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绿意盎然家园

夏日一到晚间，市民总喜欢纳凉散
步，放几年前，偌大的城区还真不到几个
芳草茵茵、绿树婆娑的地方。可如今，心湖
公园、珠游溪大坝、蟠龙公园……一个个
生态绿地，让人享尽绿色之乐。

而农村，也是翻天覆地，鱼翔浅底，鸭
子嬉戏……原本又脏又臭的小河沟消失
了，两岸或垒石壁，或装水泥管道。

生态县建设，环境整洁、空气过关，是
第一要素。

自开展生态县创建以来，我县不断加
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全县14个乡镇编制
生态镇建设规划，4个建成省级生态乡镇、
4个镇建成市级生态镇，全县 511个行政
村已累计建成县级以上生态村 258个，其
中市级生态村141个。

在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方面，以“清洁
家园、和谐乡村”专项行动为切入点，不断
推进全县农村垃圾集中收集处理工作，形
成“户集、村收、乡镇中转、县处理”的运行
模式，切实改变了农村环境“脏、乱、差”状
况。截止去年底，建成乡镇垃圾中转站 26
座，村级垃圾堆放场403处，清运农村存量
垃圾5000多吨，建有保洁队伍的行政村达
486个，总人数达700多人。

而在绿色系列创建工作方面，我县把
环境保护工作的触角延伸到社会各个方
面。截止去年底，我县共创建省级绿色社
区1家，省级绿色学校8家，省级绿色家庭
13户，省级绿色饭店3家。

水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治理工作至关
重要。“60年代淘米洗衣，70年代开始变

坏，80年代鱼虾渐无，90年代洗不清马桶
盖。”这句话是对我县内湖水质变坏的形象
概括。

为营造青山绿水的环境，我县大力开
展生态移民、封山育林和小流域治理等工
程，治理了石羊溪，建成千里标准防洪大
堤；同时，积极对农村饮用水改造，截止去
年底，共完成340个村饮用水工程建设，解
决饮水不安全人口24.6万人。

付出总有回报，我县 2010年生态环境
质量指数为优秀；水环境质量达标率
85.4%；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基本上维持在
0.566-0.452之间，空气环境质量达标率为
96.4%；噪声功能区达标率均为 100%；集中
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为100%。

一组组漂亮的数据，为我们展示了我
县生态建设的成就。但生态建设道路任重
道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坚信，在县
委、县政府正确领导下，几年后的三门将以
更加美丽、更加生态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
前。

吹响绿色建设号角

我县靠海、有山，素有“陆有林矿
之饶，水有渔盐之利”之称。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在大海
边的三门人依海而居，近10万群众从
事海水养殖，由此也造就了青蟹之乡。

然而，经济更多在于工业。近几年
来，我县工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取得
巨大成就，也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
力。

“医化行业排放出废气太臭，污染
空气。”“工业废水排放到海港里，水质
恶化。”……一时间，环境保护和工业
发展间的矛盾被推到风口浪尖。

保护环境和发展工业两者是否矛
盾？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三门坚决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
道路，也不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发
展，更不会吃子孙饭，让子孙后代来治
理污染。”县委、县政府在县第十次党
代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并正式确立实
施“建设生态县，打造秀美三门”的战
略决策，力求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的统
一，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为切实加强对创建工作的领导，
2003年 9月，我县专门成立了由县
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30多个
职能部门和单位的主要领导为成员的
领导小组，出台了《三门县生态县建
设工作目标考核及奖励办法》，把生态
建设项目的完成情况作为年度工作考
核的重要内容之一，实行“一票否
决”。

2003年下半年，我县正式启动
“生态县”创建工作。

2004年，《三门县生态县建设规
划》通过专家论证。

同年12月29日县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建设生态县的决定》和《三门生态县建
设规划》。先后编制了《三门县生态环
境功能区规划》、《三门县农村环境保
护规划》等生态有关规划。并制定生态
县建设工作任务书，分解任务，进行考
核。

与此同时，一堂堂精彩讲座开设
出来了，一张张印着生态有关知识的
宣传单分发到全县老百姓手里，一批
批绿色学校、绿色饭店、绿色家庭、绿
色社区被建立……全县到处涌动着创
建的热潮。

去年8月，县委十一届十九次全
体（扩大）会议召开，提出以解决生态
环境突出问题为工作突破口，坚持把
群众环境诉求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
对环境满意度作为第一追求，下大决
心整治环境污染问题。

今年的 6月 29日上午，全县召开
省级生态县创建动员会，指出到 2012
年底，基本完成创建任务，达到省级生
态县的 8个基本条件和 11项考核指
标要求，并通过省生态办组织的考核
验收，建设成为省级生态县。

我县，绿色发展的号角早早吹
响，铿锵有力。

绿色经济
绿色经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出

路。历届省委“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
青山”，从倡导污染治理开始，发展到循
环经济，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发
展绿色经济之路。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经济建设高潮
的到来，浙江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省委、
省政府开始逐步重视和不断加强对生态
环保工作的领导。在铁瑛领导下，浙江按
照“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
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
益三统一”的战略方针，基本建设和技术
改造项目的“三同时”执行率逐年提高，
控制新污染源的工作有所加强。

