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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式 现 代 化 是 人 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的《中 共 中 央 关 于 进 一 步

全 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 代 化 的 决 定》（以 下 简 称

《决定》）提出：“聚焦建设美丽

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

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为深入学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精 神，本报记者采访了生态

环境部党组书记孙金龙。

《决定》为深化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
建设指明了前进
方向

记者：《决定》提出“深化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这一战

略 部 署 具 有 什 么 样 的 重 要

意义？

孙金龙：《决定》明确将

“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

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

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作为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方面，

同时用专章对深化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充分

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

为新时代新征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

方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推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当

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同时面临实现生

态环境根本好转和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

略任务，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任务十

分艰巨。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着力

破解生态文明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有利于推动构建与美丽中国建设相适应

的体制机制，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以高水平

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

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深化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坚决破除影响高水平保护、制约

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有利于加快

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以高水平保

护培育绿色生产力、支撑高质量发展。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不断增进

人民群众生态环境福祉的重要保障。良

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强化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执行力，有

利于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

平，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全面改善和

根本好转，让美丽中国建设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此外，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还是

参与引领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的迫切

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和生态文明“四梁八柱”
性质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记者：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全面

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新时代以来，我国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

孙金龙：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统筹加强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

建设，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一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现系统性

重塑。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

护生态环境，生态文明载入了党章和宪

法，制定修订环境保护法及 30 余部生态

环境法律法规，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几十项

具体改革方案相继实施，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和生态文明

“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二是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得到全面压

紧 压 实 。 牢 牢 牵 住 责 任 制 这 个“ 牛 鼻

子”，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建立实施污染防治攻坚战

成效考核等制度，党委领导、政府主导、

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更加严密健全。特别

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

成为夯实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的重大

制度创新和改革举措。

三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

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组建自

然资源部，统一行使全民所

有 自 然 资 源 资 产 所 有 者 职

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

责；组建生态环境部，整合分

散在各相关部门的生态环境

保护职责，统一行使生态和

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与行

政执法职责。实施省以下生

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

直管理制度改革和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改革，优化流

域海域生态环境管理和行政

执法职能配置，生态环境监

测监察执法的独立性、统一

性 、权 威 性 和 有 效 性 不 断

加强。

四 是 生 态 环 境 治 理 体

系 改 革 持 续 深 化 。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实 现 以 抓 污 染

物 总 量 减 排 为 主 向 以 改 善

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转变，

完 成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监 测 事

权上收，完成固定污染源排

污 许 可 全 覆 盖 ，全 面 禁 止

“ 洋 垃 圾 ”入 境 。 科 学 划 定

生态保护红线，设立首批国

家公园。推行排污权交易，

建 成 全 球 规 模 最 大 的 碳 排

放权交易市场。

重点从四方面
推动生态环境领域
改革任务举措落实
落地

记者：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主要

包括哪些目标任务？生态环境部将重点

从哪些方面推进？

孙金龙：《决定》对深化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我们将重点从四

方面推动生态环境领域改革任务举措落

实落地。

一是健全美丽中国建设责任体系。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重要目标，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从根本上确保美丽中国建设

政治责任落到实处。我们将深入推进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健全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常态长效机制。推动建立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制。此外，还将健全美丽中国建设实施

体系和推进落实机制，开展美丽中国建

设 成 效 考 核 ，推 进 美 丽 中 国 先 行 区 建

设。推进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强化美丽

中国建设法治保障。

二是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推进

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监管体系、市场

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建设。实施分

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

制度，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建立新污

染物协同治理和环境风险管控体系，推

进多污染物协同减排。深化环境信息依

法披露制度改革，构建环境信用监管体

系，激发企业内生动力。

三 是 健 全 生 态 保 护 修 复 监 管 制

度 。 充 分 发 挥 生 态 环 境 部 门 职 能 作

用 ，强 化 对 生 态 和 环 境 的 统 筹 协 调 和

监督管理。持续推进“绿盾”自然保护

地 强 化 监 督 ，建 立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生 态

破坏问题监督机制。强化生物多样性

保 护 工 作 协 调 机 制 ，实 施 生 物 多 样 性

保护重大工程。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

山 银 山 的 路 径 ，健 全 生 态 保 护 补 偿 和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国家生

态 安 全 工 作 协 调 机 制 ，提 升 国 家 生 态

安全风险研判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应

对和处置能力。

四是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着

力 构建生态环境领域促进新质生产力

“1+N”政 策 体 系 ，全 面 开 展 多 领 域 多

层 次 减 污 降 碳 协 同 创 新 ，大 力 发 展 绿

色环保产业。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

化 配 置 体 系 ，深 入 推 进 排 污 权 有 偿 使

用和交易制度建设。进一步发展全国

碳 市 场 ，完 善 全 国 温 室 气 体 自 愿 减 排

交易市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

创 新 体 系 ，推 动 绿 色 低 碳 科 技 自 立

自强。

记者：《决定》对健全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作出部署，提出“完善精准治污、科

学治污、依法治污制度机制”。今后如何

更好地落实和体现精准、科学、依法治污

要求？

孙金龙：当前，随着污染防治攻坚不

断深入推进，触及的矛盾问题层次更深、

领域更广。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将全

面准确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要求，

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以

更高标准谋划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坚持精准治污，要强化精准思维，做

到精准施策；坚持科学治污，要尊重自然

规律，自觉按照规律办事；坚持依法治

污，必须依法行政，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开展工作，坚持在法治轨道上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统筹推进污染

治理、生态保护、督察执法与应对气候变

化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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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访谈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R

