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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全面小康生态底色的创新实践 

周国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很关键。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亮丽

底色。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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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取得显著成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生态环境基础。 

“十三五”期间，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江苏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着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着力解决突出环

境问题，着力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全省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全

面小康的底色更绿。 

擦亮底色，源于厚植理念。生态兴则文明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在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尤其是绿色发展理念。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促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近年来，

江苏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勇气、攻城拔寨的拼劲，大力

发展绿色产业，加快推动能源革命，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切实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从

实施退耕还林、退圩还湖等生态保护重大工程，到实行河湖长制，从“263”专项行动，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美丽江苏

建设正在提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持续增强，全社会绿色发展氛围持续浓厚。 

擦亮底色，行于摸清家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

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基础性工作。2016 年，我省就选择了无锡宜兴市、南通如皋市和淮安

洪泽区开展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试点工作，3个地区分别编制了 2014年至 2015年的土地、林木和水 3个资源资产账户，

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了宝贵的探索经验。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通力合作，依托试点成功经验进行拓展运用，克服基础资料

缺口大、技术加工和处理难度大等问题，在规范调查制度、提升数据质量、建立监测机制等方面加大推进力度，自然资源资产

负债表编制工作逐渐增点扩面，取得积极进展。自然资源家底的逐渐摸清，为一定程度检验污染防治成效、构建山水林田湖草

生命共同体、开展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持。 

擦亮底色，成于评价指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统计体制”，这对发挥好统计监督职能提出了明确要求。“十三

五”以来，江苏系统化的评价体系已成为督促和引导各地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指示器、风向标、指挥棒。2017 年 7 月，省委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实施办法》，省级有关部门联合印发《江苏省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每年对各设区市生态文明建设情况进行监测评价。2018年，江苏从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性

和动态性特征出发，立足省情实际和阶段性特征，以省委提出的“六个高质量”发展部署为思路框架，率先在全国研究构建高

质量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组织开展监测评价考核工作，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指标被作为共性指标纳入其中。“的必先立，

矢以从之”，全省各地不断破难题、补短板、强弱项、锻长板，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比学赶超、各展所长、争先进位、竞

相发展。 

擦亮底色，优于倾听民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我们就在哪方面下功

夫，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同样，生态环境好不好，老百姓最有发言权。为及时掌握了解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满意度、

认可度，主动回应群众对“美丽江苏”建设的动态诉求，“十三五”期间，江苏通过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系统，遵循随机抽样

原则，每年开展全省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调查内容涉及自然环境、公共环境卫生、污染状况、村庄环境整治和总体评价

等方面。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结果，能够客观真实反映各地区民众对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获得感，也方便查找生态环境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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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五年来，各地区、各部门高度关注各项指标的满意度变动情况，坚持以民心民意为指引，不断改进工作，

建设公众满意的生态文明。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十三五”期间，江苏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

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擦亮了全面小康的生态底色。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三五”期间，全省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四项主要污染物排放分别下降约

28.4%、25.8%、14%、14.6%，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全省林木覆盖率由 22.5%提高到 24%，太湖治理连续十三年实现“两

个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数量居全国前列。2020 年，全省 PM2.5平均浓度首次“破 4”，达到 38 微克/立方米，优良天

数比率达 81%;104 个水环境国考断面优Ⅲ类比例达 87.5%，无劣 V 类断面；380个水环境省考断面优 III类比例达 91.5%，无劣

V类断面；主要入江支流和入海河流断面全面消除劣Ⅴ类，创“十三五”以来最好水平；全省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达标率为 99.7%。 

绿色转型发展动能强劲。“十三五”期间，江苏地区生产总值连跨三个万亿元级台阶，由 7.13万亿元跃升至 10.27万亿元，

人均达 12.5 万元，居各省、自治区之首，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调整为 4.4∶43.1∶52.5，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提高；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46.5%，比“十二五”末提高 6.4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

比重达 37.8%，比“十二五”末提高 8.4个百分点；累计关停取缔“散乱污”企业 57275家，处置“僵尸企业”876家，累计实

现煤炭、钢铁去产能 3037万吨，关停化工企业 4454家，累计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 174家、绿色园区 14家，数量居全国第一。 

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十三五”期间，全省碳排放强度降低 24%，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20%以上，均超额完成国

家下达的目标任务；全省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十二五”末分别下降 25%、20%以上，农田灌溉水有效利

用系数达到 0.614；“十三五”期间，全省电网新能源装机规模达 3496 万千瓦，较“十二五”末增长 369.9%;2020 年底，全省

煤电机组全部达到超低排放水平。 

“十三五”期间，江苏以先行者的担当、开拓者的创新、奋斗者的自觉，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扎实举措，擦

亮了全面小康的生态底色。实干为要，行胜于言。我们要继续谱写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十四五”新篇章，履行好“争当表

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重大使命，让绿色发展之美成为“强富美高”新江苏的亮丽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