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央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是 习 近 平

总 书 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

制度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取得显

著成效，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

折性、全局性变化。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为根本遵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

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大

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

创新，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各

地区各部门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作风

上全面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切关怀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批示，亲自审阅每一批督察工作安排、每一

份督察报告、每一份整改方案、每一份整改

落实情况，为督察工作指明方向。在督察制

度设计之初，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会议指出，建

立环保督察工作机制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

要抓手，对于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完善领导干部目标责任考核制度、追究领导

责任和监管责任具有重要意义。在取得阶

段性进展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制度建得好、用得好，敢于动真

格，不怕得罪人，咬住问题不放松，成为推

动地方党委和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落实生态

环境保护责任的硬招实招”。在督察向纵

深发展之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严

的基调，该查处的查处，该曝光的曝光，该

整改的整改，该问责的问责。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和《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为督察工作顺利进

行提供了坚强制度保障。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每次督察进驻的头等大事、第一要务，就是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在工作中对标对表、深刻体悟，制定

方案、建立台账，专人专组、逐项核实，坚决

查到底、盯到位，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不折不扣得到贯彻落实。在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有力推动下，甘肃祁

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破坏、陕西秦

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青海木里矿区

非法开采、吉林长白山违建高尔夫球场及

别墅等问题基本解决，一大批生态环境问

题整改深入进行，取得阶段性成效。许多

领导干部表示，经过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自身深受教育、深受震撼、深受警醒，切

实增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取得显著成效

中 央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工 作 深 入 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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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力夯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政治责任，强化督察问责、形成警示震慑、

推进工作落实、实现标本兼治，取得中央

肯定、百姓点赞、各方支持、解决问题的显

著成效。

全力夯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

护政治责任。各地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

有关中央企业自觉接受、全力配合督察，不

断强化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

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省份普遍成立

由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组长的督察领导

小组或督察整改领导小组，将督察工作作

为重大政治任务、重大民生工程、重大发展

问题。省级党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议常

态化研究部署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构建起齐抓共管

的“大环保”工作格局。

着力解决一大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督察工作坚持问题导向，紧密结合被督察

对象实际，聚焦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突出

矛盾和重大问题，敢啃“硬骨头”、专攻“老

大难”，以鲜明的态度、坚决的措施推动被

督察对象增加资金投入、补齐设施短板、解

决突出问题、完善工作机制。截至 2022 年

4 月底，第一轮督察和“回头看”整改方案中

明确的 3294 项整改任务，总体完成率达到

95%。第二轮前三批整改方案明确的 1227
项整改任务，半数已经完成。第四、五、六

批督察整改正在积极有序推进，一大批生

态环境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有 力 助 推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 。 督

察工作坚持服务大局，紧盯被督察对象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情况，推动

各地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

境高水平保护，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各地区以督察整改为契机，

围绕服务区域重大战略，着力推动经济社

会 发 展 全 面 绿 色 转 型 ，努 力 实 现 经 济 效

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多赢。例如，河北

省文安县大力推动人造板产业综合整治，

实现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传统产业向“绿”

而行。上海市杨浦滨江从“工业锈带”变

为“生活秀带”，昔日老工业企业集聚地成

为居民后花园。浙江省有序推进特色行

业整治和转型升级，改造提升杭州富阳造

纸、宁波慈溪橡胶、台州温岭造船、绍兴柯

桥 印 染 、金 华 兰 溪 纺 织 5 个 产 业 特 色 片

区。福建省宁德市加强海上养殖综合整

治，实现海洋生态环境优化，海上养殖业

健康可持续发展。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

期盼。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

“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坚决查处一

批破坏生态环境的重大典型案件、解决一

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督

察工作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把群众身边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作为督

察关注的“大事情”，公布信访举报电话和

信箱，及时受理转办群众举报，督促将群众

反映的生态环境问题查处到位、整改到位，

全面接受社会监督。截至 2022 年 4 月底，

两轮督察受理转办群众生态环境信访举报

28.7 万 件 ，已 办 结 或 阶 段 办 结 28.5 万 件 。

以“文字+图片+视频”方式公开曝光一批

典型案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不少群众

来电来信，表达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的支持和肯定。

着力建设生态环境保护铁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一支生态

环境保护铁军，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

担当，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

献。”扛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政治责

任，必须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持续强化督察队伍建设，为做好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旗帜鲜明讲政治。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代表中央权威，讲政治是第一要求。

