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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民城市
奋力绘就美丽中国的上海画卷

龚　 正

　 　 党的二十大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坚持人民城市人民

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 提高城市规划、 建设、

治理水平， 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民城市的重要内涵。 上

海作为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首次提出地， 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 把大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作为忠诚拥护 “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的具体行动， 加快建设现代化

美丽上海。

一、 提高政治站位， 充分认识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上海现代化建设中的重

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坚持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 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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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 转折

性、 全局性的变化。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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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 为深化新时

代人民城市生态环境保护、 建设现代化美丽上

海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

一是要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 深刻

认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上海现代化建设

中的重要性。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

化五个方面中国特色之一。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 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要坚定不

移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

展道路，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

要求上海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 创新发展先行

者。 在新征程上， 上海要以排头兵的姿态和

先行者的担当， 勇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开

路先锋， 生动演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的内涵和特征， 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

代化的光明前景。

二是要从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维度， 深刻认识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在上海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

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

位， 是上海的奋斗目标。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国

际大都市的重要竞争力和软实力。 上海作为一

个人口和产业高度密集、 环境容量有限的超大

城市， 要实现城市发展目标， 必须坚持对标最

高标准、 最好水平， 强化系统观念， 把生态环

境保护放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局中来谋划，

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 使绿色成为现

代化美丽上海的鲜明底色。

三是要从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和态度， 深

刻认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上海现代化建

设中的重要性。 环境就是民生， 青山就是美

丽， 蓝天也是幸福， 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

参与、 共同建设、 共同享有的事业。 随着生活

水平的持续提升， 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

需求更加迫切，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更加显

现。 我们要坚持生态惠民、 生态利民、 生态为

民， 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

题， 努力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 牢记使命嘱托， 探索具有上海特

点的超大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发展满怀深情、 寄予

厚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五

年参加全国 “两会” 上海代表团审议， 先后

五次亲临上海考察指导工作、 出席重大活动、

作出重要指示、 交办重大任务。 这些年， 我们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坚持人民城市

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加快建设更加美丽、 更

可持续的生态之城。

第一， 筑牢超大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重要基石， 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取得新进

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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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化、 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要加快推动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 交通运输结

构、 用地结构调整。 上海紧紧围绕 “四个结

构调整”， 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

聚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坚持 “四个论

英雄”， 即以亩产论英雄、 以效益论英雄、 以

能耗论英雄、 以环境论英雄， 加快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 一方面， 做好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的

“加法”。 初步形成以三大先导产业为引领、

六大重点产业为支撑的新型产业体系， 集成电

路、 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规模达

到 １. ４ 万亿元，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０. ８％提高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４３％。 另一方面， 做

好淘汰落后产能的 “减法”。 严格把控产业

项目准入关， 坚决遏制高耗能、 高排放、 低

水平项目盲目发展， 推动吴淞、 桃浦等老工

业区整体转型升级， 过去五年淘汰落后产能

４３００ 多项。

聚力推进能源结构调整。 在确保能源供应

安全的基础上， 控制煤炭消费， 加强煤炭清洁

高效利用。 市内市外并举， 推动可再生能源开

发建设。 坚持节约优先， 落实能源消费强度

和总量双控制度， 加大节能减排工作力度，

过去五年全市单位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

２０％左右。

聚力推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 大力实施公

交优先战略， 全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总长从

２０１７ 年的 ６６６ 公里增加到 ８３１ 公里， 保持全球

城市第一。 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 全市累计达

１０１. ３ 万辆， 位居全球城市第一， 建成各类电

动汽车充电桩 ６９. ７ 万个、 换电站 １２０ 座。 大

力推进港口集疏运的 “公转铁”“公转水”， 上

海港集装箱水水中转比例达 ５３. ９％。

聚力推进用地结构调整。 优化城市空间格

局， 加快构建 “中心辐射、 两翼齐飞、 新城

发力、 南北转型” 的空间新格局， 重中之重

是按照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定位打造五个新

城， 避免 “摊大饼” 的发展方式， 拓展城市

发展新空间。 推动土地高质量利用， 牢牢守住

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的天花板不突破， 盘活存

量、 做优增量， 累计完成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

约 １００ 平方公里。

第二， 厚植超大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人本价值， 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得到新提

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 ２０００ 年以来， 上海滚动实施

了八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近几年， 我们加大

环境保护力度， 着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努力

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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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完成污染防治

