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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爱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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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

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江苏拥有鱼米之乡的自然禀赋、控江扼海的区位优势和蒸腾澎湃的经济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生态文明建设十分关心和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全省深入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嘱托，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集中力量打好主攻仗。近年来，

江苏省坚持绿色发展，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牢固抓住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的契机，

全面压实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责任，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生态环境高质量，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

生态文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绿色转型

以新发展理念作为发展的指挥棒、行动的度量衡，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

式。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三二一”标志性转变，全省绿色发展指数明显提升。出台《关于加快全省化工

钢铁煤电等行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和《沿海化工园区（集中区）整治工作方案》，深入推

进长江经济带化工污染整治和化工企业“四个一批”专项行动。依法依规关闭“散乱污”企业、独立炼铁

企业，关停落后煤电机组，取缔“地条钢”违法生产企业，关闭退出城镇人口密集区危化品生产企业。优

化能源结构，单位 GDP能耗、万元 GDP用水量明显下降。把超低排放改造范围扩大到所有燃煤机组，锅炉

淘汰标准提升到 35蒸吨。完成一批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煤炭消费总量大幅减少，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

比重下降到 60%以下。优化空间结构，出台《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划》，划定 16大类 480块生态

红线区域。制定《江苏省海洋生态红线实施监督管理办法》，对沿海 3 市陆域、海域生态空间实施严格管

控。优化运输结构，推动运输发展方式从单一独立发展向多方式协同发展转变，提高各种运输方式的组合

优势和整体效率，形成宜公则公、宜铁则铁、宜水则水、宜空则空的运输分担。推进大宗货物运输“公转

铁、公转水”，实施柴油货车和船舶、非道路移动机械和车船燃油整治，推广新能源汽车应用。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环境质量根本性好转



江苏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继续下硬功夫、啃“硬骨头”，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这场大仗苦

仗硬仗。

更大决心防治大气污染。建立“1+13”专家帮扶模式，省级聘请首席顾问领衔，帮助 13个设区市分别

组建专家支撑团队，及时会诊大气污染成因，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主动为地方加强重点污染排放监测分

析，定期发布污染防治攻坚战月报、空气质量达标形势分析等报告，帮助地方既坚定治污决心，更提振治

污信心。召开扬尘治理推进会、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进会，全力推进重点任务落实。

更实举措防治水污染。狠抓水污染防治在建工程建设，确保完成序时进度，以过硬成果迎接全国人大

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制定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实施方案、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工作方案，全力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国家警示片披露“17+1”项问题已完成整改 10个，省级问题台

账整改事项 91个，已完成整改 44项。全省通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

年）》，推动养殖池塘生态化改造。开展“千吨万人”乡镇级水源地基础信息调查，确定 57个水源地清单，

确保实现饮用水绝对安全。推进入海排污口排查工作，启动海洋环境容量研究。

更加系统防治土壤污染。编制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完成农

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成果集成，稳步推进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应用试点。

大力推进危废集中处置设施建设，2019年总处置能力较 2018年底新增 22万吨以上。

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打造美丽江苏绿色本底

江苏制定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打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第一仗，持续改善和

提升乡村人居环境。一是扎实推进苏北地区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改善。自 2018年 9月全面启动苏北农民群众

住房条件改善工作以来，苏北地区 34个涉农县（市、区）已基本完成镇村布局规划优化，各地计划实施项

目开工率达 83.7%，省定 10万户年度改善任务到 2019年底将顺利完成。全省累计完成近 20万户农村危房

改造任务，发放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共计 23.9亿元，有效帮助困难群众实现“解危安居”。二是加快镇村

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建设。率先构建“组保洁、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城乡统筹生活垃圾收运体系，

首批通过国家十部委的联合考核验收，基本实现了建制镇垃圾中转站、行政村生活垃圾收集点全覆盖。2018

年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以来，在积极引导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就地减量，有机垃圾资源化

利用的基础上，持续完善“组保洁、村收集、镇运转、县处理”的城乡统筹生活垃圾收运体系。目前，省

级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示范乡镇（街道）已达到 119个，开展全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乡镇总数超过 200

个，全省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运率已超过 95%。三是启动实施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建成省级美丽宜居村庄

超过 1000个、市级美丽宜居村庄超过 1万个，29 个村庄入选全国美丽宜居村庄，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在

此基础上，创新探索推进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全省已公布了三批共 136 个试点村庄，首批试点村庄建设已

经接近尾声，第二批试点村庄项目进入深入实施阶段，第三批试点村庄已陆续实施。

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共享生态环境高质量成果

近年来，江苏既抓好突出环境问题整治，不断增强各方面的环保获得感满意度，更注重提升污染防治

能力，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累计建成国家生态市县、国家生态工业园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

的数量均为全国第一。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江苏生态文明建设的群众满意度达 89.8%。

省政府出台生态环境监测监控系统、环境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标准体系三个基础性工程建设方案，计划投

资 47亿元，着力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监控网络，针对城乡污水、危废处理处置等 7大领域，规划建

设 1195个项目；制定修订环境质量、污染物排放等 6大类共 100项标准，切实发挥标准引领支撑作用。确



立企业环保信任保护原则，强化“生态环保干好干坏不一样”的政策导向，对守法情况好的企业，给予减

少检查频次、简化项目环评程序、优先安排补助资金等激励政策。推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深化生态

补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制度改革。出台绿色金融等激励措施，增强各类主体主动治污的内生动力，切

实做到生态文明的共建共治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