奖征文活动启动

扫 描 此 二 维 码 下 载“ 中 国 环 境 ”
APP 参与征文活动

◆本报通讯员魏如斌
方建华 记者张林霞

5 月 5 日 至 6 日 ，江
西抚州市崇仁县遭遇特
大 暴 雨 灾 害 ，24 小 时 降
雨量达到 304 毫米，造成
县城区严重内涝、乡村房
屋和农田大面积被淹，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生态环境安全受到严重
威胁。

抚州市崇仁生态环
境局第一时间启动应急
响应，迅速成立环境风险
隐患排查组、饮用水源地
安全保障组、重点敏感部
位防护组、配合防汛抗洪
抢险组等 4 个工作组，全
局 39 名干部职工全部奋
战在防汛抗洪第一线，全

力保障生态环境安全。
“ 这 次 暴 雨 来 得 太

快，而且非常猛，有很多
农 田 、农 房 都 被 水 淹
了 。 我 们 全 体 干 部 职
工 服 从 统 一 调 度 ，按 照
分 组 要 求 ，全 面 排 查 隐
患 、全 面 巡 查 重 点 部
位 、全 面 整 治 环 境 问
题 ，逐 项 抓 好 落 实 ，严
守 不 发 生环境事件的底
线，确保全县生态环境安
全。”抚州市崇仁生态环
境局局长刘彬说。

截至目前，崇仁生态
环境部门出动执法巡查
人员 80 余人（次），检查
企业 26 家（次），排查并
及时整治环境风险隐患
8 处，有效保障了特大暴
雨期间生态环境安全。

江西崇仁排查整治环境风险隐患8处

本报讯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各地生态环
境部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
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深刻感受思想伟
力，将主题教育作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领航工程；深刻感悟实
践伟力，将主题教育作为推进党的事业高质量
发展的动力工程；深刻感悟真理伟力，将主题
教育作为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提升工程，切实
增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重点从 5 个方面部署
工作，聚焦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生态环境保
护、绿美云南建设；聚焦省委“3815”战略发展
目标和系列三年行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高质量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聚焦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深化监测监察执
法机构改革，加强监测基础能力建设，提升生
态环境监管执法效能；聚焦解决局部流域水环
境质量下降、劣Ⅴ类断面没有“清零”、历史遗
留废渣环境整治、土壤污染防治等突出问题；
聚焦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重大
风险，强化核安全与辐射环境监管，加强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建设，筑牢西南生态安
全屏障等工作存在的问题大兴调查研究，把理
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建章
立制贯通起来，有机融合，一体推进。压紧压实
领导责任，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全厅主题教育高
标准开局、高质量完成；创新方式方法，不断增强
主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营造良好氛围，
深入挖掘选树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先进典型，向
全社会展示云南生态环境系统良好形象。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在目标上准确把握
开展主题教育的要求，切实树立起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实践的鲜明
导向，聚焦凝心铸魂筑牢根本，持续深入解放
思想；聚焦锤炼品格强化忠诚，持续深入涵养
党性；聚焦实干担当促进发展，持续深入攻坚
克难；聚焦践行宗旨为民造福，持续深入转变
作风；聚焦廉洁奉公树立新风，持续深入维护
正气，确保各项工作任务全面落实。在行动上
对标对表主题教育的任务，切实一体推进主题
教育全过程和各环节，深学细悟笃信，切实强
化理论学习；突出问题导向，深入开展调查研
究；聚焦主责主业，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
标本兼治，坚决抓好检视整改，持续深化能力
作风建设工作落实年活动“1+7”行动，以加快
推动绿色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提高人民生

活品质的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在组织
上强化保障主题教育的开展，切实履行好开展
主题教育的政治责任，准确把握党中央和省委
部署要求，提高思想政治站位，坚持把主题教
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运用“四个体系”闭环工
作落实机制，立足实际、统筹推进，不折不扣地
完成各项主题教育任务，通过压实领导责任、统
筹工作推进、从严督促检查、强化考核评价、加强
宣传引导等5个方面，抓好主题教育。

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全面把握主题教育目
标要求，切实解决好理论学习、政治素质、能力
本领、担当作为、工作作风、廉洁自律等 6个方面
突出问题，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
视整改等贯通起来，有机融合、一体推进，做到

“四个突出”：突出理论学习，凝心铸魂筑根本；突
出调查研究，直面问题破难题；突出实践导向，
实干担当促发展；突出问题整改，建章立制抓
长效。始终坚持实践导向，持续推进主题教育
走深走实。通过开展主题教育，教育引导厅系
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突出问题导
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升华思想、振奋精神、提
高认识、提升能力，始终充满蓬勃生机和旺盛
活力，推动全省现代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取
得新的进展。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主题教
育取得实效。 蒋朝晖 张凌玮 李明哲汪蛟

各地生态环境部门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深刻感悟思想伟力实践伟力真理伟力

我们在一线
—— 查隐患 守底线

汛期

图为执法人员夜间巡查崇仁河防洪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