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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取得更大突破

王　 宁

　 　 云南生态地位十分重要， 被誉为 “植物

王国”“动物王国”“世界花园”。 习近平总书记

对云南的生态环境保护高度重视、 寄予厚望，

赋予云南 “努力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

兵” 的重大使命。 近年来， 我们始终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 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大决策部署，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节约

集约、 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在努力成为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排头兵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一、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云

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更加坚定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自觉、 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

云南重要讲话和对云南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

批示， 都突出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为我们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总遵循总指引。 随着

学习和实践的深入， 我们更加深刻地领悟到了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云南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排头兵的高瞻远瞩和战略眼光， 更加坚定了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云南生态地位十分重要， 保护好生态环境

就是 “国之大者”。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

强调， 云南作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承担着维

护区域、 国家乃至国际生态安全的战略任务，

阐明了云南生态地位的极端重要性。 从生态功

能看， 云南是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的关键

一环， 发挥着重要的水源涵养、 水土保持、 气

候调节、 空气净化、 吸碳制氧、 生物多样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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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生物安全合作等综合生态功能。 从生态安

全看， 云南生态优越性与脆弱性并存， 一旦出

现问题， 势必对区域、 国家乃至国际生态安全

造成影响。 对于云南而言， 保护好生态环境就

是 “国之大者”。 近年来， 我们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 始终把保护作为首要责任， 采取坚决有

力措施， 保护好生态， 守护好环境， 坚决扛起

筑牢国家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时代责任和使命

担当。

生态环境保护是系统工程， 必须坚持统筹

兼顾、 综合施策、 系统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云南时强调， 要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

命共同体的理念， 加强综合治理、 系统治理、

源头治理， 驰而不息打好蓝天、 碧水、 净土三

大保卫战。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深刻揭

示了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 保护治理必须

坚持系统观念、 整体施策， 才能取得最佳效

果。 工作中， 我们注重整体保护、 系统修复，

强化生态环境各要素的协同治理， 努力做到标

本兼治。

在生态环境保护上， 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

观。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强调， 在生态环

境保护上， 一定要算大账、 不能只算小账， 要

算长远账、 不能只算眼前账， 要算整体账、 不

能只算局部账， 要算综合账、 不能只算单项

账， 不能因小失大、 顾此失彼、 寅吃卯粮、 急

功近利。 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意蕴深远，

昭示我们生态环境既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

大政治问题， 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

对此， 我们牢固树立正确的生态政绩观， 把生

态环境保护成效作为检验领导干部立场、 品

质、 能力、 意志的 “试金石”， 正确处理好发

展和保护的关系， 决不要带污染的 ＧＤＰ。

抓生态环境保护要突出重点， 守护好绿水

青山、 建设好美丽家园。 九大高原湖泊是云南

的九颗明珠，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 叮嘱我

们要以重点湖泊、 河流水污染防治为重点， 综

合推进滇池、 洱海、 抚仙湖等高原湖泊水环境

综合治理； 强调生态环境保护， 不能丢了农村

这一块。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指明了

云南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和关键。 近年来，

我们全力抓好九大高原湖泊保护治理和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 以重点突破带动全省生态环

境整体提升。

二、 认真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 筑

牢国家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习近平总书记嘱咐我们， 云南生态地位重

要， 有自己的优势， 关键是要履行好保护的职

责。 我们牢记嘱托， 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的

政治责任， 全面贯彻节约优先、 保护优先、 自

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全力呵护云南优美的自然

生态环境。

严格国土空间管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 落实生态保

护、 基本农田、 城镇开发等空间管控边界。 我

们按照 “应保尽保、 应划尽划” 原则， 划定

了生态保护红线 １７０１９ 万亩、 占全省国土面积

的 ２９. ６％， 自然保护地 １００％纳入生态保护红

线； 划定了耕地 ７８５８ 万亩、 永久基本农田

５７３１ 万亩和城镇开发边界 ６２９ 万亩。 通过划定

“三区三线”， 生产空间集约高效、 生活空间宜

居适度、 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格局正在形成。

保护生物多样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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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 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

