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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攻堅戰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決勝時期的三大戰役之一，始終牽

動着委員們的心。如何打贏這場戰役？全國政協常委會第三次會議近日在

京召開，全國政協常委與委員們聚焦「污染防治中存在的問題和建議」議

題，圍繞水資源保護、大氣環境治理、農業面源污染防治等方面問題建言

獻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會議中指出，牢固樹立

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着力解決突出環境問

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是新時代賦予的重大歷史任

務。要深入學習領會中共中央關於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決策部署，以強

烈的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緊緊圍繞會議主題，積極建言資政，為保

護生態環境、建設美麗中國凝聚共識、匯聚力量。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

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
走綠色路守護藍天碧水青山

近年來伴隨生態文明建設與制度體系設
計持續推進，「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

山」理念深入人心，環境污染治理腳步不
斷加快，生態環保質量獲得明顯改善，但
污染防治仍有「硬骨頭」要啃，是一場沒
有退路的攻堅戰，需要每一個人貢獻力
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韓正在會議上強調，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
要認真實施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
劃，扎實做好重點行業超低排放改造、
「散亂污」企業治理、散煤治理、運輸結
構調整和柴油貨車污染治理等工作；深入
實施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打好水源地保
護、城市黑臭水體治理、長江保護修復、
渤海綜合治理、農業農村污染治理攻堅
戰；全面實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有
效管控農用地和城市建設用地土壤環境風
險。同時，嚴格落實黨政主體責任，嚴肅
追責問責，提高污染防治攻堅戰的執行力
落實力；加大綜合執法力度，切實依法處
置、嚴格執法；以群眾的真實感受作為檢
驗標準，確保統計考核數據真實準確，以
實際成效取信於民。

建「民間河長制」呵護清水長流
「河長制是解決水資源污染困局的一把

『金鑰匙』」，目前全面推行河長制已取
得了重要階段性成果，但在貫徹落實河長
制過程中還存在難題。全國政協常委修福
金說：「河裡的問題要上岸解決，水環境
污染表象在河裡，根源卻在岸上。」他表
示，工業廢水不達標排放、城鎮生活污水排
放等都會造成河湖污染，需要河長具備統籌
整合岸上的治理力量。
據介紹，全國已設有省、市、縣、鄉四級
河長30多萬名，另有29個省份設立村級河
長76萬多名，打通了河長制的「最後一公
里」。「強化考核問責，讓河長制落地生
根。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要避免河長制
變成『河長秀』，讓河長主體責任落到實
處。」修福金建議，科學制定考核指標體
系，根據不同河湖的主要問題，實行差異化
績效考核，壓實各級河長的工作責任。
修福金認為，治水與富民應有機結合，不

斷壯大生態經濟，使百姓在承擔治水、護水
義務的同時，享受到治水帶來的益處，「可

以配套實施民間河長制，調動社會力量廣泛
參與河道管護工作，彌補鄉村兩級河長及專
業巡河隊員人力有限的缺口。」

打響京津冀「藍天保衛戰」
2018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

境保護大會上指出，要把解決突出生態環境
問題作為民生優先領域，堅決打贏藍天保衛
戰是重中之重，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是打贏藍
天保衛戰的主戰場之一。全國政協委員、北
京市政協主席吉林表示，目前京津冀區域大
氣污染治理取得了階段性成效，打贏藍天保
衛戰是一場大仗、硬仗、苦仗。京津冀地區
應進一步深化區域大氣污染共治機制，加快
籌建區域大氣管理機構，組織制定區域大氣
環境的重大政策措施，完善區域聯防聯控聯

治、重污染天氣應急聯動等制度。
2017 年京津冀區域 PM2.5 年均濃度較

2013年下降39.6%，重污染天數由2013年
的75天下降至28天，區域空氣質量持續改
善。吉林進一步表示，今後需繼續加強區域
機動車污染治理，優化清潔能源政策，提升
機動車排放標準，有效治理機動車污染，
「要優化新能源支持政策，讓老百姓用得
上、用得起。」

攻破農村污染治理難題
2018年7月，全國政協農業和農村委員會

「農村面源污染防治和人居環境整治」專題
組赴河北、河南進行實地調研。「農業農村
環境保護是『污染防治短板中的短板』，將
直接影響污染防治攻堅戰成效的含金量。」

全國政協農業和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吳曉青建
議，構建責任清晰的農業農村環境保護目標
責任體系，抓好化肥農藥減量增效、畜禽養
殖廢棄物處置利用、秸稈綜合利用等重點領
域和關鍵環節，「加快構建農業農村環境保
護制度體系，提升農村環境監管能力和農村
居民生態環境保護參與度。」
全國政協常委、遼寧省政協副主席武獻華

