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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 “国之大者”
建设生态一流、 绿色低碳的自由贸易港

沈晓明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党领导人民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标志性、 创新性、 战略性重

大理论成果，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新时代推进美丽中

国建设、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方向

指引和行动指南。 海南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 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作为 “国之

大者”， 着力建设生态一流、 绿色低碳的自由

贸易港， 努力把海南打造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成果的重要窗口。

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 坚持生态立省不动摇

今年 ４ 月，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时强

调， 要坚持生态立省不动摇， 把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重中之重， 对热带雨林实行严格保护， 实

现生态保护、 绿色发展、 民生改善相统一， 向

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丰硕成果。 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海南的重要讲话， 我们深刻认识

到： 海南最大的本钱在生态， 最大的潜力在生

态， 最大的责任和使命也在生态， 必须坚持生

态立省不动摇， 闯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新路。
坚持生态立省不动摇，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殷切嘱托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特

别关心海南生态环境， 每次到海南视察， 都强

调要保护好海南的生态环境。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视

察海南时指出， 青山绿水、 碧海蓝天是海南最

强的优势和最大的本钱， 要倍加珍惜、 精心呵

护生态环境， 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３ 日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３０ 周年

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 赋予海南建设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的重大使命， 要求海南在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上先行一步， 为全国生态文明建

设作出表率； 今年 ４ 月考察海南时强调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是国宝， 是水库、 粮库、 钱库， 更

是碳库。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还对

海南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一系

列重要指示， 提出殷切期望。 这些都体现出

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生态环境关爱之切、 寄望

之高、 用心之良苦。 海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

切嘱托， 从捍卫 “两个确立”、 做到 “两个维

护” 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

态环境保护的极端重要性， 用最严谨的规划、
最严格的措施、 最严厉的处罚、 最严肃的问

责， 牢牢守住生态环境质量底线， 确保生态环

境质量稳居全国一流。
坚持生态立省不动摇， 是海南高质量发展

的最强优势。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 习仲勋

同志主政广东时就高瞻远瞩指出： “乱砍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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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制止， 海南岛就会变成沙漠岛， 美丽的五指

山将变成秃山， 我们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我们深知，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一笔既买不来也

借不到的宝贵财富， 海南产业发展、 要素集

聚、 人才吸引都依托于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如果失去了这笔宝贵财富， 就会变成无源之

水、 无本之木， 高质量发展实现不了， 自由贸

易港建设就无从谈起。 为此， 在做好生态环境

保护的前提下， 海南更加注重科学合理、 集约

节约利用资源， 推进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

化， 探索更多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实现

路径， 把生态资源禀赋变成发展优势， 让青山

绿水的守护者得到更多实惠。

坚持生态立省不动摇， 是建设中华民族四

季花园和保护子孙后代 “金饭碗” 的客观需

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保护海南生态环

境， 不仅是海南自身发展的需要， 也是我们国

家的需要。 十三亿中国人应该有环境优美、 适

宜度假的地方。” 作为我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

份， 海南这一方宝贵的水土， 既是本地群众和

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繁衍的美丽家园， 也是全国

人民十分关注、 乐享其中的旅游胜地。 保护好

海南的绿水青山、 碧海蓝天， 就是保护好中华

民族的四季花园， 就是保护好海南群众和子孙

后代生存的根。 海南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

重中之重， 格外注意把宝贵资源保护好、 开发

好、 利用好， 确保长远可持续发展。

二、 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和国家海洋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确保海南

生态环境只能更好、 不能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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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

和重大改革举措。 海南坚持把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和国家海洋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作为重要

政治任务， 举一反三、 不折不扣抓好落实， 持

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坚决打好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整体战。 把生

态环境问题整改作为检验领导干部政绩观和作

风的 “试金石”， 坚持系统科学的工作方法，

加强整改工作的系统推进， 从监督、 问责、 机

制上压实责任， 加强部门和市县联动， 强化保

障措施、 形成有效合力， 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

过、 整改不到位不放过。 截至目前， 海南第一

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实现 “清

零”， 第二轮到期完成率达 ９８. ６％， 国家海洋

督察整改到期完成率达 ９７. ７％。 开展省级生态

环境保护百日大督察， 强化督战结合， 不断推

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向纵深发展， 啃下了

围填海项目拆除、 垃圾填埋场治理等一批

“硬骨头”， 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以建筑工地、

汽车尾气、 道路扬尘 “三个面” 和烟花爆竹

燃放、 槟榔土法熏烤、 秸秆垃圾露天焚烧

“三个点” 为重点， 一体治理臭氧和 ＰＭ２. ５，

２０２１ 年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９９. ４％，

ＰＭ２. ５浓度为 １３ 微克 ／立方米， 臭氧浓度处于

近年来的低值。 坚持系统施策、 统筹推进水环

境治理， ２０２１ 年全省主要河流湖库水质优良

率为 ９２. ２％， 近 岸 海 域 水 质 优 良 比 例 达

９９. ８％， 城市 （镇）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为 １００％。 推动污染治理向乡镇、 农村

