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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态优势助力我区发展

加强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是改善首都
生态环境、落实区域功能定位的重要任务，是发挥
我区资源优势、优化发展环境的重要内容，关系全
局，关系未来。3月23日上午，我区召开生态文明
和城乡环境建设动员大会。国家生态文明示范
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和全国水生态文明城
市试点这三项创建工作成为我区加强生态文明和
城乡环境建设的重要抓手和重要内容。让生态优
势助力我区发展，更是成为了全区上下的共识。

生态文明是我国转型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
人民过上更美好生活的民心所向。从古至今，人
类文明都源于生态适中的地域，许多古代文明之
所以消亡毁灭，皆因环境恶化所致。如今，我国也
有许多地方“因污致贫”、“因污返贫”，导致生活质
量急剧下降、人民生存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基于
此，“十二五”以来，根据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功能定
位要求，我区积极发展旅游文化等生态友好型产
业，全力建设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与此同时，在
全部关停了上千年历史的煤矿，退出了一批高污
染企业后，我区迫切需要破解资源环境约束，探索
生态涵养地区资源型产业深度转型的可持续发展
新路径，迫切需要通过生态重建、产业重构、城乡

重塑、资源重组等系列行动，塑造区域可持续发展
的新局面。而生态与经济、生态与发展，它们并不
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可以互相依存，互为促进，齐
头并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
衰则文明衰。”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良好的生态
环境，是我区实现转型发展、差异化发展的重要支
撑，更是落实区域功能定位、改善群众生活条件的
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加快
推进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比任何时候、任何
阶段都显得尤为重要，更为紧迫。因此，我们必须
把加强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作为事关全局的
政治任务，摆到提升执政能力的高度来认识，作为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点工作来落实，作为保
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来推进，下定决心，全力
以赴，集中突破环境建设的难点问题，积小胜为大
胜，坚定不移，久久为功，切实承担起建设首都西
部绿色生态屏障的责任，努力打造天蓝、地绿、水
清的美丽门头沟。

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
态文明理念，以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国家可持续
发展实验区和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为抓手，将生

态文明建设融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同步
实施，是工作所需、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是努力建
设美丽门头沟不可或缺的一环。作为生态涵养发
展区，我们必须要在疏解非首都功能上做出更大
努力，在产业转型、主导产业培育上做大文章。要
统筹抓好产业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就要
把生态要求作为产业项目落地的约束性指标，科
学招商选商，对不符合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不符
合我区产业准入目录的项目一律说“不”，把着力
点放在引进“价值高端化、技术自主化、体量轻型
化、生产清洁化”的高、精、尖产业上，打造新的经
济增长点，切实优化我区的经济结构，提升转型发
展的质量。

生态受损非一日之寒，改观又非一日之功。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对环保问题日益高度重视。
建设“美丽中国”执政理念的提出，本身就表明了
党与政府对生态文明问题的高度重视。从今年 1
月 1日起，被称为是“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正
式实行。我们坚信：只要政府、企业、个人、社会一
起发力，综合施治，“美丽门头沟”才可能由愿景化
为现实，《穹顶之下》的一幕幕惊人画面，才会尽早
成为历史，永不再现。

连日来，在三家店水闸和门城湖，数只洁
白美丽的野生白天鹅在清澈湛蓝的河水中翩
翩起舞，闲情嬉水，悠然自得，令人赏心悦
目。这一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景象，吸引得人
们激动兴奋不已，报纸、电视、微博、微信，一
时间广为传播，居然成为了我区的一件不大
不小的新闻。

山青水秀，景色宜人，自然而然地吸引来
了野生动物的栖息。美丽的白天鹅做客门头
沟，不仅给京西平添了一个美丽神话般的景
色，而且也证明了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得到
了良好的改善；同时给我们带来了令人喜悦
的信息，充分说明了近年来经过我区大力治
理、恢复生态环境，取得的显著成果。

回顾过去，我区的生态环境状况，人民群
众无不痛心疾首，难以忘记。由于历史的原
因，几十年前，永定河流域采石场、砂石坑、石
灰窑、水泥厂、大小煤矿星罗棋布，数不胜
数。记得曾经有一位著名作家，在一篇小说
里描写道：从市区坐车去门头沟，过了三家
店，看到的麻雀都是黑色的……那个年代，煤
炭、矿山几乎就是门头沟的代名词。还有人
说，坐着汽车往门头沟山里转一圈回来，变成

“白眉大侠”了。就是说沿途风景全被采石场、石灰窑、水泥厂替
代了，空气中弥漫着白灰、水泥，汽车在路上驶过，尘土飞扬。虽
然上述的说法有些夸张，但却形象地说明了我区当时的空气污染
程度，可想而知有多么严重。

