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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碳」目標確定不移 行動決不受他人左右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17日至18
日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今後五年是美麗中國建設的重要時
期，要深入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思想，堅持以人
民為中心，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把建設
美麗中國擺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突出位置，推動城鄉人居環境
明顯改善、美麗中國建設取得顯著成效，以高品質生態環境支撐高
質量發展，加快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習近平：加快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
出席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 強調以高品質生態環境支撐高質量發展

李強主持會議。趙樂際、王滬寧、
蔡奇、李希出席會議。丁薛祥作

總結講話。

由全球環境治理參與者到引領者
習近平在講話中強調，黨的十八大
以來，我們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關係
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開展
了一系列開創性工作，決心之大、力
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態文
明建設從理論到實踐都發生了歷史
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美麗中國
建設邁出重大步伐。我們從解決突出
生態環境問題入手，注重點面結合、
標本兼治，實現由重點整治到系統治
理的重大轉變；堅持轉變觀念、壓實
責任，不斷增強全黨全國推進生態文
明建設的自覺性主動性，實現由被動
應對到主動作為的重大轉變；緊跟時
代、放眼世界，承擔大國責任、展現
大國擔當，實現由全球環境治理參與
者到引領者的重大轉變；不斷深化對
生態文明建設規律的認識，形成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思想，
實現由實踐探索到科學理論指導的重
大轉變。經過頑強努力，我國天更
藍、地更綠、水更清，萬里河山更加
多姿多彩。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成
就舉世矚目，成為新時代黨和國家事
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
的顯著標誌。

生態環境保護壓力尚未根本緩解
習近平強調，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結
構性、根源性、趨勢性壓力尚未根本
緩解。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進入加快
綠色化、低碳化的高質量發展階段，
生態文明建設仍處於壓力疊加、負重
前行的關鍵期。必須以更高站位、更
寬視野、更大力度來謀劃和推進新征
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譜寫新時代生
態文明建設新篇章。

李強：扎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李強在主持會議時指出，習近平
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全面總結了我國生
態文明建設取得的舉世矚目的巨大成
就特別是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
化，深入分析了當前生態文明建設面
臨的形勢，深刻闡述了新征程上推進
生態文明建設需要處理好的重大關
係，系統部署了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
設的戰略任務和重大舉措，為進一步

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要認真學
習領會、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
要講話精神，深刻領悟「兩個確立」
的決定性意義，堅決做到「兩個維
護」，把貫徹落實會議精神和深入開
展主題教育結合起來，進一步激發做
好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強大動力，扎
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加快建設美麗
中國。

丁薛祥：持之以恒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
丁薛祥在總結講話中指出，要深

入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和習近
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以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
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堅決扛起
美麗中國建設的政治責任，加快推進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要持之
以恒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推動生態
環境質量持續改善；把綠色低碳發展
作為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節約資源和
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
產方式、生活方式；堅持人與自然和
諧共生，加大生態保護和修復力度，
完善生態保護修復監管制度；瞄準既
定目標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
堅持先立後破，扎實推進能源綠色低
碳轉型；強化底線思維，常態化管控
生態環境風險，築牢美麗中國建設的
生態安全根基；保持嚴的基調，深入
開展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和執法監管，
嚴厲打擊生態環境違法行為。各地
區、各部門、各單位要加強組織領
導，嚴格落實責任，強化支撐保障，
確保黨中央決策部署落到實處、見到
實效。
生態環境部、自然資源部、國家發
展改革委、財政部、內蒙古自治區、
浙江省、湖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負
責同志作交流發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

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領導同
志，國務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全國政協有
關領導同志出席會議。
會議以電視電話會議形式召開，各

省區市和計劃單列市、新疆生產建設
兵團黨政主要負責同志和有關部門主
要負責同志，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
門、有關人民團體、軍隊有關單位主
要負責同志，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機
構和企業負責同志等參加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全國生態環境保
護大會17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習近平指出，
總結新時代十年的實踐經驗，分析當前面臨的新
情況新問題，繼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必須以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正
確處理幾個重大關係。一是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
保護的關係，要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
劃發展，通過高水平環境保護，不斷塑造發展的
新動能、新優勢，着力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經濟體

