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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湖北

王蒙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站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高度， 对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重大战略部署。 我

们要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坚持以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 扎实推进以长江大保护

为重点的生态省建设，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

型， 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出湖

北贡献。

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 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坚定信仰者

和忠实践行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 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 推动

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 制度创

新， 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推进美丽中

国建设、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

了根本遵循。 深入学习、 全面理解、 忠实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是湖北全省上下的重大

政治任务。

深刻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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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

思主义政治家、 思想家、 战略家的深邃洞察

力、 敏锐判断力和理论创造力， 继承和发扬马

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精髓， 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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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升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 创造性提

出了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生态兴则文

明兴， 生态衰则文明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建设美丽家园

是人类的共同梦想” 等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

体现时代精神、 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 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有机联系， 深入阐释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

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 指明了生态文明

建设的整体性、 系统性治理路径。 我们必须一

以贯之地全面学习和深刻领会这些创新理论的

丰富内涵和本质要求，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做

到学思用贯通、 知信行统一， 持续推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在湖北落地生根。

牢牢把握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

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站在对人民群众、 对子孙后代负责任的

高度， 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创新， 开展

了一系列根本性、 开创性、 长远性工作。 坚持

统筹谋划， 将 “生态文明建设” 纳入党的行

动纲领和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将 “美丽

中国” 纳入现代化强国目标， 将 “绿色” 纳

入新发展理念， 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战略地位。

坚持系统推进， 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系统治理， 全面加强长江大保护， 全面推

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

设、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等， 推动生

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 转折性、 全局性变

化， 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

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引领， 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努

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加快推

进中部地区绿色崛起和美丽湖北建设， 共绘

美丽中国新画卷。

积极运用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

创新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的一条重要经验， 就是用最严格的制度、 最严

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注重制度建设， 把制

度建设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 深

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着力把生态文明建

设纳入法治化、 制度化轨道。 注重构建治理体

系， 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 完善统筹协调机制， 健全党委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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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党政

同责体制和督察制度， 实行省以下生态环保监

察监测垂直管理， 有效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和监

督的绩效。 注重强化刚性约束， 加快构建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强化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 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发布一系列法律、 文件和治理标准， 维护制度

刚性和法律权威。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

创新成果， 为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提供了可

靠保障。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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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严格制

度执行， 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为建设

美丽湖北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二、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以

长江大保护为重点推动美丽湖北建设

湖北是生态大省， 是长江径流里程最长的

省份， 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和三峡

库坝区所在地， 是长江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地

和国家重要生态屏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

总书记 ５ 次考察湖北， 对湖北生态文明建设和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提出重要要求， 特别是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考察长江， 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强调要正确把握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 “五个关系”， 要求我

们 “全面做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湖北

省委、 省政府坚决扛起生态大省的政治责任，

坚定不移以长江大保护为重点推进生态省建

设， 推动美丽湖北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生态文明建设得到整体性推进。 我们始终

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从

“国之大者” 的高度加以推进， 提出以流域综

合治理明确并守住水安全、 水环境安全、 生态

安全底线， 确保一江清水东流、 一库净水北

送。 全面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和长江大保护

工作的领导， 建立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生

态保护领导小组、 省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工

作领导小组、 省污染防治攻坚指挥部等重要议

事协调机构， 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全省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重点领域规划体系和协调推

进机制不断健全。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发生转折性变化。 我们

牢牢把握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

向， 强力实施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 整

体推进长江湖北段保护修复。 壮士断腕破解

“化工围江” 难题， 累计关改搬转沿江化工企

业 ４４３家， 取缔各类码头 １８１０个、 泊位 １３８３ 个，

腾退岸线 １４９. ８ 公里， 生态复绿岸滩岸线面积

８５６ 万平方米。 严格实施长江 “十年禁渔”，

妥善安置 ２. ３７ 万名上岸渔民。 大力实施 “四

个三” 重大生态工程， 改造农村户厕 １６３. ６ 万

座， 精准灭荒造林 ８０. ２ 万亩， 乡镇污水处理

基本实现全覆盖。

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历史性改善。 我们全力

打好蓝天、 碧水、 净土保卫战， 纵深推进污染

防治攻坚。 ２０２１ 年， 全省 １７ 个重点城市中

１０ 个达到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例为 ８６. ７％； 全省 ３２６ 个省控断面 （水

