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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治之端也。
2005年，松花江发生重大水

污染事件，国家累计投入治污资
金78.4亿元，但涉事企业仅被依
法顶格罚款 100 万元。与之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2017年法院为造
成腾格里沙漠严重污染的八家化
工企业，开具了5.69亿元的“天
价罚单”。

从设置环保处罚上限到实施
严惩重罚，新修订的“史上最严
环保法”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断
健全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美
丽中国建设持续保驾护航。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
依靠制度、依靠法治

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
立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
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
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可靠保障。”良法才能保障善
治。必须着力解决违法成本过
低、处罚力度不足问题，统筹
解决生态环境领域法律法规存
在的该硬不硬、该严不严、该
重不重问题。

曾经，中国一些地方出现严
重破坏生态环境事件，如甘肃祁
连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
新疆卡山自然保护区违规“瘦
身”、秦岭北麓西安段圈地建别
墅等，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
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
位、惩处不得力有关。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运用制
度的刚性划定红线，为环境保护
提供切实制度保障。

浙江杭州的西溪湿地，作为
全国首个国家湿地公园，当地通
过实施一套整体保护、系统修
复、综合治理的制度举措，一改
往日河道淤塞、水质恶化的自然
环境，重现“一曲溪流一曲烟”
的诗画美景，让制度成为生态文
明建设的有力保障。

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
治保护生态环境是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核心要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
入 推 进 中 央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从 2015 年底试点开始到现
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完

成对 31 个省 （区、市） 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的两轮全覆盖，并
对一些部门和中央企业开展了督
察，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经
济效果、社会效果和环境效果。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推动
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落
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压实了
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得到有效贯彻
落实；解决了一大批突出生态环
境 问 题 ； 促 进 了 经 济 高 质 量
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长出了“牙齿”

青山绿水离不开法治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制度
建设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中之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着力
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
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
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
期，为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
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提供
了制度保障。

这十年，生态环境立法实现
从量到质的全面提升。将生态文
明写入宪法；“史上最严”环境
保护法确立了按日连续处罚、查
封扣押、行政拘留等制度；制定
修订了 20 多部生态环境相关的
法律，涵盖了大气、水、土壤、

噪声等污染防治领域，以及长
江、湿地、黑土地等重要生态系
统和要素……中国生态环境领域
现行法律达到 30 余部，初步形
成了覆盖全面、务实管用、严格
严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
境保护法律体系。

这十年，生态文明制度出台
最密集。中国建立和实施了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生态文明目
标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河湖长
制、生态保护红线、排污许可、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一系列制
度，“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
系基本形成。

这十年，监管执法尺度最
严。2021年全国环境行政处罚案
件数量，是新环保法实施前的
1.6 倍。2013 年至 2021 年，以污
染环境罪定罪的案件年均超过
2000 件，而 2013 年之前每年只
有几十件甚至一二十件。

实践证明，只有牢固树立制
度权威性，才能真正把生态领域
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避
免制度成为“橡皮筋”“稻草
人”，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坚实
的制度保障。

推进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
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
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构建一体谋
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
考核的制度机制。

《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
系的指导意见》 明确，到 2025
年，形成导向清晰、决策科学、
执行有力、激励有效、多元参
与、良性互动的环境治理体系。
要持续完善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
体系，推进精准、科学、依法治
污，充分调动各类主体参与环境

治理的积极性，推动督察发现问
题和警示片披露问题整改，加大
对企业的指导帮扶力度，加快构
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助力高质
量发展。

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必
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多方共
治，坚持市场导向，坚持依法治
理。提高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需要构建智慧高效的生
态环境管理信息化体系，不断完
善生态环境监测技术体系，提升
国家、区域流域海域和地方生态
环境监测基础能力，加强科研
攻关。

“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
则国家强”。中国生态文明制度
建设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整
体推进、积厚成势，再到全面统
筹、协同高效，走出了一条行之
有效的新道路。

新征程上，我们要把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构建好、完善好，有
机衔接各项体制机制，建设青山
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
丽中国，接续书写“中国之制”
新篇章，赓续创造“中国之治”
新辉煌。

（作者单位：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研究中心）

上图：俯瞰江苏省泗洪县双
沟镇新能源产业基地，大片光伏
板排列有序、整齐划一，犹如一
片蓝色海洋，蔚为壮观。

朱鹏程、王松竹摄影报道
下图：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

秦岭违建别墅拆除后建设的秦岭
和谐森林公园。

新华社记者 刘 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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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新境界

【近镜头】 在海南省政务公共
服务平台“海易办”上，叠加了

“三线一单”的地块查询功能成为
投资者决策的“小助理”——一块
土地所处的管控单元、投资是否触
碰当地生态约束底线等信息，一查
便知。

“三线一单”，即生态保护红
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
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是一套生态
环境分区的管控体系。从实际应用
来看，“三线一单”像一把“生态
标尺”，从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的角
度，规范区域内资源开发、项目建
设、产业布局等活动，推动生态环
境治理与监管。