展的重要基础。 云南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

的省份， 素有 “物种基因库” 的美誉。 近年

来， 我省率先制定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地方性法

规、 率先发布了省级生物多样性白皮书和生物

物种等名录， 全面系统摸清了全省生物物种家

底和受威胁状况， 建成了全国唯一、 亚洲第

一、 世界第二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

库。 令人可喜的是， 我们通过对珍稀濒危、 极

小种群和特有物种进行拯救性保护， 亚洲象增

长到了 ３００ 多头， 滇金丝猴增长到了 ３３００ 只

左右， 绿孔雀、 西黑冠长臂猿以及华盖木、 毛

果木莲、 漾濞槭、 滇桐、 巧家五针松等种群得

到有效保护。 我们还出台了加强生物多样性司

法保护的十六条措施， “云南绿孔雀” 案被列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十大案例之首。

办好 ＣＯＰ１５ 大会。 ２０２１ 年， ＣＯＰ１５ 第一

阶段会议在昆明成功举办， 党中央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两次向

世界发出 “昆明之邀”。 大会期间， 习近平

总书记视频出席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

话， 给我们极大鼓舞和鞭策。 大会通过了

《昆明宣言》， 决定设立 “昆明生物多样性基

金”， 为今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奠定了基

础。 我们通过举办生态文明论坛和生物多样性

展览， 向全世界展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

云南的生动实践。 第一阶段会议结束后， 我们

积极拓展大会成果， 配合做好 “昆明生物多

样性基金” 成立和运营工作， 积极争取在昆

明设立 “生物多样性中国昆明国际论坛”， 推

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再上新台阶。

加强重要生态系统保护。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 要实施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加大生态系

统保护力度。 我们抓好重点区域生态系统保

护， 大力开展长江重点生态区等 ８ 项生态保护

和修复重大工程， 保护自然生态的原真性、

完整性。 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建设， 加强高黎贡山生物生态安全风

险防范和保护， 建成 ３６２ 个各类自然保护地、

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１ ／ ７， 全省 ９０％的重要

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 加强湿地和草原生

态保护， “十三五” 以来， 全省湿地面积增

加 ７３. ５ 万亩， 湿地保护率提高 １８. ８ 个百分

点，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提升至 ７９％， 高于全

国 ２３ 个百分点。

加强退化生态系统修复。 习近平总书记高

度关注生态退化问题， 强调要实施重大生态修

复工程。 由于特殊的地质构造和过度开发， 云

南是全国石漠化最为严重的省区之一。 近年

来， 我们大力推进退耕还林还草， 持续开展石

漠化、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石漠化土地面积减

少 ４８ 万公顷，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４５ 万公顷。

加强矿山生态修复， 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

４０００ 余座、 恢复植被面积约 ２０ 万亩， 水源涵

养、 水土保持功能得到显著提升。

大力开展城乡绿化美化。 习近平总书记叮

嘱我们， 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是增加绿色植被

面积。 近年来， 我们大力推进大规模国土绿

化， 全省森林面积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２. ９ 亿亩增长

到 ３. ２ 亿多亩， 森林蓄积量由 １７ 亿立方米增

长到 ２１ 亿立方米， 均居全国前列。 ２０２２ 年以

来， 我们启动实施城乡绿化美化三年行动，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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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进全域绿化美化， 建设绿美云南、 美丽

家园。

三、 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着力

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 就要打几场标志性的重大战役， 集中力量

攻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我们持

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全力抓好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坚决守护好云南的

蓝天白云、 绿水青山、 良田沃土。

治理九大高原湖泊。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保护治理， 专门就滇池沿

岸违规违建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我们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认真落