域） 中， 水质优良比例 ８８. ７％， 其中 １９０ 个国

控断面 （水域） 水质优良比例 ９３. ７％， 无劣

Ⅴ类断面； 土壤环境质量总体安全可控。 对比

过去 １０ 年最差年份， 四项污染物年均浓度下

降近 ５０％， 全省空气优良天数比例提高 ２２ 个

百分点， 重点城市空气质量二级标准达标城市

增加 １０ 个， 主要河流断面Ⅰ类、 Ⅱ类水质比

例提高 ２６ 个百分点， 主要湖库断面Ⅰ类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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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提高 １０ 个百分点。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我们大力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推

进生态立法步伐。 《湖北省清江流域水生态环

境保护条例》 《湖北省汉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

例》 等一批重要地方法规接续颁布。 完成改

革项目 ５０ 多个， ８１ 个县 （市、 区） 初步建立

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全力抓好中央生

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省级生态环保督察

实现全覆盖， 一批人民群众关心的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得到解决。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取得

积极成效， 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投

入运营， 湖北碳市场交易规模居全国前列。 全

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基本建成， 发起

磋商赔偿案例逾百件。

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实质性步伐。 我们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制定并

按期完成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十大战略性举

措， 一批重大项目相继开工或建成。 坚持创新

驱动发展， 加快打造全国科技创新高地、 制造

强国高地、 数字经济发展高地和现代农业基

地、 现代服务业基地， 推进产业结构、 能源结

构绿色转型。 今年前三季度， 全省高技术制造

业增加值增长 ２０. ９％， 对全省工业增长贡献率

达 ３２. １％。 严控 “两高” 项目盲目上马， 全

面完成 “十三五” 去产能目标任务， “十三

五” 期间全省单位 ＧＤＰ 碳排放下降 ２４. ５％，

过去十年以年均 ３％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

均 ７. ６％的经济增长。

三、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领生态

省建设实践，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

湖北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的

重要要求， 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

向往为根本目的， 坚决扛起长江大保护的政治

责任， 统筹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保护， 加

快推进生态优先、 节约集约、 绿色低碳发展，

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湖北力量。

以流域综合治理明确并守住安全底线。 水

是湖北最大的特点， 治荆楚必先治水。 湖北将

坚持以流域综合治理明确并守住安全底线， 分

区分类建立安全管控负面清单， 扎实做好防风

险、 保安全、 护稳定、 促发展各项工作。 一是

科学划定底图单元。 强化省级统筹， 将全省划

分为 ３ 个一级流域和 １６ 个二级流域片区， 确

定流域综合治理单元。 在流域单元内， 明确水

安全底线、 水环境安全底线、 耕地保护红线、

生态保护底线等， 确定负面清单， 形成发展底

图。 二是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科学谋划建设

“荆楚安澜” 现代水网， 统筹水安全设施建设

与农业灌溉水利建设， 统筹水资源利用和产业

布局、 城镇建设， 统筹水环境保护和城乡人居

环境建设， 保障供水和重要河湖生态流量。 以

流域为主体， 加强上下游、 干支流、 左右岸协

同治理， 共抓长江大保护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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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地保护。

深入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牢牢把

握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向， 把修

复和保护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统筹

考虑水环境、 水生态、 水资源、 水安全、 水文

化和岸线等多方面的有机联系， 以流域思维抓

好水岸共治。 一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坚持精准治污、 科学治污、 依法治污， 落实源

头治污， 以更高标准保卫好蓝天、 碧水、 净

土。 深入实施长江高水平保护十大攻坚提升行

动， 进一步优化沿江工业企业布局， 突出抓好

长江 “磷污染” 问题治理， 下大力气消除城

市黑臭水体， 推进重点片区的农业农村面源污

染和生活污染治理。 加强污染物协同控制， 基

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

抓好重金属等污染物治理。 二是持续提升长江

生态系统多样性、 稳定性、 持续性。 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抓好重要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 以三峡、 丹江口水库等