从 1983年 3月到 1988年 12月，薛
驹相对做好这方面工作提出了明确要
求。治理环境污染，既要坚持“治旧控
新”，又要着手“监建并举”，为了治理污
染源头，1988年，全省果断关停了 258
家电镀厂、15家印染厂。

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两难选择

中，李泽民始终认为，发展经济不能再以
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了。在他的领导下，
1989年，浙江开始推行各级政府任期环
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定量考核制度。并在污染源调查的基础
上，开始全面开展乡镇企业工业污染治
理工作。1992年，环境保护被纳入全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为切实改变环境污染状况，在张德
江主持下，省委、省政府以“横下一条心，
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和气魄，狠
抓污水治理工作。1998年底，浙江实施
了杭嘉湖地区水污染防治倒计时“零点
行动”，1999年至 2000年重点实施了

“一控双达标”工作。到 2000年末，限期
治理了8264个污染源；依法关停污染严
重企业2567家。全省2.2万多个工业污
染源达标率为 99.8%。“一控双达标”任
务如期完成。全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
了基本控制，部分地区的环境质量有所
改善。

治理污染既要还清“旧账”，又要不
再产生“新债”，发展循环经济就成为最
佳选择。为此，在习近平倡导和组织下，
浙江有序推进循环经济，把它作为生态
省建设的一个中心环节，于 2005年全面
启动浙江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
会工作。8月，省政府出台《浙江省循环
经济发展纲要》，对浙江省一个时期内发
展循环经济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赵洪祝来浙江工作后，继续高度重
视和扎实推进发展循环经济工作，取得
新的进展。2007年 12月，经国务院同
意，浙江省被国家发改委列为第二批全
国循环经济试点省。

在历届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浙江
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继续保持全国前列，
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满意度进一
步提高，经济发展开始步入可持续发展的
良性循环轨道。截至2009年底，浙江累
计建成 1个国家生态县、43个国家级生
态示范区、7个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
238个全国环境优美乡镇、9个国家级生
态村、19个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和 30
个省级生态县、712个省级生态乡镇。

首个省级生态日的由来
去年9月30日召开的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通过了《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浙江生态日
的决议》，决定每年6月30日为浙江生态日。

会议认为，设立浙江生态日既是我省建设生态文明、挖掘生
态潜力、激发生态活力、彰显生态魅力的有效载体，也是我省坚
持生态省建设方略、走生态立省之路的创新之举。

为何选在6月30日？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负责人
表示，在今年6月30日，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通过了《中共浙江
省委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提出设立“浙江生态日”的
要求。省人大常委会就此专门研究，并多方征求意见，最终确定
6月30日为浙江生态日。

掀起告别污染革命

污染，是个让人惊恐的词语，
而它却像一只魔爪，不断延伸触
角，伸到城市、农村各角落。尤其是
近年来，城市化加快，群众对城市
生态要求越来越高，但环境污染问
题也让群众怨气不断。

所有医化企业停产整治、整改
无望企业一律关停、引导医化企业
转移搬迁……一场针对医化行业
的整治行动，自去年八月以来在我
县全面拉开，并以铁的决心、铁的
手腕、铁的政策，取得实效。

对医化行业进行整治，正是对
生态建设的最好回应。

我县医化行业已有 20余年历
史，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较大贡
献，但也给环境带来一定污染，周
边群众反映强烈。

当环境保护、生态建设与经济
发展产生冲突对立的时候，究竟孰
重孰轻？究竟该何去何从。答案非
常明晰。

早在 2000年，我县就开展“一
控双达标”工作，深入整治医化企
业“三废”问题；2005至 2007年实
施“811”环境污染整治三年行动，对
医化企业实行全面、持续、有效整
治；2008年，“811”环境保护新三年
行动启动实施；2009年，“打击违法
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
项行动数次“剑指”医化企业。

而在去年8月，我县对全部医

化企业实行停产整治，确定整治方
案。一场自上而下彻底整治，由此开
始。期间，我县关停医化企业共 20
家，百姓对这一决策，是拍手叫好。

生态与经济建设并非“冤家”，
只要处理好，和谐发展不是不可能。

同样，我县相继完成了我县重
点污染行业、造纸、电镀、橡胶合成
革等行业的整治验收，取得明显成
效。造纸企业从6家减少到4家，停
产2家。全县规模较大的 109家橡
胶企业通过 3年综合整治，“三废”
能做到基本达标排放。列入省级工
业园区的县工业园区经过环境综合
整治，也已通过省级考核验收。

同时，我县制定出台三门县工
业企业废水达标整治实施方案，连
续三年开展工业企业废水达标整
治，对197家规模上企业完成整治
任务。加强放射源监管，出台《三门
县突发辐射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
案》，完成15家射线工作单位《辐射
安全许可证》申办工作，三门县“放
心放射源”创建工作通过省市验收
组验收。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我县“十一
五”期末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二
氧化硫排放量分别比 2005年度下
降12%、15.5%。到2010年底经市减
排办核定我县实际化学需氧量、二
氧化硫分别比 2005年下降 12.02%
和15.55%。