实整改责任， 以强有力举措推动整治工作取得

决定性成效， 滇池沿岸恢复生态湖滨带 １４ 公

里， 过度开发、 无序开发、 贴线开发现象得到

全面遏制和根本扭转。 坚持举一反三， 系统总

结治湖经验教训， 找准措施路径， 全面部署推

进九湖流域污染治理和生态改善工作。 压实保

护治理责任， 九湖省级湖长全部调整由省委常

委担任。 完成九湖 “两线” 划定工作， 制定

了 “三区” 管控指导意见， 九湖生态保护核心

区面积达 １６５. ８ 平方公里， 是之前的 ２. ８ 倍，

湖泊水质总体向好的方向发展。

治理六大水系。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大

江大河的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 强调要把修复

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 云南是长江、 珠江、 澜沧江、 红

河、 怒江、 伊洛瓦底江六大水系的上游或源

头， 对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 近年来， 我们深入开展六大水系干流、 支

流保护治理， 加强流域岸线生态保护修复， 六

大水系水质持续改善。 把长江流域云南段保护

治理摆在突出位置， 实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

八大行动， 长江流域地表水断面Ⅰ—Ⅲ类水体

比例提升到 ８４. ３％。 严格落实长江十年禁渔，

鱼类种群稳定恢复。 与贵州、 四川共同立法保

护赤水河流域， 全面实施小水电站拆除等九大

攻坚行动， 赤水河干支流全面恢复自然流态，

出省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以上。

治理污水和黑臭水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 要治理好水污染、 保护好水环境， 基本消

灭黑臭水体。 我们统筹推进水资源、 水环境、

水生态协同共治， 与 ２０１５ 年相比， 全省国控

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提升 ５５. ７ 个百分点。 大

力推进污水治理， 城镇污水、 农村生活污水处

（治） 理率分别提升至 ９８％、 ３８％。 大力整治

城市黑臭水体， 纳入监管平台的 ３３ 条黑臭水

体全部消除黑臭， 昆明市、 昭通市获评国家城

市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

提升大气环境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是重中之重。 我们聚焦滇

中地区， 推进重点行业达标排放， 深化施工扬

尘、 道路运输、 油烟烧烤整治， “散乱污” 企

业基本出清， １０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和黄标车

全部淘汰。 针对因邻近国家烧荒导致空气污染

问题， 探索开展跨境大气污染防治合作。 近年

来， 全省地级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稳定

在 ９８％以上， ２０２２ 年 １—１０ 月达到 ９９. ７％，

大气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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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农业农村生态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 要推动污染治理向乡镇、 农村延伸， 强化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明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近年来， 我们针对农业面源污染突出问题， 调

整九湖流域农业种植结构和种植方式 ６ 万亩，

化肥农药连续 ６ 年完成 “双减” 任务目标。

同时， 在全省广泛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发动群

众建设美丽家园。 几年来， 我们共创建省级美

丽乡村 ２９６ 个， ５５ 个入选中国美丽乡村。

治理工业固废污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

本之策， 强调要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 我

们坚决遏制 “两高” 项目盲目发展， “十三

五” 以来， 累计压减生铁产能 １５６ 万吨、 粗钢

产能 ４５３ 万吨， 十年间全省能耗强度下降

３７. ６％。 大力发展绿色能源， 能源产业成为全

省第一支柱产业， 绿色能源装机、 发电量占比

分别达到 ８６％、 ８８. ６％，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

３７. １、 ５７. ９ 个百分点， 非石化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达 ４３. ４％， 居全国前列。 加强重

点行业重金属污染治理和遗留固废排查整治，

全省受污染耕地、 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

分别达 ９０. ２％和 １００％， 土壤污染风险得到

有效管控。

四、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以更高标准、 更严要求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 谱写好美丽中国的云南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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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

现代化， 一个重要特征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 实现既定奋斗目标， 一个重要

要求是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

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 “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单独列为一个部分，

