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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新湖南

张庆伟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根本大计。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总结党的十八

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阐

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

征，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作出重大部署，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湖南将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导向，以美丽湖南、生态强省建设为主

题，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不断提高高质量

发展的绿色指数和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加快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湖南。

一、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
新时代十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

指引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

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

和绿色发展奇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新湖南，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为指引，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定

力和战略定力不动摇，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

设政治责任。

提高政治站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

把“美丽中国”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

标，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把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

把“绿色”纳入新发展理念，把 “污染防治

攻坚战”纳入三大攻坚战，系统回答了为什

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

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我

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

高度。我们要认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

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努力掌

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深化思想认

识，提高政治站位，自觉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以加快建设美

丽湖南、生态强省的实际行动忠诚拥护 “两

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牢记使命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围绕新时

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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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中国式

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特别是

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中

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

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

标基本实现; 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要胸

怀“国之大者”，锚定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

目标，坚决扛起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使命任

务，以绿色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高水平

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奋发

有为地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湖

南推向前进。

不负殷切嘱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三次亲临湖南考察，要求湖南 “把生

态系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保护好”“守护

好一江碧水，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在

生态文明建设上展现新作为”，为湖南 “十四

五”乃至更长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明确了指导

思想、行动纲领和根本遵循。我们要坚持以党

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湖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

面落实 “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

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在建设美丽中国上展现湖南风

采，在推动绿色发展中彰显湖南担当。

二、准确把握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本质要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我们要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以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鲜明导向，加快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湖南。

坚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不断拓展绿色发

展空间。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推

进产业、能源、交通、用地结构调整，从源头

上降低污染物排放，为全省绿色发展腾出容量

和空间。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和过剩产能压减力

度，推动重点行业绿色化改造，推进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严格控制和削减主要污染物排放，

推动实施“碳达峰十大行动”，降低污染物排

放总量和强度。有序推进能源结构调整优化，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全力

推进“气化湖南工程”。大力发展多式联运，

积极推进大宗货物和集装箱中长距离运输

“公转铁”“公转水”，打造以长沙航运、岳阳

水运、郴州公路交通、株洲怀化铁运为中心的

一体化交通网。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整体

谋划国土空间开发，逐步形成城市化地区、农

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布局。

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不断注入绿色发

展动能。结合我省是农业大省、旅游大省、制

造大省的实际，下大力发展绿色农业、绿色旅

游业、绿色装备制造业，推动产业生态化、生

态产业化。积极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康

养”等生态行业，扩大绿色有机农产品种植、

养殖面积，创建更多绿色农业品牌、更多美丽

乡村。以“无废”城市建设为抓手，加强资

源集约利用，实施园区循环化发展工程、建筑

垃圾资源化利用示范工程等重点工程，全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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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环保产业发展。强化 “电力、算力、动力”

三大支撑，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先进半导

体、环保装备、绿色建筑等产业，提高企业绿

色制造水平，为湖南制造贴上 “绿色生产”

标签。建立健全绿色价格机制，落实环境保

护、节能节水等企业所得税和绿色电价等优惠

政策，加快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碳排放权市

场化交易，打通“两山”转换路径。

加强自然生态保护修复，不断厚植绿色发

展底色。发挥湖南绿色资源丰富的优势，突出

抓好生态保护、修复、提质，着力打造美丽中

国建设的湖南样板。以持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

为目标，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

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加快实施洞庭湖区

域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等重要生态

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科学推进重要江河源头

区、重要水源地、重点防治区的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强化自然生态监督管理，持续推进

“绿盾”专项行动，加快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加强对武陵山、南

岭、洞庭湖等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的保护

监管，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构建完备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监测体系，严肃查处生态破坏行

为。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健全耕地休耕

轮作制度，建立健全生态损害赔偿制度，让保

护生态受益、破坏生态担责。

三、始终保持污染防治战略定力，努

力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坚持精准治污、

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我们要强化战略定力，坚

持问题导向、系统思维，以更高标准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

态环境需要。

保持攻坚定力。生态环境修复和改善，是

一个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的过程，必须坚持

不松劲、不开口子，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

宽广度，一茬接着一茬干，一仗接着一仗打，

积小胜为大胜，集小成为大成。紧盯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以 “一江一湖三山四水”为主

战场，以长株潭及传输通道城市大气污染联防

联控为重点，以确保土壤环境质量安全为目

标，在与全国同步开展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

污染防治、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城市黑臭水体

治理、长江保护修复、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

战等标志性战役的同时，紧密结合湖南实际，

打好重金属污染治理攻坚战、洞庭湖总磷污染

治理攻坚战，推动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基本消

除重污染天气和城市黑臭水体。

解决突出问题。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

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进入新时

代，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期望值更高，

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容忍度更低。要以 “污染

消除、生态恢复、群众满意”为标准，紧盯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反馈问题抓整改，紧盯重

点领域、重点区域突出问题抓整改，稳步提高

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坚决保护好湖南的绿

水青山。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坚

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下大力气

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畜

禽养殖、气味扰民、噪声污染等突出生态环境

问题，扎实推进海绵城市、美丽乡村、生态廊

道、绿色矿山建设，让人民群众在舒适优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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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里生产生活，让三湘大地处处呈现蓝天白

云、鸟语花香。

坚持系统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

体，必须坚持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

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

发，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打通地上和地

下、岸上和水里、城市和农村、一氧化碳和二

氧化碳，做到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

理。坚持系统规划、整体保护、综合施策，一

体抓好长江干支流沿线治污治岸治渔，扎实推

进湘江和洞庭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守护好一

江碧水。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刚性约束，严厉打

击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大力提升公民

生态文明意识，引导和发动更多社会力量参

与生态环境保护，构建生态环境治理全民行

动体系。

四、防范化解生态环境安全风险，牢

牢守住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

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必

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

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生态

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

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安全，有效防范化解生态环

境风险，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经济效益

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新湖南行稳致远。

严把准入关口。强化源头防控，推进

“三线一单”成果落地应用，严格控制 “两

高”项目盲目发展，严格控制新增污染物排

放。加强园区管理，通过调扩区、规划环评及

跟踪评价等政策优化园区产业布局，推进园区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确保新建项目实施后区

域环境质量不降低、不恶化，实现区域 “增

产不增污”。

还清历史欠账。湖南作为 “有色金属之

乡”，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多、压力大。

必须紧盯矿山保护修复和矿涌水污染治理、地

下水污染防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超标整治、

不达标断面整治、重污染天气等遗留问题，保

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加大科技

攻关和资金投入，加快还清历史欠账，持续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

化解风险隐患。以防范化解重大生态环境

风险隐患 “利剑”行动为抓手，全面排查整

治全省环境安全风险，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

制，落实风险管控措施，推动解决废水、废

气、重金属超标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环境问

题，牢牢守住不发生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

不发生环境污染舆情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底

线。紧盯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优良率、污染地块

和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等关键性指标，抓好

乡镇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排查整治、土

壤污染治理和风险管控、工业企业污染和尾矿

库治理等工作，牢牢守住 “米袋子” “菜篮

子”“水缸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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