系，有效降低發展的資源環境代價，持續增強發
展的潛力和後勁。二是重點攻堅和協同治理的關
係，要堅持系統觀念，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
方面，對突出生態環境問題採取有力措施，同時強
化目標協同、多污染物控制協同、部門協同、區域
協同、政策協同，不斷增強各項工作的系統性、整
體性、協同性。三是自然恢復和人工修復的關係，
要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構
建從山頂到海洋的保護治理大格局，綜合運用自然

恢復和人工修復兩種手段，因地因時制宜、分區
分類施策，努力找到生態保護修復的最佳解決方
案。四是外部約束和內生動力的關係，要始終堅持
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保持常態
化外部壓力，同時要激發起全社會共同呵護生態環
境的內生動力。五是「雙碳」承諾和自主行動的關
係，我們承諾的「雙碳」目標是確定不移的，但達到
這一目標的路徑和方式、節奏和力度則應該而且必須
由我們自己作主，決不受他人左右。

將資源環境要素納入市場化配置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全國生態環境保

護大會17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習近平指出，
要健全美麗中國建設保障體系。統籌各領域資源，
匯聚各方面力量，打好法治、市場、科技、政策
「組合拳」。要強化法治保障，統籌推進生態環
境、資源能源等領域相關法律制修訂，實施最嚴格
的地上地下、陸海統籌、區域聯動的生態環境治理
制度，全面實行排污許可制，完善自然資源資產管
理制度體系，健全國土空間用途管制制度。要完善
綠色低碳發展經濟政策，強化財政支持、稅收政策
支持、金融支持、價格政策支持。要推動有效市場
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將碳排放權、用能權、用水
權、排污權等資源環境要素一體納入要素市場化配

置改革總盤子，支持出讓、轉讓、抵押、入股等市
場交易行為，加快構建環保信用監管體系，規範環
境治理市場，促進環保產業和環境服務業健康發
展。要加強科技支撐，推進綠色低碳科技自立自
強，把應對氣候變化、新污染物治理等作為國家基
礎研究和科技創新重點領域，狠抓關鍵核心技術攻
關，實施生態環境科技創新重大行動，培養造就一
支高水平生態環境科技人才隊伍，深化人工智能等數
字技術應用，構建美麗中國數字化治理體系，建設綠
色智慧的數字生態文明。

相關部門要認真落實責任清單
習近平強調，建設美麗中國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

現代化國家的重要目標，必須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
領導。黨中央、國務院近期將對全面推進美麗中國
建設作出系統部署。各地區各部門要不斷增強責任
感、使命感，不折不扣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
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堅決扛起美麗中國建設的政治
責任，抓緊研究制定地方黨政領導幹部生態環境保護
責任制，建立覆蓋全面、權責一致、獎懲分明、環環
相扣的責任體系。相關部門要認真落實生態文明建設
責任清單，強化分工負責，加強協調聯動，形成齊抓
共管的強大合力。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要加強生態文
明保護法治建設和法律實施監督，各級政協要加大生
態文明建設專題協商和民主監督力度。要繼續發揮
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利劍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全國生態環
境保護大會17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
習近平強調，要持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堅戰，堅持精準治污、科學治污、依法治
污，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展廣度，深入
推進藍天、碧水、淨土三大保戰，持續改
善生態環境質量。要加快推動發展方式綠色
低碳轉型，堅持把綠色低碳發展作為解決生

態環境問題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綠色生產
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質量發展的綠色底
色。要着力提升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持
續性，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力度，切實加強生
態保護修復監管，拓寬綠水青山轉化金山銀
山的路徑，為子孫後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態
空間。要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堅持
全國統籌、節約優先、雙輪驅動、內外暢

通、防範風險的原則，落實好碳達峰碳中和
「1+N」政策體系，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
的能源體系，加快構建新型電力系統，提升
國家油氣安全保障能力。要守牢美麗中國建
設安全底線，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積極有
效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切實維護生態安全、
核與輻射安全等，保障我們賴以生存發展的
自然環境和條件不受威脅和破壞。

◀ ▲7月17日至18日，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李強、趙樂際、王滬
寧、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會議。 新華社

◆位於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二塘鎮的貴州金元梅花山農業光伏電站。 新華社

切實維護生態安全、核與輻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