近年来，随着国家高度重视原生态环境的保护，相继完善出
台了相关法律法规，并在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逐步调
整了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强调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
策，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人民群众
的切身利益。因此，我区在进一步提倡以人为本，坚持遵循自然
规律的原则，在国家政策有力支持指导下，关闭了众多有损生态
环境及污染的企业，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加强生态建设，强
化环境保护，花大力气，投入巨资，使生态环境得到了巨大改变。
不但恢复了青山绿水的本来面目，而且因地制宜兴建了适于广大
人民群众生活的人文景观，公园休闲场所鳞次栉比，小桥流水，楼
台亭阁，鲜花遍布，四季绿植常青，永定河常年见流水，岸边呈现
林荫景观大道。今夕对比，仿佛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久前，由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了政治局《关于加快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意见》的会议，会议明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是建立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对于满足人民群众
的良好生态环境的新期待、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
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实
现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向
转变，力戒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必须弘扬生态文明为主流的
价值观，把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人人、事
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为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
工作奠定坚实的社会、群众基础。

结合我区以被定位为生态旅游区的实际情况，利用目前拆迁
改建的大好时机，更进一步提升了生态文明环境保护的要求标
准。所以，全区上下干部群众，在认识到如今的生态环境成果来
之不易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对生态文明环境保护持之以恒
地维护和发展的自觉性；充分认识到生态环境与人民生活质量和
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重要性。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
各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使其常态化、经
常化，并深入人心，付诸言行，达到人人爱生态、事事讲环保，为把
门头沟区打造成为生态环境优良的美好家园而共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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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这个汉词诞生之初，似乎未能预料到自己会有如此之高的吸
睛效应，在一部有关雾霾的纪录片播映后，上至全国“两会”，下至街头巷
尾，似乎一夜之间，全民环保意识崛起，每人都从中咂摸出了点滋味。

国人关注热情鼎沸，新修订并于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环保法自然
就难逃众生法眼。这部据称史上最严的环保法，被形容为是“有牙齿”的，
貌似环保部门新长出了一口“好牙”。

且先看看这副牙齿长成啥样：可以对污染企业查封、扣押，勒令企业
限制生产；可以向公安机关转移违法犯罪线索，利用刑事打击手段控制污
染者；还有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保部门可以协助司法机关让排污者付出
巨额赔偿等。这意味着，破坏环境不仅将被罚款，还有可能“蹲号子”。大
致说来，就是这口牙可以嚼、可以撕，还可以咬。但笔者关心的是：鉴于旧
环保法颁行 25年都没能长出“牙齿”，这新长的牙好使吗？嚼得烂、撕得
碎、咬得动？

笔者认为，牙好不好使的问题，得从以下三点来看：
一是牙齿本身长得好不好。这属于天生品质问题，一般来说，牙齿整

齐、紧密、干净，算得上一口好牙。转换到法律而言，“良法”应集正义性、
可预期性、可操作性、严谨性、稳定性等特质于一身。审视新环保法，无论
是专家还是民众都给予了高度的认同，论“出身”无疑是良好的，一句话，
这口新牙长得还不错。当然，金无足赤，这牙紧密度上有点缺憾。新法的
力度相较于西方环保法律之严格仍有差距，而且内容大多是原则性的表
述，当然环保法的基本法属性决定了其条款宜粗不宜细，既然如此，惟有
尽快出台配套实施细则来弥补。此外，环保部还应牵头，列出一个环保法
的实施清单，然后将任务分解到有关部门，再制定出详细的时间表，以此
来保证法律的最终实施、落地。

二是敢不敢用牙。牙齿的最主要功能就是用来咀嚼、撕咬食物，如果
好不容易得了口好牙，却当成纯瓷的假牙，不敢嚼也不敢咬，生怕牙痛伤

了自己，这样的牙齿岂不成了中看不中用的门面装饰？修订前的环保法
被戏谑为“中国执行效果最差的法律”，症结在于执法过松，相当于没牙的
老太太。可见，环保部门能否严格执法才是这新牙是否给力的关键。如
今，好不容易长出了“牙齿”，全国上下期待值甚高，恨不能成就一口铁齿
钢牙，无不敢咬。今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环境污染是民生
之患、民心之痛，环保部门必须满足民众期许，顺势而为，公正执法，铁腕
治污，敢于向违法企业乃至地方“财神爷”企业亮出“牙齿”，狠狠咬下去。
虽然就新环保法实施3个多月来的成效而言，彻底走出“执行难”的困境尚
需时日，但是环保部门决不能畏难退却，看见了就得张口，咬住了就不能
松口，长此以往经常磨牙，“牙齿”也就越变越锋利。

三是牙齿护理得好不好。有口先天的好牙，后天也得好好爱护，别让
虫蛀了，别弄松动了，别整出牙周炎……地方政府不能吝啬好牙刷、好牙
膏，并且还要定期洗牙，努力为环保部门执法监管履职创造良好的条件，
把人力物力财力向目前执法力量相对薄弱的环保部门倾斜。同时，执法
实践中，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也要积极协作，配合环保部门共同呵护

