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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让新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ꎬ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０２)

【摘要】“十三五”以来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ꎬ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深入开展ꎬ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ꎬ美丽新疆建设迈出坚实步伐ꎬ全区生态文明建设

和环境保护取得显著成效ꎮ 进入“十四五”ꎬ自治区确立“一体两翼三支撑”工作思路ꎬ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ꎬ全力做

好“十四五”美丽新疆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一是坚持新发展理念ꎬ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ꎻ

二是坚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ꎬ推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ꎻ三是坚持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

依法治污ꎬ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ꎻ四是坚持深化改革创新ꎬ完善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制度体系ꎻ五是坚持稳中求进总基

调ꎬ推动重点领域工作取得新突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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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十三五”以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与

成效

　 　 “十三五”以来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自治区

人民政府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ꎬ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党的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ꎬ学习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央第三次新疆工作

座谈会精神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

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

方略ꎬ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ꎬ聚焦社会稳定和

长治久安总目标ꎬ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ꎬ坚决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

政治责任ꎬ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ꎬ推动全区生态

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发生了根

本性变化ꎬ取得了历史性突破ꎬ思想认识程度之深

前所未有、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政策制度

出台频度之密前所未有、监管执法尺度之严前所

未有ꎬ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ꎬ主要污染物排

放总量、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ꎬ污染防治攻坚战取

得关键进展ꎬ美丽新疆建设迈出坚实步伐ꎮ
１ １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ꎬ坚

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上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既是重要的

价值观又是重要的方法论ꎬ是做好生态文明建设

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根本遵循和实践指南ꎮ
“十三五”以来ꎬ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会议、不同

场合就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多次发表重

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ꎮ 这些重要讲话和指

示批示精神是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和拓

展ꎬ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执

着深邃的战略思考、高远的战略谋划和恢弘的战

略思维ꎮ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ꎬ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ꎬ深入学习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ꎬ深刻认识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是党中央关注和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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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大者”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ꎬ严禁‘三高’项目进新疆ꎬ加大污染防

治和防沙治沙力度ꎬ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

丽新疆”“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ꎬ

坚决守住生态保护红线ꎬ统筹开展治沙治水和森

林草原保护工作ꎬ让大美新疆天更蓝、山更绿、水

更清”的谆谆嘱托和“建设美丽新疆、共圆祖国梦

想”的殷切期望ꎬ坚定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ꎬ

统一到坚决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上

来ꎬ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ꎬ牢固树

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

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

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ꎬ大力弘扬和践行柯

柯牙精神ꎬ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摆在

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ꎬ纳入重要议事日程ꎮ 自治

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召开自治

区党委常委会议、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

政府党组会议、政府常务会议、新疆环境保护委员

会全体会议ꎬ全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要求ꎬ

及时跟进研究制定贯彻落实意见并认真抓好督促

落实ꎮ 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ꎬ落实严禁“三高”项目进新疆的

要求ꎬ严格执行能源、矿产资源开发自治区政府

“一支笔”审批制度ꎬ认真落实河长制、湖长制ꎬ实

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生态空间用途管

控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ꎬ严明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责任制度ꎬ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ꎬ坚

决守住生态保护的红线、环境质量的底线和自然

资源利用上线ꎬ生态环境保护的底线思维和红线

意识进一步牢固树立ꎬ“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新疆生态环境脆弱ꎬ生态安全关系

子孙后代”理念已成普遍共识ꎬ全社会关心环保、

参与环保、贡献环保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

自觉切实增强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做到了落地生根、抓实见效ꎮ

１ ２　 大力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ꎬ用
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十三五”以来ꎬ自治区把制度建设作为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ꎬ加快制度创新ꎬ增加制

度供给ꎬ强化制度执行ꎬ让制度成为刚性约束和不

可触碰的高压线ꎮ
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党内法规制度体

系ꎮ 出台«自治区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

单»«自治区实施‹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追究办法(试行)›细则»«自治区生态文明建设

目标评价考核办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实施办法»等系列文件ꎮ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地方立法ꎮ 颁布(修

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 «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煤炭石油天然气开发环境保护条例» «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

护区管理条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田地膜管

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辐射污染防治办法»
等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ꎮ

研究制定有关贯彻落实意见ꎮ 出台«关于加

强全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 «关于进一步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 «自治区生态文

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
«自治区严禁“三高”项目进新疆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实施方案» «自治区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

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落实湖长制实施方案» «自治区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自治区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自治区深化环境

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实施方案»等多

个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文件ꎮ
强化兵地生态环境保护统筹ꎮ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ꎬ