攻坚战阶段性目标， 在国家考核中连续三年保

持优秀， 其中 ２０２０ 年度考核排名全国第一。

完成新一轮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淘汰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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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车 ８. ４ 万辆， ＰＭ２. ５年均浓度从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９ 微克 ／立方米下降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２５ 微克 ／立方

米，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从 ７５. ８％ 提高到

８７. １％。 建成白龙港污水厂提标改造、 泰和污

水厂等重大工程， 深入开展雨污混接整治、 泵

站放江整治， 如期消除劣 Ｖ 类水体， 全市地

表水考核断面优良比例从 ２０１７ 年的 ２３. ２％提

高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９５. ６％。 完成全市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和重点区域土壤修复治理。

加快打造更多绿色生态空间。 坚持把让人

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

民， 营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 加快

建设 “一江一河一带”， 推动黄浦江 ４５ 公里、

苏州河 ４２ 公里岸线贯通开放、 品质不断提升，

北外滩世界会客厅、 苏州河华东政法大学滨水

区域等一批新景观相继建成， 昔日的 “工业

锈带” 变成今天的 “生活秀带” “发展绣带”；

建设环城生态公园带， 全市公园从 ２０１７ 年的

２４３ 座增加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６７０ 座。 加快建设崇明

世界级生态岛， 滚动实施生态岛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 筑牢水、 土、 林、 气、 滩生态基础， 厚

植生态优势， 初步形成生态、 生产、 生活

“三生共赢” 的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框架。

着力推动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 坚持源头

减量、 全程分类， 深入推进生活垃圾综合治

理。 建成老港湿垃圾二期等一批末端处置设

施， 基本形成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运输、 处理

体系， 全市居住区、 单位的生活垃圾分类达标

率均达到 ９５％以上。 干垃圾焚烧和湿垃圾资

源化集中处置能力达到 ３. ５ 万吨 ／日， 超过全

市每天的生活垃圾产生量， 原生生活垃圾实现

零填埋。

第三， 强化超大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制度保障，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迈出新步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环境治理

是系统工程， 需要综合运用行政、 市场、 法

治、 科技等多种手段， 提高环境治理水平。

上海不断完善体制机制， 推动环境治理模式

创新。

坚持党的领导、 共建共治。 加强党对环境

治理工作的领导， 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

同责、 一岗双责， 全面落实河长制、 湖长制、

林长制。 畅通 “１２３４５” 市民热线等民意表达

渠道， 发挥民间河长湖长 “哨点” 作用， 激

发人民群众参与环境治理的责任意识， 推动形

成全社会生态环境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坚持区域一体、 协同治理。 紧扣 “一体

化” 和 “高质量” 两个关键， 不断探索长三

角区域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制度创新。 在大气

和水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的基础上， 推动成立长

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小组， 形成全方位

的长三角生态环保协作机制。 跨区域编制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生态环境规划，

持续推进以生态环境标准、 监测、 执法 “三

统一” 为核心的制度创新， 聚焦跨界河湖

“一河一策” 综合治理、 固废危废污染联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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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等重点领域开展环境协同防治。 积极参与长

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机制， 严格落实长江

十年禁渔。

坚持改革引领、 创新驱动。 紧紧围绕深化

环保 “放管服” 改革， 推动环境治理放得开、

管得严、 服务优。 深化环评审批制度改革， 开

展排污许可与环评制度两证衔接试点， 在

５２ 个产业园区联动实施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

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数字化转型， 拓展生态环境

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 推动更多服务事项全

程网上办理。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系统在沪上线运行， 到去年底， 碳排放配额累

计交易量 ２. ３ 亿吨、 成交额 １０４. ７５ 亿元。

三、 把握时代要求， 在新征程上加快

建设现代化美丽上海

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

作出了重大决策部署， 提出重点任务举措。 上

海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统筹产业

结构调整、 污染治理、 生态保护、 应对气候变

化， 推动绿色发展， 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新实践， 努力绘就美丽中国的上海画卷。

一是以新模式引领新实践， 着力推进碳达

峰碳中和。 把系统观念贯穿于 “双碳” 工作

全过程， 协同推进降碳、 减污、 扩绿、 增长，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聚焦 “四

大重点领域、 两大关键支撑”， 打好 “双碳”

