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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会 新 观 察
“要让我们生活的家园更绿更美

……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谈及生态文明建
设时所提出的要求。

“稳中求进。”3月5日，全国人大代
表、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波以此概
括四川的生态环境工作，“在去年的基
础上，我们更加突出系统治理，以实现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统筹推进
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

事实上，从生态环境保护到生态文
明建设，四川一直在行动和探索。例
如，“十三五”期间，在全国率先实现省
级环保督察“全覆盖”，既用“国药”又用

“川方”，探索应对区域重污染天气的独
到“药方”，攻坚长江一级支流岷江、沱
江水污染治理……

眼下，如何让天府大地“绿”更浓？
王波认为，战略上，协同推进生态环境
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根本；
战术上，四川将紧扣碳减排、碳达峰行
动，推动“减污”与“降碳”协同增效，让
生活的家园更绿更美，伴随市民们触手
可及的每一天。

“双碳”背景下
如何进一步擦亮高质量发展底色？

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
强度‘双控’转变，完善减污降碳激励约
束政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在四川，“双碳”已成为新时期发展
的关键词。四川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
作出决定，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引
领推动绿色低碳产业高质量发展。

目标源于现实，作为清洁能源大
省，四川有先天战略优势和基础，例如，

“十三五”期间，全省单位GDP二氧化
碳排放累计降低29.9%，超额完成国家
下达的降低19.5%目标。

“我们要积极探索符合四川战略定
位、发展阶段、产业特点、能源结构和资
源禀赋的低碳转型路径。”王波透露，眼
下，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已印发《贯彻落
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的实施意
见》，细化落实六大措施，将污染治理、
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三者同步统筹
谋划，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一体部
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

王波介绍，在规划上，四川省将出
台“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规划、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和适应气候变化
行动方案，向各市（州）分解下达碳排放
控制目标，明确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时间
表、责任书和施工图。

其中，要做大“加法”。王波介绍，
包括落实四川省委《关于以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为引领推动绿色低碳优势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和“绿色低碳
优势产业 18条”，加快建设“一地三
区”，即全国重要的先进绿色低碳技术
创新策源地、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集中承

载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战略支撑
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先行区
等。

相应的，还有做优“减法”，即全省
将实施“碳达峰十大行动”，加强能源、
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节能
降碳和园区循环化改造，启动坚决遏制

“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三年行动，实施一
批燃煤（油、柴、气）锅炉窑炉电能替代
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在做强“市场”上，
四川将围绕共建西部资源环境交易中
心要求，启动实施碳市场能力提升行
动。“例如，深化四川省用能权有偿使
用和交易试点，扩大覆盖行业范围。
有序推动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甲烷
利用等自愿减排项目开发和交易，切
实将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
势。大力发展绿色低碳金融，推动四
川天府新区创建国家气候投融资试
点，示范打造一批低碳投融资项目
等。”王波举例说。

“央督”之后，
如何推动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

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修复，
处理好发展和减排关系，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2021年夏天，中央第五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进驻四川。在王波看来，作
为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环境保护工作
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不仅是发现问题的“显微镜”，还
是医治痼疾的“手术刀”。

“我们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
结合，强力推进中央督察指出的问题整
改。”王波透露，截至今年1月12日，第
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移交四川
的6532件信访件，已办结6003件。同
时，针对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曝光的5个典型案例，相关市（州）深刻
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快整
改，“例如，眉山完成了长岛未来城506
套住宅拆除和复林复绿，停止长岛未来
城、天府生态城已出让未开工住宅用地
的开发建设。”

整体上看，以中央环保督察推动生
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在边督边改、立
行立改中，已有效解决大量实际问题。
就在去年夏天，成都因“雪山”两次登上
热搜。第一次是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
秋点赞成都空气质量改善，用“窗含西
岭千秋雪”为例介绍在成都遥望雪山的
美景。另一次则是处暑凌晨，朝霞与雪
山遥相辉映。

“绿色福利”的背后有数据支撑。
据王波介绍，截至2021年年底，第一轮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155项任务，整
改完成145项；12735个信访问题办结
率99.8%；国家移交62个长江生态环境
问题，整改完成57个。

在举措上，也摸索出更多的常态化
方案。例如，以迎接第二轮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为契机，四川全覆盖开展省
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持续加大督办力
度，深入实施暗查暗访。目前，四川已
建立起省市县三级暗查暗访制度，不定
期开展“四不两直”暗访检查，分片区实
施派驻监察，分级分类建立问题台账，
动态跟踪整改进展，持续传导压力，推

动地方建立健全生态环境问题发现机
制，常态化开展问题排查整治。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四川省生
态环境厅对整改推进不力、进度滞后的
问题专函督办30件次，报请省政府对
2020年党政同责考核排名靠后、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不力的8个单位进
行约谈，对2个地方涉气建设项目实施
区域限批，“以严的态度、严的举措倒逼
问题整改，确保见到实效。”王波说。

“双圈”之中
探索更多环境共享共治“川渝方案”

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加
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科学开展国土绿
化，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随着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稳步推
进，位于长江上游的成渝地区，生态文明
建设也进入协同推进减污降碳、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
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重要阶段。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于日前印发。”在王波看来，
空气无边界、共饮一江水的川渝地区，
也肩负着在城市群建设中探索更多环
境共享共治举措的重任。

“今年我们将在重大项目落地、污染
跨界协同治理、环境管理合作联动三个
方面重点发力。”王波介绍，在重大项目
上，川渝两地将共同争取国家重大项目、
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大力发展清洁
能源，明确将重点推动“两岸青山·千里
林带”、长江重点生态区生态保护和修复
及三峡库区消落带治理、岩溶石漠化综
合治理和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重
大生态治理工程，以及加快成渝“电走
廊”“氢走廊”“智行走廊”建设，打造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清洁能源沿江走廊。

备受关注的还有大气联防联控。
2020年，川渝两地拉开大气污染防治
联动的序幕，2021年继续深化两地大
气污染联防联治，眼下，川渝6个毗邻
市大气污染状况均改善明显。在跨流
域水环境联治中，已深化实施川渝两地
跨界河流水生态环境共建共保协议，启
动铜钵河、琼江、濑溪河等跨界流域水
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工作。“今年，我们争
取在水污染处理设施共建共享、饮用水
水源地风险共防等方面突破创新。加
强川渝跨界地区秸秆焚烧、烟花爆竹燃
放污染综合防治。”王波说。

此外，环境管理合作联动也是成渝
“双圈”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深入探索
交叉执法、实战演练、联动帮扶、观摩座
谈等方式，取得了‘1+1大于2’的效果。”
王波介绍，两地之间有合作也有学习，例
如，在无废城市建设方面，四川就学习借
鉴了重庆市无废城市建设经验，并与重
庆市生态环境局签订了《推进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共建“无废城市”合作协议》。

“合作协议明确，我们要从强化顶
层设计、加快能力建设、推动资源共享、
推动信息互通、联合科研攻关、加强联
防联控等方面入手，共研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无废城市共建思路、协调机制和
工作安排等。”王波透露，眼下已有成都
等15个城市被纳入共建体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波：

高水平保护生态环境 让天府大地“绿”更浓

2021年，成都市武侯区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生态环境
厅厅长王波

四川日报记者 欧阳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