延伸， 持续抓好化肥、 农药等农业面源污染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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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开展裸露黄土覆绿。 实现全岛生活垃圾

“零填埋”。 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一流且越

来越好。

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海一体化保护修

复。 坚持系统思维， 强化山水林田湖草海等各

种生态要素的协同治理， 增强各项举措的关联

性和耦合性， 协调解决跨区域生态环境问题，

避免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推动赤田水库

流域综合治理， 探索构建区域流域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 坚持陆海统筹、 山海联动、 一体保

护， 推进万宁小海等澙湖内海治理， 加强生态

岛礁建设， 筑牢生态屏障。 强化底线思维， 加

强生物安全风险梳理和防控， 把建设好全球动

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作为重中之重， 进

一步筑牢生物安全屏障。

三、 以标志性工程为抓手， 高水平建

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是深入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

建设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 也是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 “三区一中心” 战略定位之一。 海

南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工作实际， 滚动实施了

一批标志性工程， 通过具体化、 项目化的方

式， 推动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落地落实。

稳步推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入选首

批五个国家公园。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海南时强调，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

是重中之重， 要跳出海南看这件事， 视之为

“国之大者”， 充分认识其对国家的战略意义，

再接再厉把这项工作抓实抓好。 海南推进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以来， 先后颁布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条例 （试行） 》 《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等

法规， 将国家公园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 逐步

建立国家公园制度体系。 整合连通原 ２０ 余个

保护地， 涵盖海南岛 ９５％ 以上的原始林和

５５％以上的天然林， 实现了管理机构统一、 职

能理顺， 扎实推进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和矿产

项目、 小水电有序退出， 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

达 ５ 群 ３６ 只， 热带雨林的完整性和生物多样

性得到有效保护。 率先开展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ＧＥＰ 核算， 努力探索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作为

“水库、 粮库、 钱库、 碳库” 的实现路径， 使

生态资产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资本， 让守着宝山

的百姓硕果累累。

持续抓好 “清洁能源岛” 建设和清洁能

源汽车推广。 海南坚持先立后破、 超前规划、

积极推进清洁能源项目建设， 出台实施清洁能

源岛发展规划， 扩建核、 光、 风、 气等一批清

洁能源产业重大项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底， 全省

清洁能源装机比重提升至 ７０. ９％， 比全国平均

水平高 ２３ 个百分点。 立足清洁能源比重高、

气候条件等优势， 率先宣布 ２０３０ 年全域禁售

燃油车目标， 超前布局、 稳步推进充换电基础

设施， 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底， 全省新能源车保有量占比达 ８％， 居

全国 “第一方阵”。

统筹做好 “禁塑”、 装配式建筑推广、

“六水共治” 等工作。 实施全国首部 “禁塑”

地方性法规， 率先在全省范围内推行 “禁

塑”， 构建 “法规＋标准＋名录＋替代品＋可追

溯平台” 的塑料制品管理制度体系和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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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环管理体系， 大力发展全生物降解塑料替代

品产业。 推广装配式建筑， ２０２１ 年全省装配

式建筑面积达 ２２８０ 万平方米， 连续四年实现

翻番。 把水环境治理作为 “十四五” 期间生

态环境保护的攻坚点， 系统推进治污水、 保供

水、 排涝水、 防洪水、 抓节水、 优海水 “六

水共治”， 争取两年消除城市黑臭水体， 三年

剿灭劣Ⅴ类水体， 五年省控国控断面全部达

标， 努力实现河畅、 水清、 岸绿、 景美。

海南将继续巩固拓展标志性工程成果， 确

保做一个成一个， 并逐步滚动、 扩大战果， 努

力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上先行一步， 高水平建

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

探索经验。

四、 坚持绿色低碳发展， 积极探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实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坚持不懈推动绿色

