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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时，提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明确要求，把“环境美”

作为新江苏建设的重要内涵，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5 年来，江苏以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为全国发展探路”的使命意识，

将建设生态文明当作是关系人民福祉和关乎民族未来的重大问题，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创新实践，以美丽江苏建设的成就助力美丽中国建设，蹄

疾步稳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以坚定的政治责任为建设“环境美”新江苏提供根本保证

生态环境中有政治，保护环境既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任务，也是重大的政治责任，生态文明建设是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

为严格落实中央文件精神，不断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先后出台《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

定（试行）》《江苏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实

施考核办法》等规章制度。坚持绿色发展、环保优先、生态安全、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方针，按照依法

依规、党政同责、归属明晰、权责一致、多方联动的原则，将绿色 GDP 纳入干部考核体系。生态文明建设

目标实行一年一评价、五年一考核机制，生态环境指标被正式纳入全省干部考核体系，考核结果作为各设

区市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干部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同时，明确了党委和政府对本行

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及环境质量负总责，环境保护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管，

党委和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法院和检察院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职责。2019年 1月，江

苏省委、省政府印发了《江苏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工作规程》，规范了工作程序，在环

保问责调查、提出问责建议、移送问责事项、组织实施问责、跟踪结果落实五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可操作

性步骤，进一步规范了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工作，夯实了地方党委、政府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激活了江



苏各地和各级党政部门推进“环境美”新江苏建设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以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为建设“环境美”新江苏制定刚性约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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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增强制度执行力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从加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整体构建

的高度推进“环境美”新江苏建设。

江苏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把建设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当作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把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当作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大物质基础；把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当作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产生成效的考评导向；把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

系，当作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可逾越的基本底线；把建设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当作促进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2013年全国首个省级生态文明建设规划——《江苏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13—2022）》颁布，明确提

出率先划定生态红线，率先开展绿色发展评估，扎实推进生态空间保护、经济绿色转型、环境质量改善、

生态制度创新等“七大行动”。同年，江苏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程率先建成全国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的意见》，明确了坚持“率先建成生态省，率先建成全国生态文明示范省”的目标不动摇。

2015年，为认真贯彻中央相关文件精神，江苏在全国率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

突出率先导向、问题导向和改革导向。2016年，具有引领作用的支柱性文件《江苏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

施方案》《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综合改革方案》先后出台，为全省落实中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探索地方优秀环保经验再添制度利器。

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努力形成符合中央要求、具有江苏特色的生态环

保制度体系，如以产业准入和区域准入为核心的环境准入制度来构建环境质量和污染总量的“双控”机制、

跨区域生态合作治理制度、构建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实行环境污染有奖举报制度、实施生态补偿和构建

独具江苏特色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推动生态民间组织发展制度，等等，使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

绿色制度“堤坝”得到逐步完善，人民群众对于“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的民生诉求得到了切实回应。

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建设“环境美”新江苏增添民生福祉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建设“环境美”新江苏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就是在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所想、所盼和所急。

江苏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程，环境治理成效明显。然而，人口密度大、经济体量大、开发强度大，

全省仍处于环境高风险阶段，污染防治仍是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苏在经济领跑过程中遇到

的资源环境问题仍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面对生态环境领域深层次矛盾，江苏省委、省政府坚持

目标导向、系统思维，以高度的共识、高度的警醒、高度的自觉，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工作，以更

大决心、更大勇气、更大力度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奋力推动江苏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2016 年底开始，为解决百姓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江苏实施了“263”专项行动，从红头文件到铁腕

出招，从省委、省政府“一把手”亲自推进，到舆论广泛关注、全社会积极参与，彰显出一个经济大省绿



色发展的行动自觉。“263”专项行动剑指矛盾最突出、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环境问题，是一个紧盯矛盾

关键、补齐生态短板、清除环保沉疴顽疾的“加强版”绿色行动，也是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

动江苏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全省各级均成立“263”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集中办公，

实体化运行，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党政“一把手”抓部署、抓协调、抓督办，各级干部

既“挂帅”又“出征”，敢于责任担当，现场督察、突击夜查、不定期巡查，以“拔钉子”的韧劲狠抓问

题整改。两年多来，江苏以“压倒性思维”“压倒性力量”迅速形成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压倒性态势”。

江苏大力推进环境综合整治，强化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集中整治突出环境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群

众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在“环境美”上取得了明显成绩，谱写出江苏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