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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准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着力点

陈志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提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环境基础设施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基础保障，是完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撑。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制定实施《江

苏省环境基础设施三年建设方案（2018—2020 年）》，加快补齐垃圾、污水、危废等治理能力短板。2022 年，江苏出台了全国

首个省级生态环境领域基础设施“十四五”专项规划，保障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为全面提升我省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夯实物质保障和硬件基础。随着污染防治攻坚进入“深水区”，污染减排的空间进一步收窄，末端治理

边际效益愈发凸显，更加需要建设系统完备且适度超前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我们要牢牢抓住全国唯一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试点省契机，更大力度建设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加强系统谋划，补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立足长远和全局，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紧紧抓住长江经济带、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机遇，高质量谋划一批引领带动作用强、生态环境效益明显的重大项目。一方面，坚持目标导向，把

《江苏省“十四五”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作为工作的“任务书”和“路线图”，统筹谋划、全面落实城镇污水收集处

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业废水处理、生活垃圾收运处置、危废与一般工业固废处置利用、生态保护基础能力、清洁能源供

应能力、生态环境监测监控能力、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能力等九大领域重点建设任务，努力建成系统完备、布局合理、安

全高效、绿色低碳的现代化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体系。另一方面，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不同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突出“病症”和难

点问题，指导各地科学编制区域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谋划一批重点项目，分类分步推动实施，确保取得治理实效。比

如，针对城镇污水收集处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工业废水集中处理短板，谋划一批提升截污治污能力项目，有针对性地补齐

能力缺口；在长江、太湖、大运河、沿海等重点流域、重要生态廊道、重点生态交汇区，开展生态安全缓冲区、“生态岛”试

验区建设，通过科学适度的人工干预措施，切实增强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和平衡能力，放大生态效益。

强化组织实施，提高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制定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年度工程计划，细化方案、倒排工期、责任到人，

全力推进各项建设任务和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在污水处理方面，充分运用城镇区域水污染平衡核算结果，推动全省城市污水集

中收集率每年提升 5 个百分点、有条件地区率先实现污水 100%收集处理；按照“总量平衡、适度超前”原则，统筹优化城镇污

水处理设施布局，持续推进“污水处理提质增效达标区”建设，加快消除污水管网空白区和城区污水直排口；推动工业废水与

生活污水分质处理，科学实施污水处理厂新一轮提标改造；因地制宜开展农村污水治理，规范和加强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监

管。在固废处置利用方面，以全域“无废城市”建设为契机，建设一批补短板、强基础、利长远的固体废物利用处置工程项目，

加强中小微企业危险废物集中收运处一体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污染治理效能；统筹城乡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布局和能力建设，

积极推进集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和焚烧炉渣资源化利用等设施于一体的静脉产业园以及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建设。在

监测监控方面，进一步强化大气、水、生态等领域自动监测监控能力建设，加快完善工业园区污染物排放限值限量监测监控体

系，综合应用环境 DNA、AI 识别等技术提升生物多样性监测水平，完善生物多样观测网络，稳步提升全省生物多样性观测能力。

抓好长效管理，提升生态环境基础设施运维水平。生态环境基础设施要发挥效益，运维管理是关键。当前，我省生态环境

基础设施部分领域重建设、轻管理现象较为突出，甚至有些治理设施成为“晒太阳”工程，造成资源浪费。因而，要积极探索

多元化管理机制，建立与成本挂钩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重点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在电价等方面的支持力度。积极推

行“厂—网—河（湖）”一体化运行维护机制，有序推进管网改造与修复，保障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健

全完善农村污水治理管护机制，抓紧出台省级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办法，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坚决消除设施“晒太

阳”现象。着力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鼓励技术能力强、运营管理水平高、信誉度良好、有社会责任感的市场主体公平进入生

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积极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模式。加快完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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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统计管理，加强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推广应用，提升绿色智能化发展水平。积极整合资

源，做好统筹规划，进一步扩大“绿岛”项目布点和建设规模，形成“群岛”效应，实现“集约建设、共享治污”，切实提高

设施利用率。

聚焦服务保障，凝聚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合力。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有资金需求，又有用地需求，

还有用能需求，良好的服务保障是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有效落地的关键。一是健全完善指挥调度工作体系。依托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指挥体系，加快建立“纵向贯通、横向连通、纵横融合”的协同推进机制。省级层面，相关部门在做好条线任务编排

和业务指导的基础上，建立定期会商机制，及时协调解决重难点问题，加快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市县层面，严格落

实建设主体责任，成立工作专班、建立协调机制、实行分级调度，全力推进各项重点工程项目建设。二是提高要素资源保障水

平。按照“要素跟着项目走”的要求，着力破解各项要素制约。开辟绿色通道，实行并联审批，推广“拿地即开工”的有效做

法，依法依规加快项目审批、规划用地、环境评价、施工许可等手续办理，高效做好煤电油气运等调节，优先保障重点工程用

能需求。积极推动环境基础设施“图斑”嵌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提出强制性要求，有效规避“邻避”风险，破解用地难等问

题。三是强化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把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各级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建立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

制，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级各类专项资金支持。充分运用“环保贷”“环保担”等政策工具，积极探索生态环境导向开发（EOD）

模式，实施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撬动更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加大督察考

核推进力度。将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纳入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领域真抓实干等考核体系，

作为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要内容，进一步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同时，对建设成效显著的地区，加强宣传推广，积极树立典

型，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作者系江苏省生态环境厅一级巡视员）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8pLOALknL0Y6MwFmNkZ8F97CUsp8bcjmJg9tdTLWOlvYHyJN-HyiJ7l6Uq0UNwP_FaCmSsGHtxYIVGSMytt1SxsHSXhImfwtKktwuo5B89aBDYhp6p4WlA==&uniplatform=NZKPT

	把准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着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