水源区为重点， 建设长江、 汉江、 清江绿色生

态带， 加强重要水源涵养、 水土保持， 推动森

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 实施好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长江十年禁渔，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

界。 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

问题、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问题整

改， 构建全过程多层次环境风险防范体系。

持续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以流域综合

治理为基础推进四化同步发展， 探索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有效举措， 让绿色低碳成为湖北高

质量发展的普遍形态。 一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与国土空间布局相适应、 相统一。 以理想空间

结构为引领， 带动用地布局有序发展， 守护湖

北 “一山四屏” “三江一平原” 的自然生态格

局。 适应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的规律，

加快建设以武汉、 襄阳、 宜昌为中心的三大都

市圈， 打造宜居、 韧性、 智慧城市， 完善城镇

化空间格局。 二是加快构建绿色经济体系。 围

绕建设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

湖北东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加快推动绿色

低碳技术研发、 应用和推广。 深入实施 “技

改提能、 制造焕新” 工程， 推进传统产业向

高端化、 绿色化、 智能化转型升级， 突破性发

展光电子信息、 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 生命

健康、 高端装备、 北斗等优势产业。 全面启动

新阶段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十大行动， 加快循环

经济示范市 （县） 建设， 全面完成重化工园

区循环化改造， 支持建设一批绿色工厂、 绿色

园区、 绿色供应链。 三是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 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 探索建

立生态服务价值核算机制， 抓好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试点建设。 建立生态保护补偿配套制

度体系， 完善市场化、 多元化的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 深入实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生态

保护协作工程， 支持十堰绿色低碳发展示范

区、 神农架林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恩施

“两山” 实践创新示范区建设。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把碳达峰碳

中和纳入湖北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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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全局， 落实湖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立

足湖北缺煤少油的能源资源禀赋， 坚持先立后

破， 推动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 交通运输结构

等调整优化， 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

一是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坚定

不移推进能源革命， 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推

进 “加新、 减煤、 稳油、 增气”， 用好绿电产

能， 优先推动风能、 太阳能就地就近开发利

用， 加速发展氢能产业， 实施 “气化长江”

工程， 打造全国电网联网枢纽和 “两湖一江”

煤炭物流枢纽。 推进能源体制机制改革， 围绕

多源、 强网、 增储、 绿色、 安全， 完善能源产

供储销体系， 建设智慧能源系统。 二是推动实

现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变革。 实施全面节约战

略， 全面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 适应能耗强

度和总量双控逐步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

变， 加快推进工业、 建筑、 交通等领域清洁低

碳转型。 实施 “碳惠荆楚” 工程， 开展近零

碳、 气候投融资、 气候适应型城市 （区域）

等试点示范。 加快构建全民环保行动体系， 推

动形成节约适度、 绿色低碳、 文明健康的生活

和消费方式。 三是加快布局 “双碳” 发展新

赛道。 抢抓 “双碳” 目标催生的发展机遇，

推动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 生态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 深入推进湖北碳市场建设， 依托

“中碳登” 建设全国碳金融中心， 拓展结算平

台功能， 突破性开展碳金融创新。

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 大力推

进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 全面提

升现代环境治理水平。 一是深化生态环境管理

制度改革， 加快构建源头预防、 过程控制、 损

害赔偿、 责任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强化

重大决策的生态环境约束机制， 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责任监督， 完善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 全面实施排污许可制度， 完善资源环

境准入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完善省级生态

环保督察机制， 加强生态环保常态化监管。 二

是健全地方法规标准体系， 强化生态文明建设

法规保障。 推进流域综合管理、 资源节约循环

利用等方面的地方立法。 建立以环境质量标准

为核心、 以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监测规范为骨

架、 与区域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省级环境标

准体系。 严格执行生态环境监管执法正面清

单， 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三是完善生态

环境保护社会共治体系， 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

良好局面。 坚持培育生态文化， 促进生态文明

全民参与、 全民行动。 构建多元化环保投融资

机制， 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落实环保信用评价制度， 持续激励约束企业主

动落实环保责任。 全面优化环境保护社会治理

方式， 广泛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

活动， 形成 “环境情况社会知悉、 环境保护

广泛参与、 环境问题共同解决、 环境服务全民

共享” 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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