为了便于投资者和相关部门掌
握信息，海南省率先开展“三线一
单”应用系统建设，并在成果数据
管理、动态更新及联网上报方面建
立了完善的信息化机制，让“三线
一单”更加直观、好用。

据海南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海南共划定 871 个环境管
控单元，并对每个环境管控单元制
定了有针对性的生态环境准入清
单，该清单既设立产业限制条件，

又指明投资方向，企业可根据自身
需求查询这份“投资说明书”，研
判拟投资项目的环境符合性。

截至目前，中国所有省份、地
市两级“三线一单”成果均完成政
府发布，基本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未来，“三

线一单”还将在应用中动态更新、
持续优化，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与保
护不断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

上图：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演丰
镇的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候
鸟在海滩和红树林间飞翔栖息。

张俊其摄 （人民图片）

生态标尺 守护碧海蓝天
本报记者 朱金宜

生态标尺 守护碧海蓝天
本报记者 朱金宜

【近镜头】 山间密林苍翠，山峦
繁花点点，祁连山北麓一个名叫炭山
岭的小镇满目葱茏，已不见煤矿的旧
迹。“前些年，这里山是黑的、水是
黑的、路是黑的，就连天上飞的麻雀
都黑黢黢的！”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 区 炭 山 岭 资 源 管 护 站 站 长 费 占
德说。

甘肃省武威市炭山岭镇周边富含
煤、铅、锌等矿产资源，曾一度因采
矿而“热闹非凡”：全镇不足 5 公里
长的道路沿线，分布着 55 家大小煤
场，前来运煤的重型卡车时常阻断道
路，黑煤灰落满沿路居民家的窗台。

而在祁连山南麓的青海境内，类
似的“畸形繁荣”也曾发生。过去，
在木里煤田等待运煤的重型卡车排成
数公里长蛇，“运煤的大卡车一过，
白羊成了黑疙瘩！”木里镇佐陇村牧
民色确加回忆道。

过度开发矿产资源，加之违法建
设运行水电设施、企业偷排偷放等问
题的影响，祁连山自然生态遭到严重
破坏，草原退化、雪线上升、气候干
旱等生态环境问题接踵而至，灵动秀
美的祁连山变得满目疮痍。

剜除脓疮，还需利刃。2016 年
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甘
肃；2017年7月，中办、国办专门就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
境问题发出通报；两年后，第二轮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正式启动，甘肃
被列入第一批督察名单，祁连山生态

破坏问题成为督察重点之一，督察组
在 当 地 对 整 改 进 展 逐 一 开 展 现 场
核实。

在督察推动下，祁连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内探采矿项目全部关停退
出，矿山环境全面治理恢复，对水电
站开展分类处置及生态修复，保障河

道生态基流足额下泄。如今，蓝马
鸡、白唇鹿、祁连圆柏等野生动植物
重回人们的视野，曾经蒙尘的祁连
山，正在由乱到治，重获新生。

下图：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境内的祁连山风光。

王 将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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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镜头】 打开手
机 里 的 “ 智 慧 林 长 ”
APP， 点 击 “ 上 班 ”，
选择“今日任务”……
就这样，江西省吉安
市长塘镇店下村的护
林员田月顺在他负责
的山林，开启一天的
巡护工作。“一旦发现
森 林 火 情 、 病 虫 害 、
盗砍滥伐等情况，只
需 在 APP 里 上 传 图
片、视频或语音，责
任 林 长 就 能 尽 快 处
置。”田月顺说。

在江西，像田月
顺这样被纳入信息化
平 台 的 生 态 护 林 员 ，
还有2万多名。用智能
化设备巡山护林，实
时记录巡山轨迹和发
现的问题，正在成为
江西从源头上保护林
草资源、推深做实林
长制的“标配”。

同为“标配”的，
还有“一长两员”的
新管理模式。为强化
林长制基层基础，实
施网格化管理，江西
省以县 （市、区） 为
单位，整合人员、资金和责任片区，每个网格对应
一名专职生态护林员，与基层监管员和林长共同组
成“一长两员”队伍，进一步压实管护责任，提升
管护专业化水平。

从划片分管的林长试点，到基本建立上下衔
接、职责明确的林长制组织体系和责任体系，全面
推行林长制是中国生态文明领域的一项重大制度创
新。今年6月，全面建立林长制的目标如期实现，全
国有近120万名各级林长护青守绿，实现了“山有人
管、林有人护、责有人担”。

得益于林长制的推动，全国森林草原资源保护
不断提质增效。2021 年，全国松材线虫病发生面
积、病死树数量自 2013年以来首次实现“双下降”；
全国森林火灾次数、受害森林面积、因灾伤亡人数
同比分别下降 47%、50%、32%。未来，林长制将不
断完善，为守住自然生态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上图：近年来，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以林长制
为抓手，开展植树造林，加强公益林保护，助力美
丽中国建设。图为泰和县桥头镇津洞村，苍翠的大
山脚下，村庄、稻田、公路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生
态画卷。 邓和平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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