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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修订法规加快无废城市建设步伐南京修订法规加快无废城市建设步伐
“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

害化和污染担责原则，合理利
用资源，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创设危险废物跨区域处置
的生态补偿制度……”近日，江
苏省南京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三次会议，听取并审议
《南京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
《条例（修订草案）》）。这标志
着该《条例（修订草案）》已进入
一审。

“法规的修订，将进一步厘
清部门职责，形成监管合力，为
加快建设无废城市提供更加有
力的法治支撑，促进以法治建
设新成效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
水平。”南京市人大常委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

加快建设无废城市

2009年 3月 26日，《南京
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作为推
动南京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地方条例，经江苏省人大常委
会批准实施；2018年7月进行
了首次修订。《条例》实施14年
来，对加强南京市固体废物污
染防治、改善环境质量起到了
积极的推进作用。

2022年2月，南京市政府
发布《南京市“无废城市”建设
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
案》），对建设目标与主要任务
作出了具体部署。同年4月，
南京市入选国家“十四五”时期
无废城市建设名单。

中国城市报记者从《工作
方案》中了解到，为加快无废城
市建设步伐，其任务之一就是
要全面梳理五大类固体废物现
行管理制度标准，以解决突出
问题为重点，配套出台有关制
度及地方标准，对有缺项或不
完善的及时修订完善。

“随着上位法的修订、城市
治理水平的提升和人民群众需
求的不断增强，《条例》已不能
适应生态文明建设新要求和城
市发展新形势。”南京市生态环

境局局长李文青说。
中国城市报记者获悉，南

京市新修订的法规对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制度、体系建设提出
了新要求。“对《条例》再次进行
修订，是推动实现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和高质量建设‘强富美
高’新南京的重要举措。”南京
市人大常委会环资城建委主任
黄颖说。

确保新法规立得住

2022年6月，南京市生态
环境局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
及《江苏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条例》等有关法律文件，全
面推进《条例》修订。同年10
月，该局还成立了立法前期研
究课题组，对南京市固废污染
处理情况进行了广泛调研，形
成了《关于〈南京市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条例〉立法调研情
况的报告》，全力做好修订准备
工作。

《条例》被列入2023年度
立法计划后，在南京市人大常
委会、南京市司法局的指导下，
政府相关部门多次组织部门沟
通协调，开展深入调研，并针对
新条例的内容和相关罚则公开
征求社会意见，召开了系列相
对人论证会、部门论证会、专家
论证会，收集社会民众及专家
意见建议60余条。综合各方
面的意见建议，政府相关部门
再次进行论证，将部分建议吸
纳到《条例（修订草案）》当中。

今年1月13日，南京市生
态环境局于官方网站再次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3月27
日，全市召开专题审议会，对
《条例（修订草案）》进行了专题
审议。4月6日，南京市政府常
务会审议通过了修订草案。

“之所以邀请这么多专家、
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民众为
修订草案进行把脉定向，目的
就是要确保修订出台的法规能
够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有
特色。”南京市人大常委会相关

负责人说。

四方面特色亮点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进入一审的《条例（修订草案）》
共7章，63条，分总则、监督管
理、工业固体废物、农业固体废
物和其他固体废物、危险废物、
法律责任和附则；围绕城市管
理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充分衔
接现有法律规章，形成系统完
备、互相支撑、便于操作的政策
制度体系。

据介绍，《条例（修订草
案）》有四个方面的特色亮点：
一是拟突出资源化利用原则。
针对南京市产生量较大的粉
煤灰、冶炼渣、副产石膏提出
综合利用要求；鼓励对危险废
物焚烧残渣、生活垃圾焚烧飞
灰等开展综合利用，减少填埋
量等。

二是拟细化完善法规体
系。拟对相关违法行为设置没
收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一百
万元以下罚款、责令停业或者
关闭等罚则；拟细化工业固体
废物转移申报、危险废物包装
贮存等具体要求。

三是拟突出服务企业需
求。拟明确建立服务小微企业
的危险废物集中收集体系，建
设面向全社会的固体废物全类
别信息化平台；同时拟支持固
体废物先进技术开发与推广，
推动固废产业化、规模化、园区
化，有效服务企业健康发展。

四是拟强化能力设施共
享。拟明确加强危险废物环境
应急能力建设、应急处置危险
废物相关责任人义务；建立平
急结合的医废管理体系，增加
从事医药化工、生物制品生产、
教学、科研等活动、动物诊疗机
构产生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要
求等。

我国持续统筹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创建我国持续统筹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创建
生态文明示范创建是美

丽中国建设的细胞工程。近
年来，各地高度重视，把生态
文明示范创建作为推动绿色
发展、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抓手。“截至目前，我部共命
名 6 批 468 个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和187个‘两山’基地。”
4月27日，在生态环境部召开
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
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王
志斌说。

王志斌介绍，创建地区在
绿色发展水平、生态文明制度
创新、繁荣生态文化、培育生
态生活等方面走在前、作表

率，不仅生态环境“颜值高”，
而且绿色发展有内涵，在提高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支撑国家重大
战略、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悉，2023年，生态环境
部将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建设为内在要求，继
续强化示范建设的平台作
用，统筹推进生态文明示范
创建。

一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新部署
新要求，完善顶层设计。将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作为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
动低碳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
从省、市、县三级打造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示范
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是创新探
索“两山”转化路径模式的案
例集成，聚焦生态产业化和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开展类
型多样、特色鲜明的“两山”
实践探索，构建点面结合、多
层级、多区域的生态文明建
设格局。

二是优化示范创建遴选
过程，以高品质生态环境促进

高质量发展。落实“强化指
导、重在过程”要求，优化调整
创建流程，充分调动省级有关
部门积极性，加强对创建过程
的指导和监督。强化示范建
设动态管理，严把建设质量

“关”、严控准入退出“线”、严
格成效评估“尺”，切实保障生
态文明示范建设的质量与成
效，切切实实能起到示范和表
率作用，有一些案例能够复
制和推广。完善激励制度机
制，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建立
多层次、多领域、多渠道的激
励机制。引领保护与发展协
同共进。

三是持续加强经验模式
总结，全方位宣传新时代生态
文明建设实践成果。开展生
态文明示范创建成效评估，
总结凝练“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典型
做法和成功经验，围绕“守绿
换金、添绿增金、点绿成金、绿
色资本”这 4种转化路径，进
一步探索转化模式。推介生
态文明示范建设实践案例集，
全方位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实践案例，持续营造良
好舆论氛围，为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汇聚全
民力量。

四川通江：
湿地公园生态美

近日，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

高明湖湿地公园内树茂水秀，生

态美景如画。

近年来，通江县持续加大生

态治理力度，统筹推进河长制、

林长制，着力打造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的湿地公园、森林公园

等场景，不断提升居民宜居宜业

宜游的幸福指数。

中新社发 程 聪摄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通讯员 宁人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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