并作出一系列部署安排。 新征程上， 我们将以

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 努力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上展现新

作为， 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上实

现新突破， 在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上取得新进

展， 奋力谱写好美丽中国的云南篇章。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推动生态高颜值

与发展高素质齐头并进。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

调，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 低碳化是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我们将坚持减污、 降

碳、 扩绿、 增长协同推进， 推动经济社会全面

绿色转型。 一是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 全面

推动产业园区绿色升级改造， 有保有压优化调

整产业结构， 通过优化存量、 严控增量， 着力

降低工业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 二是大力发

展绿色农业， 按照产业化、 规模化、 标准化、

品牌化的思路， 做强做大茶叶、 鲜花、 蔬菜、

水果、 坚果、 咖啡、 中药材等高原特色农业，

培育壮大农民增收致富的好产业。 三是大力发

展生态旅游， 建立生态环境游客承载能力评价

机制， 支持低碳游览、 住宿产品优先发展， 统

筹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 促进文

旅融合发展， 全面推动旅游业绿色转型升级。

四是加快运输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和

绿色仓储， 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交通运输体

系。 五是鼓励绿色消费、 绿色出行， 反对奢侈浪

７３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取得更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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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推动垃圾分类， 营造绿色低碳生活新时尚。

大力推进环境污染治理， 让七彩云南的天

更蓝、 山更绿、 水更清。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

调， 要坚持精准治污、 科学治污、 依法治污。

我们将全面深化污染防治， 牢牢守住生态环境

质量只能更好、 不能变坏的底线。 一是持续打

好蓝天保卫战， 健全区域联防联控， 重点抓好

汽车尾气和建筑工地扬尘治理。 二是持续打好

碧水保卫战， 抓实九湖流域污水、 农业面源污

染、 垃圾治理， 抓好河流、 水系、 黑臭水体等

的系统治理。 三是持续打好净土保卫战， 加强

土壤污染源头防控， 推进受污染耕地和重点建

设用地安全利用。 四是加强危险废物、 医疗废

物收集处理和重金属污染防控， 提升固体废

物、 危险废物风险管控处置水平。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提升生态系

统碳汇能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 对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作出重大部署。 我们将立足云南实际，

有序 推 进 “ 双 碳 ” 工 作。 一是 对 标 国 家

“１＋Ｎ” 政策体系， 抓好我省贯彻方案落实，

扎实做好 “双碳” 工作。 二是加快推进能源

革命， 有序实施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和清洁高效

利用， 统筹 “风光水储” 开发， 加快建设国

家清洁能源基地。 三是高标准推进绿美云南建

设， 抓好低产低效林改造， 提升生态系统碳汇

能力。 四是加快降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 为

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让绿水青山

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要

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我们将以体制机

制改革创新为核心， 加快探索政府主导、 企业

和社会各界参与、 市场化运作、 可持续的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一是加快建设全省碳资源

池， 做好碳资产的统一核算、 确权、 开发、 收

储， 创新碳汇产品， 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 做好碳汇资源价值转化文章。 二是推进绿

色电力认证， 用绿电资源赋能绿色制造。 三是

探索生态保护补偿扩面提质， 推动建立长江、

珠江流域跨省横向生态补偿， 健全水源地、 湿

地等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

获得合理回报。

全面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推动生态环

境保护治理长治长效。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要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我们将坚持标本兼

治， 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 以最严格制度最严

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一是落实生态环境保护

责任清单， 健全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

让环保监督长出 “钢牙”。 二是完善生态环境

保护法规体系和执法司法制度， 充分发挥昆明

环境资源法庭职能作用， 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

护。 三是加快智慧环保建设， 建立完善生态环

境监测体系， 提升监管执法效能。

生态环境是云南的宝贵财富， 也是全国的

宝贵财富。 我们一定牢记 “国之大者”， 像保

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锲而不舍、 久久为

功， 走出一条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 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之路， 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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