督察工作时刻绷紧旗帜鲜明讲政治这根

弦，自觉从政治上研判形势、分析问题，在

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下想问题、做工作，始终

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

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严格执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工作规定》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整改工作办法》，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严格落实各项

保密规定，严格遵守督察纪律、程序和规

范，依法依规正确履行职责。各督察组进

驻伊始，第一时间成立临时党支部，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规范开展党内组织生活，

坚持党建和业务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加强

督察组成员教育、监督和管理，有效发挥了

党 支 部 战 斗 堡 垒 作 用 和 党 员 先 锋 模 范

作用。

强化作风纪律建设。将作风建设、纪

律建设贯穿督察准备、督察进驻、督察报

告、督察反馈、移交移送、整改落实、立卷归

档等各程序环节，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落实各项廉政规

定，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禁为应付

督察不分青红皂白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

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

说”等敷衍应对做法，避免以问责代替整改

以及乱问责、滥问责、简单化问责等行为。

制定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纪律规定，对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工作纪

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生活纪律提出全

面明确要求。督察进驻前，组织开展廉政

提醒。督察进驻当天，向被督察对象表态

接受监督，并同步接受社会监督。督察结

束后，实施“一督察两报告”，同步撰写、同

步提交督察报告与廉政报告。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驻生态环境部纪检监察组加强全程

监督。

提升 队 伍 能 力 素 质 。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学思用贯通、知

信行统一，坚定不移做坚定信仰者、忠实践

行者、不懈奋斗者。不断提升督察队伍专

业素养和业务能力，抽调精干力量组建督

察人员库、专家库，注重在一线锤炼督察干

部，在督察实践中“压担子”“传帮带”，切实

提高督察干部发现问题、推动解决问题的

本领。督察组组长、副组长深入一线，把准

督察方向，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督察组成员

实地蹲守摸排、明察暗访奋战，用实干诠释

生态环境保护铁军使命担当。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紧围

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

严的基调，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改革创新，

坚持精准科学依法，坚定信心、保持定力，

抓铁有痕、踏石留印，迎难而上、动真碰硬，

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贡献

力 量 ，以 实 际 行 动 迎 接 党 的 二 十 大 胜 利

召开。

（作者分别为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

生态环境部部长）

坚决扛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政治责任
孙金龙 黄润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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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中国气象局发布《中国气候变化

蓝皮书（2022）》。蓝皮书显示，1961—2021
年 ，我 国 平 均 年 降 水 量 呈 增 加 趋 势 。

1951—2021 年，我国地表年平均气温呈显

著上升趋势。此外，我国地表水资源量年

际变化明显。整体植被覆盖稳定增加，呈

现变绿趋势。

蓝皮书显示，1961—2021 年，我国平均

年降水量呈增加趋势，平均每 10 年增加 5.5
毫 米 。 2012 年 以 来 年 降 水 量 持 续 偏 多 。

2021 年 ，我 国 平 均 降 水 量 较 常 年 值 偏 多

6.7%，其中华北地区平均降水量为 1961 年

以来最多，而华南地区平均降水量为近 10
年最少。

蓝皮书显示，气候系统的综合观测和

多项关键指标表明，全球变暖趋势仍在持

续。2021 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

平高出 1.11 摄氏度，是有完整气象观测记

录以来的 7 个最暖年份之一。

就我国而言，1951—2021 年，我国地表

年平均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升温速率为

0.26 摄氏度/10 年。据国家气候中心副主

任袁佳双介绍，近 20 年是 20 世纪初以来我

国的最暖时期。2021 年，我国地表平均气

温较常年值偏高 0.97 摄氏度，为 1901 年以

来最高。

2021 年，我国地表年平均最高气温较

常年值偏高 1.01 摄氏度，与 2007 年并列为

1951 年以来最高；年平均最低气温较常年

值偏高 1.2 摄氏度，也为 1951 年以来最高。

2021 年，平均暖昼日数为 1961 年以来最多，

云南元江（44.1 摄氏度）、四川富顺（41.5 摄

氏度）等 62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此外，蓝皮书指出，我国地表水资源量

年际变化明显。2021 年，我国地表水资源

量接近常年值略偏多，辽河、海河、黄河和淮河流域明显偏多。其中

海河流域地表水资源量为 1961 年以来最多，珠江和西南诸河流域较

常年值偏少。

我国整体的植被覆盖稳定增加，呈现变绿趋势。蓝皮书指出，

2000—2021 年，我国年平均归一化植被指数呈显著上升趋势。2021
年，该指数较 2001—2020 年平均值上升 7.9%，较 2016—2020 年平均