低碳发展，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

系，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海南始

终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走绿色

低碳发展道路， 推进产业生态化、 生态产业

化， 努力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把科学规划作为绿色低碳发展的前提。 作

为全国唯一的省域 “多规合一” 改革试点，

海南全面梳理并统筹解决各种规划之间的矛

盾， 化解了 ７２. １ 万块、 １５８７ 平方公里的重叠

图斑， 划定陆域生态保护红线占比 ２７. ３％， 近

岸海域生态保护红线占比 ３５. ２％， 创新实行

“机器管规划”，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

本农田、 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 加强围填

海管控和岸线开发管控， 严禁生产、 生活空间

挤占生态空间， 坚决防止从局部利益出发重复

建设、 低水平开发。 坚持 “全省一盘棋、 全

岛同城化”， 突出城乡一体、 陆海统筹、 山海

联动、 资源融通， 把全岛作为一个整体来统一

规划、 建设和管理， 打造 “三极一带一区”

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推动更好保护生态环境

与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统一。

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作为绿色低碳发展的

关键。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方式

的问题。 海南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低碳发展的

导向， 把牢产业和项目准入门槛， 着力建设符

合生态等资源禀赋的现代产业体系， 决不走先

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以壮士断腕决心减少经济

对房地产业的依赖， 并依法查处在海边、 湖

边、 河边、 山边和风景名胜区周边违法违规开

发房地产行为， 杜绝房地产无序开发对生态环

境的破坏。 推动传统海洋渔业往深海走、 往岸

上走、 往休闲渔业走， 以文昌冯家湾现代渔业

产业园为试点， 推行近海水产养殖 “上楼”，

养殖尾水统一处理， 实现土地单位面积产出增

加、 养殖户收入提高、 海岸带环境负荷下降

“多赢”。 ２０２１ 年， 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 高

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四大主导产业

增加值占比达七成，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八

成， 成为海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主要支柱。

实践证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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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争当 “双碳” 工作 “优等生” 作为绿

色低碳发展的抓手。 海南按照中央的统一部

署， 因地制宜推进海南 “双碳” 工作。 扎实

抓好能耗总量、 强度 “双控” 和遏制高耗能、

５３

牢记 “国之大者” 建设生态一流、 绿色低碳的自由贸易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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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排放 “两高”， “十三五” 期间全省单位

ＧＤＰ 的能源消耗、 二氧化碳排放分别下降

１１％、 ２７. ９％；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

放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积

极探索森林碳汇、 海洋碳汇等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 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获批设

立， 海南国际蓝碳研究中心正式挂牌， 完成了

首单蓝碳生态产品签约交易， 后续将主动参与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 着力打造一批以博鳌东屿

岛为重点的零碳示范区， 积极开展海洋碳汇标

准体系和交易机制研究， 为提升我国在全球生

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

力贡献海南力量。

五、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不断完善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

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 是我国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和重大经验。

海南省委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地位， 强化全省各级党

委、 政府的主体责任， 落实 “党政同责、 一

岗双责”， 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加快构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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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组织领导。 省委、 省政府统筹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 进一步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统筹协调机制， 逐步形成主

要领导挂帅、 标志性项目引领、 分重点领域统

筹、 分年度细化推进、 多部门协同参与、 全社

会共同行动的工作格局。

树立鲜明导向。 完善以绿色低碳发展为导

向的考核评价体系， 实行差别化的绩效评价考

核， 将取消 ＧＤＰ、 工业产值、 固定资产投资

考核的范围， 从最初的中部生态核心区 ４ 个市

县扩大到全省 ２ ／ ３ 的市县。 开展市县高质量发

展综合考核， 赋予 “生态环境保护” 类指标

最高权重， 其中核心生态区市县 “生态环境

保护” “资源利用” 比重之和达 ２９. ５％。 对国

家和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 实行

与保护成效考核结果挂钩的分配机制， 并覆盖

全省所有县域单元。

健全责任体系。 出台 《海南省各级党委、

政府及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 明

确全省各级各相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

责。 深化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 编制省

级和市县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依托数字化平

台创新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结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配套立

法， 研究制定 《海南自由贸易港生态环境保

护考核评价和问责规定》。

海南将始终把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

态环境保护的领导贯穿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全过程， 健全生态环境

资源监管体系， 完善源头预防、 过程控制、 损

害赔偿、 责任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加快

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为推动形成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格局扛起海南新担

当、 作出海南新贡献，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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