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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打响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记者董峻、高

敬）24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意见》提出，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着力

打好碧水保卫战，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

大气污染防治方面，意见明确，编制实

施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作战计划，以京津冀

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为主

战场，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

构、用地结构，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和重污染

天气应对，进一步明显降低PM2.5浓度，明显

减少重污染天数，明显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明显增强人民的蓝天幸福感。

水污染防治方面，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扎实推进河长制湖长制，坚持污

染减排和生态扩容两手发力，加快工业、农

业、生活污染源和水生态系统整治，保障饮

用水安全，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减少污染严

重水体和不达标水体。

土壤污染防治方面，全面实施土壤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突出重点区域、行业和污染

物，有效管控农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土壤环

境风险。具体措施集中在强化土壤污染管

控和修复、加快推进垃圾分类处理、强化固

体废物污染防治等领域。

意见确定了到2020年三大保卫战具体

指标：全国 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

度比2015年下降18%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0%以上；全国

地表水一至三类水体比例达到70%以上，劣

五类水体比例控制在5%以内；近岸海域水

质优良（一、二类）比例达到70%左右；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比2015年减少15%以

上，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减少10%以上；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左右，污染

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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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新华社北京 6 月 24 日电 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2018年6月16日）

良好生态环境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的内在要求，是增进民生福祉的优先领

域。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升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中国，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深刻认识
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形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谋划开展了一系

列根本性、长远性、开创性工作，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从实践到认识发

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各地区

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体系加快形成，全面节约资源有效推进，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深入实施，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进展顺利，

核与辐射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生态文明建

设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要步伐，

我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

者、贡献者、引领者。

同时，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

保护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存在许多不

足。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生态环境保护认识

不到位，责任落实不到位；经济社会发展同

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仍然突出，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城乡区域

统筹不够，新老环境问题交织，区域性、布

局性、结构性环境风险凸显，重污染天气、

黑臭水体、垃圾围城、生态破坏等问题时有

发生。这些问题，成为重要的民生之患、民

心之痛，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制约，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明显短板。

进入新时代，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对生态环境保护提出许多新要求。当

前，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

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

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的窗口期。必须加大力

度、加快治理、加紧攻坚，打好标志性的重

大战役，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二、深入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站在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深刻回答了为

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

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系统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

力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建设生态文明

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

族未来。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自然就

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

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

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还自然以宁

静、和谐、美丽。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

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

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

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必

须坚持和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平衡和处理

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推动形成绿色发展

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人息息相关。环

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

福。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点解决损

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提供更多优

质生态产品。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生

态环境是统一的有机整体。必须按照系统

工程的思路，构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着力

扩大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全方位、全地

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

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
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

靠法治。必须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

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让制度成为刚性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

压线。

坚持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美丽中

国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

的事业。必须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牢

固树立生态文明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把

建设美丽中国化为全民自觉行动。

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

明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

容。必须同舟共济、共同努力，构筑尊崇自

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推动全球生态环

境治理，建设清洁美丽世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推进美丽中国

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

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必须用以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教育广大干

部增强“四个意识”，树立正确政绩观，把生

态文明建设重大部署和重要任务落到实

处，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

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

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

三、全面加强
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领导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强化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

态环境保护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统筹

协调处理重大问题，指导、推动、督促各地

区各部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政策措

施。

（一）落实党政主体责任。落实领导干

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严格实行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

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

政治责任，对本行政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及生态环境质量负总责，主要负责人

是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

至少每季度研究一次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其他有关领导成员在职责范围内承担相应

责任。各地要制定责任清单，把任务分解

落实到有关部门。抓紧出台中央和国家机

关相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各相

关部门要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制定

生态环境保护年度工作计划和措施。各地

区各部门落实情况每年向党中央、国务院

报告。

健全环境保护督察机制。完善中央和

省级环境保护督察体系，制定环境保护督

察工作规定，以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为重点，

夯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

任，推动环境保护督察向纵深发展。完善

督查、交办、巡查、约谈、专项督察机制，开

展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行业专项督

察。

（二）强化考核问责。制定对省（自治

区、直辖市）党委、人大、政府以及中央和国

家机关有关部门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

办法，对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执法情况、年度

工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生态环境质量状

况、资金投入使用情况、公众满意程度等相

关方面开展考核。各地参照制定考核实施

细则。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

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

严格责任追究。对省（自治区、直辖

市）党委和政府以及负有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彻底、生态

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执行不到

位、污染防治攻坚任务完成严重滞后、区域

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约谈主要负责人，同

时责成其向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深刻检

查。对年度目标任务未完成、考核不合格

的市、县，党政主要负责人和相关领导班子

成员不得评优评先。对在生态环境方面造

成严重破坏负有责任的干部，不得提拔使

用或者转任重要职务。对不顾生态环境盲

目决策、违法违规审批开发利用规划和建

设项目的，对造成生态环境质量恶化、生态

严重破坏的，对生态环境事件多发高发、应

对不力、群众反映强烈的，对生态环境保护

责任没有落实、推诿扯皮、没有完成工作任

务的，依纪依法严格问责、终身追责。

四、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

（一）总体目标。到2020年，生态环境

质量总体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

减少，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生态环境保

护水平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

具体指标：全国细颗粒物（PM2.5）未达

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比2015年下降18%

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率达到 80%以上；全国地表水Ⅰ－Ⅲ类

水体比例达到 70%以上，劣Ⅴ类水体比例

控制在5%以内；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

类）比例达到 70%左右；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排放量比2015年减少15%以上，化学需

氧量、氨氮排放量减少10%以上；受污染耕

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0%左右，污染地块安

全利用率达到 90%以上；生态保护红线面

积占比达到 25%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

23.04%以上。

通过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确保到

2035年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空间格

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总体形

成，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

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生态文明

全面提升，实现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基本原则
——坚持保护优先。落实生态保护红

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硬约束，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形成绿色发

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强化问题导向。以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为核心，针对流域、区域、行业特点，聚

焦问题、分类施策、精准发力，不断取得新

成效，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突出改革创新。深化生态环境保

护体制机制改革，统筹兼顾、系统谋划，强

化协调、整合力量，区域协作、条块结合，严

格环境标准，完善经济政策，增强科技支撑

和能力保障，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的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

——注重依法监管。完善生态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体系，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行政

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依法严惩重罚

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下转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