成立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

政主要领导分别担任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的新

疆环境保护委员会ꎬ建立健全兵地生态环境共治

体系ꎬ统筹协调推进全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ꎮ 按

照兵地生态环境保护“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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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统一要求、统一推进”要求ꎬ印发首份体现

兵地 “一盘棋” 思想的 «新疆环境保护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ꎮ
１ ３　 持续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

整改ꎬ确保问题整改到位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至 ９ 月ꎬ中央第八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对自治区开展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ꎮ 自治

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坚决把抓好反馈问题整

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政治责任和政治担当ꎬ成立

了由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自治区人民政府主要

领导任组长、第一副组长ꎬ其他省级党政领导任副

组长的自治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

改工作领导小组ꎬ制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贯

彻落实中央第八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整

改方案»ꎬ把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自治区的 ４
个方面问题和 ５ 个方面建议ꎬ逐一细化为 １１３ 项

整改任务、３０２ 条整改措施ꎬ逐项明确整改目标、
责任单位、责任人和整改时限ꎬ确保了到 ２０２０ 年

底全部完成ꎮ 为推进整改落实ꎬ自治区主要领导

同志亲自挂帅ꎬ分管领导深入一线、靠前指挥、现
场办公ꎬ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ꎮ 通过坚持

强化责任促整改、跟踪问责促整改、兵地联动促整

改、公开公示促整改ꎬ截至目前ꎬ１１３ 项整改任务

已完成 １１０ 项ꎬ剩余 ３ 项整改任务正在持续深化ꎮ
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存在的 ５
个方面 ８ 项整改任务也已基本完成并得到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认定ꎮ 通过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整改ꎬ全区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更加坚决ꎬ履行生

态环境保护职责的行动更加自觉ꎬ生态环境保护

长效机制不断完善ꎮ
１ ４　 坚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ꎬ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

打赢蓝天保卫战ꎮ 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ꎬ采取一系列大气污染防治措施ꎬ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圆满收官ꎮ 印发实施«自治区打赢

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
«“乌—昌—石”“奎—独—乌”区域大气污染治理

攻坚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ꎬ大力调整优化产业

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和用地结构ꎬ加强工业、
燃煤、机动车“三大污染源”综合治理ꎬ实施工业

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ꎬ推行重点区域重点行

业执行大气污染物排放特别限值ꎬ推进燃煤电厂

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
工业炉窑综合整治和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ꎬ开
展“乌—昌—石”区域空气质量预报预警平台建

设、塔里木盆地南缘区域沙尘对空气质量影响及

对策研究ꎬ建立健全兵地大气污染预警会商和应

急联动机制ꎬ开展“乌—昌—石”“奎—独—乌”区
域大气污染源环境监管执法行动ꎮ ２０２０ 年ꎬ全区

未达标的地级及以上城市 ＰＭ２ ５浓度为 ４３ 微克 /
立方米ꎬ全区优良天数比例为 ７５ ６％ꎬ较 ２０１５ 年

提高 ２ ８ 个百分点ꎮ
打好碧水保卫战ꎮ 深入实施自治区水污染防

治工作方案ꎬ全面完成五级河(湖)长制建立ꎬ实
现河湖巡查全覆盖ꎮ 开展水污染防治法专项执法

检查ꎮ 统筹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ꎬ
持续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评估ꎮ 实

施乌鲁木齐河湖、博斯腾湖、赛里木湖等良好湖泊

生态环境保护试点项目ꎬ开展乌伦古湖、喀纳斯湖

等水环境问题诊断与环境治理ꎬ加强跨区域流域

环境应急能力建设ꎮ 稳步实施城镇污水处理“提
质增效”三年行动ꎬ全区建成投运城镇生活污水

处理厂 １１１ 座ꎬ其中一级 Ａ 排放标准城镇污水处

理设施 ９５ 座ꎬ实现了所有城市、县城污水处理能

力全覆盖ꎮ ２０２０ 年ꎬ纳入国家考核的 ４７ 个地表水

断面优良水质比例、劣Ⅴ类水质控制比例和水源地

Ⅰ类~Ⅲ类水质优良比例分别为 ９１ ５％、４ ３％、
８７ １％ꎬ完成国家考核目标要求ꎮ 生态环境部审

核确认:水环境质量指标完成情况为“优”ꎮ
推进净土保卫战ꎮ 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ꎬ突出重点区域、行业和污染物ꎬ加强土壤

污染管控和修复ꎬ有效防范风险ꎮ 建立土壤环境

质量监测网络ꎬ加强对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和

工业固体废物安全处置监管ꎮ 完成农用地土壤污

染状况详查工作ꎬ详查成果显示全区农用地土壤

环境总体优良ꎮ 稳步开展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

查ꎬ组织开展疑似污染地块排查核实ꎬ建立疑似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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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地块名单和污染地块名录ꎮ 加强污染地块再开