建議，各地應因地制宜編制《美麗鄉村建設
發展規劃綱要》和《農村污染治理規劃》，
另外注重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淨化處理、糞
污無害化處理等問題，着力發展生態農業。
全國政協常委、河北省政協副主席邊發吉

認為，「依託科技全面提升農業污染面源污
染防治水平，盡快制定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法，
積極推進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法制化。」

除污染不能一關了之
抓環保兼顧群眾生活

「源頭的水乾乾淨淨的，到了
出海口就髒了。水的問題表面在
水，根子卻在岸上。」長期研究
水生態環境的全國政協常委陸桂
華深刻體會到，「工業生產、居
民生活、農業種植、畜禽養殖等
人為活動，都會持續影響河湖水
質。」但在污染防治過程中，陸
桂華卻發現，有些地方採取的措
施過於簡單，「一發現污染問
題，馬上就把水電站、養殖場全
關了，這種『一刀切』的做法既
不利於從根本上進行環保整治，
又阻礙經濟發展和人民的正常生

產生活。」
如何理順「岸上」的問題？陸

桂華認為，抓環保不能靠「一刀
切」來應急，靠的是厚積薄發，
「應堅持統籌兼顧、系統謀劃，
把握好發展和保護的關係，體現
差別化，避免影響群眾生產生
活。」全國政協常委洪慧民也認
為，要用歷史和發展的眼光看待
企業污染問題，不能一關了之，
對於具有合法手續但沒有達到環
保要求的企業，可根據具體問題
採取針對性整改措施，對於無證
無照的污染企業應該堅決整改，

確需關停的依法關停。
「有的地方為了短期達到指

標，可能臨時關停企業，但這種
短促減排是有『報復性』的。」
全國政協委員鍾茂初進一步分析
認為，取消關停限制後，企業必
然加大生產、加大排放來彌補其
關停期間的經濟損失，這種大起
大落的污染排放，對生態環境的
影響會更大，「環境治理應追求
長效機制，盡可能減少使用短促
的減排措施。」
面對常委和委員們的疑問和

建議，出席會議的生態環境部
有關負責人現場回應道：「關
於『一刀切』的問題，我們也
是堅決反對的。」據了解，為
防止一些地方在環保督察進駐
期間不分青紅皂白地實施集中
停工停業停產行為，影響人民
群眾正常生產生活，生態環境
部專門研究制定了《禁止環保
「一刀切」工作意見》。
「環保政策的制定是好的，但

具體執行時卻總是變了味，令人
擔憂。今天聽了委員們的建議和
意見，很中肯也很受啟發，我們
也不是回答了就算完了，接下來
我們會認真採納落實。」生態環
境部負責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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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稅開徵半年多來，有效發揮了經濟槓桿
作用：一方面引導排污單位履行主體責任，減
少污染物排放，帶來環境紅利；一方面通過稅
制結構的調整，產生經濟紅利，取得了良好的
經濟社會效應。「但環境稅目前仍存在稅目不
全、稅額不完善、激勵措施不到位等問題。」
全國政協常委鄭建閩表示，應通過科學設置環
境稅適用稅額和稅目，增加激勵措施，發揮綠
色稅收體系的調節作用，提高納稅人環境責任
意識和稅收遵從度，增強地方政府打好污染防
治攻堅戰的保障能力，推動經濟發展與環境保
護協調發展。
鄭建閩建議將揮發性有機物納入稅目，允許

地方探索開展分種類、分規模、適應監管需要
的特徵污染物徵稅方案。同時，適當提高環境
稅最低限額標準，縮小環境稅稅額差距，允許
企業以環境治理投入抵扣一定額度環境稅，有
效激勵企業加大治污投入，減少污染排放。
全國政協常委王紅也認為，包括環境保護稅

在內的綠色金融仍存在法律法規尚不健全、標
準尚未完全確立、可持續
發展能力依然不足、風險
隱患依然存在等問題。
「有關部委應抓緊研究建
立促進中國綠色發展的法
律保障體系，將綠色金融
基本法律制度以及綠色金
融基本監管制度納入其
中，進一步強化金融機構
與地方政府綠色發展的法
律意識和責任意識；進一
步完善貨幣信貸、金融監
管、金融市場、行業產業
政策、財政稅收等政策的
協調配合，並出台相關操
作細則，便於地方政府準