攻坚战、 持久战。

“四大重点领域”， 就是持续深化产业、

能源、 交通、 建筑等领域节能降碳。 产业领

域， 着力构建 “２＋ （３＋６） ＋ （４＋５） ” 的产

业体系， 也就是推动传统产业加快数字化转

型、 绿色低碳转型两大转型， 发展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等三大先导产业， 以及电

子信息、 生命健康、 汽车、 高端装备、 先进材

料、 时尚消费品等六大重点产业， 培育数字经

济、 绿色低碳、 元宇宙、 智能终端等四大新赛

道产业， 以及未来健康、 未来智能、 未来能

源、 未来空间、 未来材料等五大未来产业。 能

源领域， 在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同时， 规

划建设深远海海上风电示范、 外电入沪等重大

项目， 加快构建新能源占比持续提高的新型电

力系统。 交通运输领域， 大力发展新能源汽

车， 推动海铁联运、 江海联运等多式联运发

展， 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 建筑领

域， 大力推广绿色建造方式， 建设超低能耗建

筑， 实施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在建筑设

计、 建造、 使用的全生命周期最大限度地节能

降碳。

“两大关键支撑”， 就是强化 “双碳” 工

作的科技创新和绿色金融支撑。 着力构建绿色

低碳科技创新体系， 加强太阳能、 氢能、 储

能、 废弃物循环利用等领域重大关键技术攻

关。 加快打造上海国际绿色金融枢纽， 推进绿

色金融市场建设、 产品创新， 为实现 “双碳”

目标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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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高标准推动新实践， 着力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 保持力度、 延伸深度、 拓展广度，

推动污染防治在重点区域、 重要领域、 关键指

标上实现新突破。 着力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启

动实施新一轮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加强臭氧和

ＰＭ２. ５协同治理， 持续推进柴油货车污染治理，

加大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管控力度， 有效

遏制臭氧浓度增长趋势。 着力改善水环境质

量。 推进白龙港三期等三座污水厂、 合流污水

一期复线等三条连通线， 以及一批雨水调蓄设

施建设， 补齐污水治理能力短板。 加快苏州河

环境综合整治四期、 吴淞江工程、 生态清洁小

流域建设， 全面开展入河入海排污口排查整

治， 进一步畅通水系、 提升水质。

三是以新名片展示新实践， 着力打造公园

城市。 公园城市不是简单地在城市中建设公

园， 而是要把城市变成一座大公园。 上海建设

公园城市， 主要聚焦三个方面： 增加数量， 坚

持大、 中、 小公园并举， 建设城市公园、 口袋

公园、 乡村公园， 到 ２０２５ 年， 全市各类公园

增加到 １０００ 座以上， 到 ２０３５ 年力争建成公园

２０００ 座。 提高质量， 重点是加快建设 “一江

一河一带” 高品质生态空间， 推进黄浦江两

岸贯通南拓北延， 打造环城生态公园带 “一

大环＋五小环”， 在外环绿带及周边区域 “环

上”、 “环内” 和 “环外” 建设大型公园和生

态林， 围绕五个新城规划建设 ５ 个环新城生态

公园带。 优化存量， 推进公园拆墙透绿， 推动

机关、 企事业单位附属绿地对外开放， 让公园

和绿地更好为民所享。

四是以广参与支撑新实践， 着力完善生态

环境治理体系。 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制机

制， 进一步调动多方参与的积极性， 加快推进

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 深化区域联保共治。 深

入落实长三角生态环境共同保护规划， 推进跨

界环境污染共治、 环境基础设施共建、 自然生

态系统共保等重点任务， 推动一体化示范区形

成更多有显示度的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成果。 落

实好长江十年禁渔， 把长江经济带 “共抓大

保护、 不搞大开发” 的要求落到实处。 深化

社会共建共治。 推进园区、 企业、 街镇、 社区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试点示范， 落实好政府、 企

业、 公众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主体责任。 推

进碳普惠体系建设， 引导市民践行简约适度、

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用好随申拍、 “１２３４５”

市民服务热线等渠道， 强化市民监督、 社会监

督， 形成 “永不落幕的环保大督察” “永不停

歇的环保大整改”， 加快构建现代化生态环境

治理体系。

作者： 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 市长

编号：１６７３－２８８Ｘ（２０２３）０２－００４４－０６

ＤＯＩ：１０．１９７５８ ／ 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２８８ｘ．２０２３０２０４４

９４

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民城市 奋力绘就美丽中国的上海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