“牙齿”。此外，基于对环保部门因执法弱势地位行使执法权受干预的常
态一时片刻难以扭转的担心，环保执法必须与信息公开、公众监督结合起
来，让民众也参与到护牙的行动中去，齐心协力把这口“牙齿”打磨得锃
亮、锋利。

而今，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在生态文明建设这条道路上都小跑了起
来。日前，中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活方
式绿色化”将成为每个公民的行为指南。我区召开了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
建设动员大会，水环境承载能力将成为推动转型发展的刚性约束。这些都
是可期待的愿景，只要从个人、企业到国家，能自觉地敬法、守法、护法，协力
打造“中国好牙齿”，天天徜徉于蓝天白云之下就不会止步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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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就“中国好牙齿”

京西 视角

谭啸

1. 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

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属于我区自
主的创建活动，主要目标是以国家生态文
明示范区建设为抓手，将生态文明建设融
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中，根据
我区实际逐年提高标准要求，缩小与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考核标准的差
距，努力完成生态文明年度考核指标和重
点工作任务，为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提供坚实群众基础、强大精神动力和可靠
的环境保障，将我区建设成为生态宜居、产
业集聚、配套齐全、功能完备的现代化生态
新区。

2.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通过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计划到
2016年，全区将初步建成以绿色发展为特征的生
态环境、绿色产业、空间格局、基础设施和城乡服务
五大体系，基本探索形成一条以资源导入、科技应
用、机制创新和能力提升为核心，推动生态涵养地
区资源型产业深度转型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大幅提
升区域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和城乡居民生活质量，
推动门头沟区更好、更快地实现经济、社会、资源、
环境的协调发展。到2018年，全区实现“人与自然
共生、产业与生态共融、城市与乡村共享”的新局
面，形成适应本地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全国
生态涵养地区资源型经济产业转型提供借鉴。

3. 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

我区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主要是围绕
生态涵养发展区功能定位的要求，充分发
挥区域生态环境资源丰富的优势，构建“一
带、一城、三山、五水、多点”的水生态建设
格局。

“一带”：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
“一城”：即门头沟新城。
“三山”：即百花山、灵山、妙峰山。
“五水”：是门头沟区具有特色和代表性

的重要水域。
“多点”：在流域水系打造多处体现功能

定位的重要节点。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
源头活水来。生态环境这道

“源头活水”，永远不能被污
染破坏，始终要关注细节。
上世纪 70年代初，联合国有
关方面编写的《只有一个地
球》一书，曾经从多方面多角
度阐述了对人类生存环境的
思考与忧虑。如该书前言
说：“建立理想的人类环境，
不仅包括保持生态平衡，自
然资源的经济管理以及对威
胁机体和对智利健康的控
制，而且，还需要给社会集团
和个人有机会发展各自的生
活道路和选择他们各自的环
境。”今天重温那时的某些观
点，恐怕不仅仅是感慨。还
有，读过《狼图腾》的朋友，也
一定读出了草原狼与人类生
存环境、草原生态环境之间
的相互依存关系。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
《政府工作报告》中，就节能
减排、水污染防治、能源生产
和消费、森林草原、江河湿地
保护等生态环境工作，做出详尽部署。这对促进改善经济发
展、社会建设和百姓生活质量，无疑具有重要而深远意义。

生态环境伴随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从煤
水电气油到空调、冰箱、机动车的使用，从江河湖海、草原森
林到风电、水电、核电的资源开发利用，从垃圾倾倒、污水废
气排放到化肥施用，等等，无不影响生态环境的清浊优劣，无
不与百姓利益相互关联。水有源，树有根。改善生态环境，
归根到底要从源头抓起，从细节从“小事”入手，而且，要坚持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首先，要努力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社会企业单位在产品项
目立项生产过程中，既要考虑GDP和企业效益，更要科学论证
是否符合绿色环保，是否利于子孙后代生存。普通百姓在日常
生活中，要努力培养环保意识，改变那些危害生态环境的陋风恶
习。尤其要做到不捕杀猎食野生动物，不破坏自然生态资源。
让生产生活行为方式，更加规范科学，更加绿色环保。

其次，要坚决遏制“先污染后治理”“边毁坏边修复”现
象。管控好生态环境，既要通过法规宣传、知识普及，增强人
们的忧患意识、保护意识，更要依法监督、依法治理。既要重
视媒体监督、群众举报，更要落实政府主管部门依法监督、依
法查处责任。唯此，才能有效遏制“先污染（破坏）后治理（恢
复）”的被动局面。

生态环境，并非坚不可摧。在生态环境这盘棋上，只有
参与者、受益者，或者损毁者、受害者，永远没有旁观者。所
以，不要对废水排放、化肥滥用、河湖枯竭、山体裸露、植被沙
化、麻雀生死、少雪多霾等，无动于衷，也不要误以为自家轿
车用多少汽油，自家马桶用多少水，一次性筷子、一次性餐盒
耗用，不会出现危机。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时刻影响着生
态环境那个“体温计”的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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