发利用风险管控ꎬ严格建设用地准入管理ꎮ 组织

开展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

涉危企业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察考核ꎬ开展固

体废物非法贮存、倾倒和填埋情况专项排查、尾矿

库环境基础信息排查摸底、自治区铅蓄电池生产

企业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等工作ꎮ 建

成投运城镇生活垃圾填埋处理场 ９０ 座ꎬ其中有

８６ 座达到无害化处理标准ꎬ实现所有城市、县城

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全覆盖ꎮ 推动危险废物处置能

力建设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ꎬ全区危险废物处置能力

达到 ８４８ ４８ 万吨 /年ꎬ基本满足自治区危险废物

处置需求ꎮ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ꎮ 实施自治区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ꎬ实施自治区“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工程ꎬ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ꎮ 积

极推进农村垃圾治理、污水处理、厕所革命、村庄

清洁行动ꎬ农村卫生厕所覆盖率达到 ８４ ９５％ꎬ有
效处理生活垃圾行政村占比达 ８７ １５％ꎬ２５６５ 个

行政村的生活污水排入城镇管网或进行集中、联
户、分户处理ꎬ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有 １３４２０ 座ꎮ 深

入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ꎬ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

设施装备配套率达 ９７ ５２％ꎬ高于国家目标 ２ 个百

分点ꎻ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８６ ４６％ꎬ高于国

家目标 １１ 个百分点ꎻ化肥、农药使用量分别为

１７２ ８５ 万吨、８１１５ ４８ 吨ꎬ均实现了负增长ꎻ自治

区 ６１ 个县基本实现农田废弃农膜污染治理全覆

盖ꎬ废弃农膜回收率达到 ８０％以上ꎮ
１ ５　 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ꎬ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强化自然生态空间管控ꎮ 加快推进生态保护

红线划定工作ꎬ开展生态保护红线调整评估ꎮ 开

展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国土开发适宜性评价ꎬ全面

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编制ꎬ严格各类自然保护地管

理ꎮ 积极推进自然保护地本底资源科学考察和基

础数据调查ꎬ加快推进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编制

及勘界立标ꎮ 启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

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管

理体系建设调查评估ꎮ 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区

强化监督和人类活动遥感监测疑似问题实地核

查ꎬ深入推进违法违规问题查处与整改ꎮ 实施重

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ꎬ持续推进天然林保护、防
护林体系建设、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治理、湿地保

护恢复等重大生态工程ꎮ 因地制宜推进退牧还

草、退耕还林ꎬ全面启动草原生态修复治理ꎮ 加快

天山北坡谷地森林植被保护与修复工程ꎬ阿克苏

河、渭干河流域两个百万亩绿化工程、阿勒泰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等重大工程建

设ꎮ 稳步推进国土绿化行动ꎬ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５ ０２％ꎮ 开展生态文明示范创建ꎬ积极开展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创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申报和创建工作ꎮ 截

至目前ꎬ全区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５ 个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

１ 个ꎮ
１ ６　 深化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改革ꎬ提升生态环境

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深化生态环境领域体制机制改革ꎬ顺利完成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组建ꎬ并跨区域设立 ６ 个监察

专员办公室ꎮ 稳步推进省级以下生态环境机构监

测监察机构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和生态环境综合行

政执法改革ꎬ强化生态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统一

监管ꎮ 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要求ꎬ严格生

态环境执法监管ꎬ坚持在帮扶服务企业同时保持

环境执法工作方向不变、力度不减ꎮ 改革完善生

态环境信访投诉工作机制ꎬ提高信访举报信息分

析研判能力和举报件办理质量ꎬ推进解决群众身

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ꎮ 深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改革ꎬ研究制定生态损害赔偿调查、磋商、绩效

评估、信息公开等改革配套办法ꎬ推进生态环境损

害司法鉴定及法律援助ꎬ探索建立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诉讼与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衔接机制ꎬ开展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例实践ꎮ 推进生态环境监测网

络建设和改革ꎬ完成自治区 ８０ 个空气质量自动站

监测事权上收及“十四五”国控空气和水环境监

测点位(断面)调整、１６ 个重点城市 ＶＯＣｓ 在线监

测能力项目建设ꎮ 加快推进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

量管理、河(湖)长制、禁止洋垃圾入境等环境治

理制度落实ꎬ认真落实绿色金融改革试点、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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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税开征、生态保护补偿等环境经济政策ꎮ 深化

生态环境领域“放管服”改革ꎬ优化审批程序ꎬ下
放审批权限ꎬ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和执法监管两个