本报北京 8月 6日电 （记者丁怡婷）我国西北地

区海拔最高的风电场——国家能源集团龙源电力乌

恰 200 兆瓦风电项目首批机组近日在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投运。

项目地处帕米尔高原，场区平均海拔 3100 米。

总装机容量 200 兆瓦，共安装 38 台风电机组，配套建

设 50 兆瓦/200 兆瓦时储能系统；首批投运了 20 台机

组，装机容量 100 兆瓦。据介绍，每台风机布置了不同

功能的传感器，可实现现场全量数据采集，实时传入龙

源电力新能源生产数字化平台，推动构建智慧电场。

全容量并网后，该项目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 5.4 亿

千瓦时，满足约 30 万户居民一年的用电需求。与同

等发电量的火电相比，每年可节约标煤超 16 万吨。

图为国家能源集团龙源电力乌恰 200 兆瓦风电

项目。

谷佳蔚摄（人民视觉）

西北地区海拔最高风电场首批机组投运

登上 141 米高的扬子洲赣

江公铁大桥跨赣江西支主桥

G32 号主塔，俯瞰，赣江波光粼

粼 ，货 轮 穿 梭 ；远 眺 ，厂 房 高

楼、田畴阡陌尽收眼底；近看，

大桥建设工人忙碌不停，其中

不少来自周边的区县乡镇。

扬 子 洲 赣 江 公 铁 大 桥 是

昌九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昌

九高铁则是京港通道重要组

成 部 分 ，连 接 南 北 ，融 汇 东

西。昌九高铁建成后，对促进

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过程中，大桥的带动

作用已然显现。

先 看 投 资 拉 动 。 昌 九 高

铁 连 接 江 西 省 南 昌 市 和 九 江

市，高铁项目总投资 324.14 亿

元，仅跨赣江西支主桥投资就

达 10.79 亿元。建设团队入场

以来，已累计采买地材 1399 万

元，有效释放采购需求。

“ 近 年 来 ，铁 路 工 程 建 设

在用工、地材采买、设备租赁

等方面更多向属地倾斜。”昌

九 城 际 铁 路 公 司 昌 九 指 挥 部

指挥长夏小任介绍，除了采购

地方石料、砂、钢筋、水泥等地

材，租赁地方机械设备、车辆

等，项目进场后还带动当地就

业，培养了一批具备施工管理

经 验 的 技 能 人 才 。 昌 九 高 铁

累计带动就业超 5100 人。建

设团队的衣食住行等需求，也

带动了村镇小超市、餐饮店生

意 。“工 程 建 设 实 打 实 地 增 加

了沿线百姓收入，带动当地经

济发展。”夏小任说。

再 看 技 术 创 新 。 扬 子 洲

赣江公铁大桥建成后，将创造多项世界纪录：世界公路车道数

量最多、通行能力最大的公铁合建桥梁；世界最大跨度时速

350 公里公铁混层合建桥梁；世界首座时速 350 公里竖琴形索

面斜拉桥……新纪录意味着新挑战，离不开新技术。

数字模拟，施工“心中有数”。“正式施工前，我们先在线上

模拟大桥建造的全过程，摸清工程难点、优化设计参数、捋顺

施工流程。”昌九城际铁路公司昌九指挥部副指挥长钟亮根

说，“模拟过程三维可视，相当于一次线上实景演练。”

上线物联网，施工“耳聪目明”。每个围堰基坑布设 31 个

监测点位，雷达水位计、应变计、视频监控多种方式实时监

测……G32 号主墩的施工现场犹如一座精密的智能化工厂。

“传感器实时监测，智能算法自动预警纠偏，实现精细化施

工。”钟亮根介绍，大桥竣工时，数字桥梁也将同步交付。集成

设计、材料、进度、质量、验收等施工过程信息，包含现场实体

桥梁所有信息的数字桥梁，将成为大桥的数字档案，方便后期

维护、保养。

看未来前景。昌九高铁所属的京港通道作为我国“八纵

八横”铁路网的关键一“纵”，贯通京津冀、长江中游、珠三角等

重点城市群。同样连接南北的京广高铁，在涌动的客流中播

撒发展的种子，在飞驰中助力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往来密

切、涌动活力。

“京港通道将成为我国又一条贯通南北的重要线路，在拉

近时空距离、促进出行交流的同时，也将为铁路货运提供更多

运力资源。”夏小任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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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提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创历史同期新高，充分发挥了投资产业链长、辐射面广、带动

效应强的优势。透过一个在建铁路项目，可以直观感受到这一“乘数效应”。

——编 者

■年中经济微观察R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客货运成绩单亮眼，

主要客运、货运指标稳居世界首位，固定资产投

资创历史同期新高。

运力投放更精准，流动中国活力迸发。今年

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0.96 亿人次，旅

客周转量完成 7779.52 亿人公里，稳居世界首

位。日均 10256 列旅客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

需求；789 列旅游专列，服务旅游经济，拓展消费

新场景。

物资运输有保障，物畅其流通达四方。6 月

份，国家铁路煤炭日均装车 8.35 万车、同比增长

5.6%，电煤日均装车 5.9 万车、同比增长 3%，均

创历史同期新高，保障迎峰度夏。中老铁路跨

境货物累计发送 278.3 万吨，同比增长 20.7%。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1 万列，发送货物

108.3 万标箱，同比增长 11%，助力“全球好物”进

入百姓家。

铁路投资创新高，拉动投资稳定增长。渝昆

高铁重庆至宜宾段、宣绩高铁启动联调联试；京

雄商高铁黄河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京唐城际铁

路运潮减河隧道贯通……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 3373 亿元，同比增长 10.6%，创历

史同期新高，充分发挥了投资产业链长、辐射面

广、带动效应强的优势，更好地扩大内需，更有力

地助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万里河山，铁路纵横。流动的中国，尽显生

机与活力。

轨道上的中国尽显活力
本报记者 李心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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