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生贤：当前环境保护的 6个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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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9日，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解
放军总政治部、中共北京市委联合主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
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上，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作题为《我国环境保护形势与
对策》报告。 

周生贤介绍，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放在突出地位，要求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
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论断和战略抉择，昭示着要从建
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解决我国环境问题。 

 

他介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环境保护的重点任务主要包括 6个方面： 

 

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坚持保护优先方针，决不能走西方发达国
家“先污染后治理、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要探索一条代价小、效益好、
排放低、可持续的环境保护新路，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支撑更大规模的经济社
会发展，使经济社会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损害降低到最小程度，实现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多赢。 

 

加快推进环境管理战略转型，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导向，从单纯防治一次污染
物向既防治一次污染物又防治二次污染物转变，从单独控制个别污染物向多种污
染物协同控制转变，加快构建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生态环境保护宏观战略体系、
全面高效的污染防治体系、健全的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完善的环境保护法规政策
和科技标准体系、完备的环境管理和执法监督体系、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 
 

不欠环保新账 尽量多还旧账 

 

密切关注和从严控制“两高一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项目，把环境保护
作为稳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转方式的重要引擎和关键抓手，努力不欠生态环保新
账、尽量多还旧账。落实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实施国家环境功能区划，在
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划定生态红线。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



策，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整体提升环保技术、装备和服务水
平。着力推进化工、石化等高环境风险产业园区、流域梯级水电开发、城市建设、
资源能源开发等规划环评，进一步严格环境准入，强化建设项目环评。加强环境
执法监管，切实保障群众环境权益，配合全国人大修改《环境保护法》，抓紧推
动《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修订，强化日常监管和执法检查，对环境违
法行为，集中力量，重拳出击；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严
肃处理，尽快解决。继续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优
先解决 PM2.5、饮用水、土壤、重金属、化学品等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 

 

全力完成主要污染物减排 

 

全力完成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认真落实《国务院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和
《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强化结构减排，细化工程减排，实化监管减排。严
格考核各地年度总量减排目标完成情况。推行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预算管理制度，
严控污染物新增量，不断完善监测、统计和考核体系，完善部门协同推进减排机
制。 

 

进一步加强大气、水和农村污染防治。在 PM2.5 治理方面，将重点抓好六个方
面的工作，一是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压缩过剩产能。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
染行业新增产能，实行钢铁、电解铝、焦炭等行业产能总量控制，新、改、扩建
项目等量或减量置换落后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提前一年完成钢铁、水泥、
电解铝、平板玻璃等 21个重点行业“十二五”淘汰任务，进一步提高环保、能耗、
安全、质量标准。认真清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违规在建项目。 

 

建立监测预警应急体系 

 

建立监测预警应急体系，妥善应对重污染天气。尽快建立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体
系，做好重污染天气过程的趋势分析，提高监测预警的准确度，及时发布监测预
警信息。各地要抓紧制定和完善应急预案并向社会公布，要落实主体责任，明确
应急组织机构及其职责、预警预报及响应程序、应急处置及保障措施。京津冀、
长三角等区域建立健全区域、省、市三级联动响应体系，实行联防联控。根据预
警等级，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采取重污染企业限产限排停产、停止建筑施工土方
作业、机动车限行、学校停课等应对措施。 

 

全面加强环境信息公开 

 

充分运用价格税收杠杆，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激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治理大气污染。
完善环境法律法规体系，加快修改《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严格



监管，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明确政府社会企业职责，构建全民行动的大格局。
广泛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公布每月环境空气质量最差的
20个城市和最好的 10个城市名单。建立区域协调机制，落实地方政府责任。在
强化流域和地下水污染防治方面，重点要认真落实国务院批复的《全国城市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 年)》、
《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 年)》和《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
方案》，加强重点流域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加大污染源排查清理、饮用水源保护
力度，定期发布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在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方面，将着力
推进村镇环境连片整治。深化“以奖促治”、“以奖代补”政策，扩大农村环境连片
整治范围；加强农药化肥使用环境安全监管，开展农业环境保护绩效评估和农业
源污染监测试点，加大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力度，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深入
开展耕地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改编自中国环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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