浙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回顾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形态。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并作出总

体部署。而今天就是浙江省首个生态日，作为全国首个省级生态日，目的是要打造一个建设生态文

明、挖掘生态潜力、激发生态活力、彰显生态美丽的有效载体，坚持走生态立省之路。作为我省生态

建设的一个重要展示，设立生态日意义非凡，更有必要回顾一下我省推进生态文明的历史。

浙江省首个生态日
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
求。历届省委“一年接着一年抓，一任接
着一任干”，从倡导植树造林开始，发展
到生态省建设、打造“绿色浙江”，走出了
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环境保护之路。

江华十分强调植树造林。“寸树斗水
丈地湿”，这是他经常给基层干部群众所
讲的一个通俗易懂的植树道理。铁瑛则
认为：“建设山区是浙江‘四化’建设的战
略问题。”

王芳担任省委书记几年，反复强调，
要“多种树木，绿化环境。”“既要抓好绿
化造林，又要注意管好山林。”薛驹非常
重视山区建设和绿化工作。多次强调，要
加快绿化荒山、改造疏林山的步伐。

1988年 12月，李泽民一到浙江，就

对浙江森林资源和水土流失情况进行调
研，更提出了“两年准备，五年消灭荒山，
十年绿化浙江”的规划目标。

为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1999年，
在张德江领导下，浙江在21个江河源头
县、重点林区县开展了生态公益林建设
试点，正式启动了生态公益林建设工程。
并制定了全省退耕还林实施方案。为防
止水土流失，从当年开始，改变传统造林
和整地方法，大力推行“山顶带帽、山脚
穿鞋、山腰扎带”的环保生态造林模式，
率先在全国实施高标准平原绿化工程。
到 2002年，全省森林覆盖率达 59.4%，
所有县(市、区)全部达到《浙江省县级绿
化标准》。

习近平则提出“积极实施可持续发

展战略，以建设‘绿色浙江’目标，以建设
生态省为主要载体，努力保持人口、资
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他主
持召开首次生态省建设工作协调会，要
求将浙江列为国家生态省建设试点省
份。2003年 1月，浙江成为全国第 5个
生态省建设试点省。

以此为契机，2003年成为浙江全面
启动生态省建设的重要一年。3月，《浙
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通过专家论证。
6月，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生态省建
设的决定》。7月，举行“全省生态省建设
动员大会”。8月，指导全省生态省建设
的纲领性文件———《浙江生态省建设规
划纲要》正式下发，浙江生态省建设由此
拉开大幕。而安吉于2006年6月创建了
全国第一个生态县。

2007年 3月以后，浙江生态省建设
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水利建设
水利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历届省委注重“抓好当前，更着眼长
远”，顺应形势的发展变化，从倡导治山
治水开始，发展到“强塘固房”，走出了一
条具有浙江特色的水利建设之路。

浙江地处江南水乡，有6万多公里
河道，同时又是一个水、旱、风、潮多种灾
害频繁交错发生的地区，水利建设对全
省的农业生产显得尤为重要。

江华非常重视水利建设，一直强调
水利是一项打基础、谋求长远发展的建
设任务，要常抓不懈。根据浙江的地理环
境特点，江华提出了综合治理的指导思

想。
改革开放以来，合理开发利用与积

极保护并举，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是浙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
障。铁瑛强调：山、水、田，是互相依存、互
相制约的整体。

王芳、薛驹担任省委书记期间，浙江
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重要
的阶段性成果。1983年 7月，杭甬运河
全线通航。12月，省人大审议通过《关于
抓紧治理兰江水系污染的决定》。1985
年，全省加强了水、大气、海洋、酸雨监测
网络建设；对全省八大水系第一次作出

评价；首次建立了全省酸雨数据库。1988
年，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浙江省鉴湖
水域保护条例》。
张德江明确指出，浙江环境保护，第一位
是治水，首先要把水问题解决好，千方百
计把水治好。在生态省建设的环境整治
活动中，习近平十分关注浙江的八大水
系，他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具体指导整
治工作。

2007年 6月，赵洪祝在省第十二次
党代会上强调，要加大江河水系源头地
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力
度。2008年 4月，他在省委十二届三次
全会上强调，要以“强塘固房”为重点，进
一步加强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和避灾场所
建设，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发展，是为了金山银山；发展，同样需要青山绿水。

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从来都是一个重大课题，但“落后不是生态，发展不是破坏”。县委十一届十九次

全体（扩大）会议报告为我们指明方向，发展是硬道理，保护生态是硬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归根到底要依靠

发展。我们既要“金山银山”，更要为群众保护好、修复好、建设好“绿水青山”。

而我县多年发展实践证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两者并不是“冤家”，也不矛盾，只要科学运作，统筹兼

顾，完全可以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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