確掌握並落地實施。」王紅表示。
她同時建議人民銀行會同銀保監會、國家統

計局、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共同研究制定綠
色金融產品與服務、綠色項目認定、綠色金融
統計等相關的規範與標準，制定綠色金融產品
認定管理辦法及評價標準體系，為地方政府和
基層金融機構創新實踐提供法規依據。建議地
方政府加強與金融管理部門協調配合，積極構
建和完善地方綠色項目、綠色企業、綠色產品
的認定評估指標體系，形成地方性的綠色標準
制度。
在全國政協常委尚福林看來，中國綠色金

融改革還有很大的空間。「應牢固樹立綠色
金融理念，加快金融服務標準和流程改革，
健全綠色金融激勵機制，盡快完善法制和市
場環境，形成污染者受到嚴懲重罰、環保者
享有幸福紅利的綠色發展濃厚氛圍，只有這
樣才能真正使綠色金融助力污染防治攻
堅。」尚福林表示。

「30個省市區只有29家鑒定機構。江
西撫州辦理一樁大氣污染案最終跑到北京
才找到鑒定機構；由於奇貨可居，有的機
構還坐地起價。一家環科所受理一件委託
竟然起價1,000萬元人民幣，在得知屬於
刑事案件，提出價格要上浮20%；若需
加快則上浮50%；還有的案件，鑒定費
都超過了賠償金，令提起訴訟的檢察機關
和社會組織望而生畏……」全國政協常

委、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張雪樵說：
「環境公益訴訟是以司法手段維護全社會
環境權益的重要法器，而環境損害專業鑒
定結論是環境公益訴訟最關鍵的證據。由
於鑒定機構過少、鑒定貴，鑒定難已成為
影響環境公益訴訟的『攔路虎』。」
張雪樵建議，盡快建立全國統一的生
態環境和自然資源領域的鑒定機構名錄、
專家諮詢庫，加快環境損害鑒定評估機構

聯網合作建設；明確環境污染損害相關評
估工作程序、方法，規範鑒定收費辦法；
探索在各級財政賬戶設立專項資金或國家
建立環境保護公益訴訟基金，推動解決鑒
定費用高、周期長的問題。

加快環境信息公開平台建設
除了鑒定貴，環境信息公開平台建設
滯後也成為影響環境訴訟的共性問題。全

國政協常委、國家知識產權局副局長何志
敏在調研中發現，環境監測、污染源監
控、政府監管等多個信息系統互聯互通遠
遠不夠；信息發佈制度不完善，政府以及
重點排污單位應當向社會公開的環境污染
信息類型法律規定不明確。何志敏認為，
應該充分借助和運用移動互聯網、物聯網
和雲計算等現代信息技術，加快實施生態
環境保護大數據工程。」

全國政協常委劉慕仁則將關注點聚焦
到解決行政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通力合
作上，「應建立信息交換平台，做到案件
材料網上移送、網上受理、網上監督和網
上交流，從而充分發揮行政執法與刑事司
法資源互補優勢和資源共享效益；並建立
案件專業諮詢協助制度，在證據固定收
集、數據分析定性方面，生態環保主管部
門要及時出具專業諮詢意見。」他表示。

■■浙江省白泉鎮繁強社區啟用洗衣平台浙江省白泉鎮繁強社區啟用洗衣平台，，該洗衣平台設在河岸邊該洗衣平台設在河岸邊，，
可引流河水供居民使用可引流河水供居民使用，，並將污水排放至廢水池集中處理並將污水排放至廢水池集中處理，，解決了解決了
過去居民下河洗衣造成河水污染並存在安全隱患等問題過去居民下河洗衣造成河水污染並存在安全隱患等問題。。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打掉公益訴訟「攔路虎」

■■十八大以來十八大以來，，國家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國家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污染防治攻堅戰縱深突污染防治攻堅戰縱深突
破破，，中華大地上有力詮釋着中華大地上有力詮釋着「「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的理念。。圖為西安圖為西安
滻灞生態區內的西安世博園滻灞生態區內的西安世博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為了更好地保護沿岸生態為了更好地保護沿岸生態，，江西省泰和縣槎灘陂實行江西省泰和縣槎灘陂實行「「河長制河長制」」及及「「鄉村共管制鄉村共管制」，」，沿岸的村莊都組建了巡河護河隊沿岸的村莊都組建了巡河護河隊，，定期對槎灘陂沿河定期對槎灘陂沿河
上下進行巡護上下進行巡護。。圖為沿岸村莊的巡河護河隊在巡查河面圖為沿岸村莊的巡河護河隊在巡查河面，，清除上游下來的垃圾清除上游下來的垃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