正面清单ꎬ着力优化营商环境ꎮ 推进覆盖所有固

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制度改革ꎬ完成全区 １２４ 个

行业的 ４４３５２ 家企业排污许可证登记工作ꎮ 全面

加强环境风险应急管理ꎬ加强核与辐射安全监管ꎬ
确保环境风险安全可控ꎮ 圆满完成第二次污染源

普查ꎬ摸清各类污染源基本状况以及污染物产生、
排放和处理情况ꎮ 开展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

计ꎬ加强生态文明目标责任考核、生态环境执法监

督和生态环境统计调查ꎮ
１ ７　 积极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稳步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ꎬ梳理拟纳入碳市

场重点排放企业名单ꎬ组织重点排放企业报送碳

排放报告和排放监测计划ꎬ２０２０ 年完成对 ２０８ 家

重点企业的现场核查ꎮ 常态化开展温室气体清单

编制ꎬ组织开展 ２０１９ 年省级和 ２０１８ 年度 １４ 个

地(州、市)温室气体清单报告的编制ꎮ 牵头启

动煤制油、煤制气等重点用能行业不同煤炭品

种含碳量测算及碳元素转化率方面的专项研

究ꎮ 完成 ２０１９ 年度自治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目标责任评价考核自评估工作ꎮ 组织开展低碳

日宣传活动ꎮ

２　 “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重点

进入“十四五”ꎬ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迎

来新发展阶段ꎬ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ꎮ
如何把握和落实“三新”要求ꎬ坚持新发展理念ꎬ
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２０２１ 年初ꎬ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结合新疆实际ꎬ进
一步深化改革创新ꎬ完善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制度

体系ꎬ研究确定了“一体两翼三支撑”工作思路ꎬ
要求全区生态环境系统要在构建“一体”格局上

统筹谋划、整体推进ꎻ在“两翼驱动”上用心用力、
凝聚共识ꎻ在“三个支撑”上寻找支点、重点突破ꎬ
围绕重点工作更加突出精准、科学、依法治污ꎬ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ꎬ全力做好“十四五”美丽

新疆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ꎮ

２ １　 坚持新发展理念ꎬ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对经济发展、产业结

构的优化调整和倒逼作用ꎬ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ꎬ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ꎮ 加快推进“三线一单”落地应用ꎬ统筹推

进区域绿色发展ꎮ 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ꎬ大力

支持绿色技术创新ꎬ培育高质量发展绿色增长点ꎮ
２ ２　 坚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ꎬ推动生态

环境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突出以降碳为源头治理的“牛鼻子”ꎬ实施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ꎮ 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二氧化

碳达峰倒逼总量减排、源头减排、结构减排ꎬ推动

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农业结构加

快调整ꎬ实现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从注重末端治理

向更加注重源头预防和治理转变的有效传导ꎬ主
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ꎮ 加强山水林田湖

草等各种生态要素的协同治理ꎬ提高综合治理

的系统性和整体性ꎮ
２ ３　 坚持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ꎬ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牢牢把握新发展阶段生态环境治理的特点ꎬ
抓紧研究确定“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顶

层设计ꎬ做到问题、时间、区域、对象、措施“五个

精准”ꎮ 强化对环境问题成因机理及时空和内在

演变规律研究ꎬ科学安排任务量和时序进度ꎬ切实

提高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有效性ꎮ 全面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ꎬ坚持依法行政、依法推进、依法

保护ꎬ以法律的武器治理环境污染ꎬ用法治的力量

保护生态环境ꎮ
２ ４　 坚持深化改革创新ꎬ完善生态环境监督管理

制度体系

聚焦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

体目标ꎬ加快形成与治理任务、治理需求相适应的

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ꎮ 加快构建现代生态环境治

理体系ꎬ形成导向清晰、决策科学、执行有力、激励

有效、多元参与、良性互动的“大环保”格局ꎬ实现

从“要我环保”到“我要环保”的历史性转变ꎮ 强

化、优化监管体系建设ꎬ全力提升生态环境执法、
监测、信息、科研等方面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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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５　 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ꎬ推动重点领域工作取

得新突破

坚持小步快进ꎬ防止生态环境保护“开倒车”
“走回头路”ꎮ 科学规划“十四五”目标指标ꎬ确保

在巩固已有工作成果的基础上ꎬ在全面实施

ＰＭ２ ５与臭氧协同控制、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全面

实施以排污许可证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

度、加快谋划实施碳排放达峰行动和加快碳市场

建设等重点领域取得新突破ꎬ带动生态环境保护

整体推进ꎮ

Ｅｎｄｅａｖｏｒ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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