值上升 2.5%，为 2000 年以来的最高值。这意味着我国植被覆盖面积

不断增加，国土越来越绿。

我国沿海的红树林面积也在逐步恢复。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我国红树林面积总体呈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2020 年，红树林总面

积基本恢复至 1980 年水平。

为应对气候变化趋势，今年，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科学技术部、中国气象局等 17 部门联合印发《国家适应气候变化

战略 2035》，突出了以预防为主的主动适应原则，同时强化了气候变

化监测预警和风险管理前置的重要性。

此外，3 日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监测结果显示，今年入夏以来，

全国平均高温日数达到 9.2 天，较常年同期偏多 3.6 天，为 1961 年以

来历史同期最多。高温综合强度目前已位列 1961 年以来第三强，仅

次于 2013 年和 2017 年。

华北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西部、四川

盆地、江南大部、华南中东部以及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日

数普遍在 20 天以上，其中河南东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浙江

南部、福建西北部以及南疆等地超过 30 天；与常年同期相比，黄淮中

西部、江淮、江汉、江南东部、四川盆地及新疆西部等地高温日数偏多

10 天以上。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 10 天，江南、四川盆地、江汉、江淮、华

北、黄淮等地多高温天气。综合研判，我国目前高温天气过程仍将持

续，高温过程的综合强度将会继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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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省淳安县汾口镇宋京村的溪流里，一群穿蓝马甲的人

手持钳子、捞网等工具，捡拾打捞垃圾、杂物。这是淳安县汾口镇与

开化县马金镇联合举行的流域共治活动，汾口镇、马金镇还签署了流

域共治协议书。

紧接着，多名河长在武强溪投放鱼苗，以提升溪流水质，丰富生

物多样性。这些河长每天都要到溪边走走看看，巡查有没有污染河

流的行为，并留意水质变化情况。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全长 39.5 公

里的武强溪始终保持Ⅰ类水体注入千岛湖。

其实，早在 2011 年，我国就启动实施浙皖两省新安江流域上下

游生态补偿试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千岛湖成为全国水质最好的淡

水湖泊之一。淳安县努力探索水环境流域共治模式，统筹推进千岛

湖上游 84 条河溪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的系统治理。

“流域共治就是打破行政区域壁垒，整合多元力量，集中资源推

进护水工作。”淳安县水利局局长汪荣富说，护水涉及上下游、左右

岸、干支流，唯有加强协作、流域共治，才能呵护一湖碧水，促进绿色

发展。

淳安县还出台了一套细则，考核河湖长的履职情况，实施一月一

通报一排名，内容包含巡河率、水质评价、问题处置、全民护水、媒体

曝光等。尤其是水质，这是对河湖长考核的刚性指标，每月委托第三

方对全县河道和交接断面进行水质监测，河道或者小微水体出现水

质降档且无相应防控措施的，年底考核倒扣分，直至评优评先一票

否决。

河长单位和责任部门在河长制工作中的履职情况，也会作为纪

委年度监督重点，通过例会、暗访、通报、问责等机制，严肃问责处理

相关工作中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及推诿扯皮等行为。

通过建立河湖长制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淳安县每两个月定期召

开一次专题会议，由县长亲自召集，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水利、发改、财

政、生态环境、规划资源、农业农村、行政执法等 23 个部门的主要负

责人参加，直观呈现涉河湖负面问题，面对面、点对点要求相关部门

拿出处置方案。

“河湖长制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大大提升了河湖协同治理能力。”

淳安县全面推行河湖长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召集人罗宝华表示。

此外，淳安县还建立了乡镇层面的流域共治框架体系，今年全县

23 个乡镇、平台已相互签署合作协议 35 份，联合组织开展大型活动

43 场，确保境内武强溪、云源港、东源港、梓桐源、进贤溪等流域治理

信息共享、机制互通、行动一致。

浙江省淳安县探索千岛湖保护与发展
新模式—

流域共治 护一湖碧水
杨约顺

本报武汉 8月 3日电 （记者范昊天）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多山脉，平

均海拔 1100 米，独特的地理条件带来了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气候优势，夏季平均气温 20
多摄氏度，是避暑胜地。

上图：利川市佛宝山海拔 1400 多米，绿水青山和凉爽的气候吸引了众多游客。

文 林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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