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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对

全国县市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调查，

庆元名列第一，景宁、龙泉、泰顺、云

和分列第五、第八、第九、第十。“这些

县都是浙西南的欠发达地区，都面临

着 生 态 保 护 和 加 快 发 展 的 双 重 任

务。”当年 4 月 5 日，习近平在全省生

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说，要

将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摆上重要

议事日程，“用计划、立法、市场等手

段，来解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

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

地区、末端产业（如二、三产业）对于

源头产业（如农业）的利益补偿。要

研究探索把财政转移支付的重点放

到区域生态补偿上来，对生态脆弱地

区和生态保护地区实行特殊政策。

还要研究探索通过运用市场手段让

社会各阶层之间进行生态补偿。”

第二年，浙江从林业破题，在全

国 率 先 出 台 省 级 生 态 补 偿 机 制 政

策。2007 年，全省八大水系的 45 个

市县都实行了生态环保财政转移支

付制度。

2016 年 2 月 23 日下午，在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

议上，开化县委书记项瑞良汇报了开

化县关于“多规合一”试点推进落实

情况，习近平总书记说，开化的试点

经验是可行的，值得肯定。

开化的“多规合一”试点，是将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

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相互融

合到一张可以明确边界线的市县域

图上，为市县发展建立统一的空间规

划体系。这一切，正是遵循了习近平

当年开创的生态文明发展路径。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就开始

推动优化生产力布局，明确不同区域

发展、保护的定位。

“今后凡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项目

坚决不能建，当地污染负荷超过环境

容量的坚决不能上，不符合环保要求

的坚决不能批。”2005 年 9 月 5 日，习

近平在钱塘江流域调研时指出，要结

合各地的产业基础和环境功能，优化

生产力布局，“对于哪些地方是丝毫

不能污染的，哪些地方是可以暂时容

忍有限污染的，哪些产业是必须无条

件退出的，哪些产业是必须转移的，

哪些产业是可以改造的，对这些都要

进行宏观上的把握、整体上的布局。

特别是钱塘江中上游地区就是要考

虑生态功能区的定位，必须严格规范

建设项目的环保许可，切实把好环保

审批关。”

“经济增长是政绩，保护环境也

是政绩。”2006 年 5 月 29 日，习近平

在全省第七次环境保护大会上，进一

步阐述说，要依据环境容量优化区域

布局，充分运用资源环境政策的杠杆

作用，实施差别化的区域开发政策。

根据资源禀赋、环境容量、生态状况

等要素，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和

发展方向，将区域经济规划和环境保

护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并根据环境容

量、自然资源状况分别进行优化开

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

严格按照生态功能区要求，确定不同

地区的主导功能，配套以体现科学发

展观要求的政绩导向，形成各具特色

的发展格局。

在习近平的倡导和推动下，2006

年，浙江主体功能区划战略全面实

施，确定了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

开发和禁止开发等功能区。

转变发展方式，只有政府“一头

热”显然不行。

“在浙江工作时，习书记就提出，

要把政府治理污染的行为变为企业

和社会行为。”省环保厅副厅长卢春

中说。为了实现这种转变，习近平着

力推动通过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进

行“倒逼”。

2005 年开始，“排污权有偿使用

和交易”机制逐步在全省推广，由市

场决定排污权价格，从而调节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同年，浙

江推进资源价格市场化进程，探索反

映资源稀缺程度的水、电、油、气等价

格形成机制，体现生态保护的价值。

“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是各
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职责”

发展进入新阶段，人民群众对于

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发

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也变得更加突

出。2005 年，东阳、新昌、长兴等地接

连发生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

件。为此，习近平专门主持召开省委

常委会，深入分析问题根源，统一思

想，凝聚共识，坚定全省沿着生态文

明之路走下去的信心。

习近平专程来新昌，考察了新昌

日发集团、京新药业公司等，语重心

长地告诉当地干部和企业家，“单纯

的 GDP 增长，或者说经济社会不协调

的发展是不科学的发展。因为生态

环境很重要，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果是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这种发展就是

得不偿失、难以为继的，同时也会引

起人民群众很大的意见和强烈的反

响。”

他特别强调，“做好环境保护工

作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职责⋯⋯

这个纠纷事件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

即增长不是发展，发展不是无节制

的，发展应该是与人协调、与环境和

谐的发展。过去，我们环保意识不太

强，大家对环境保护工作也不太重

视，人们对环境的要求也不太强烈。

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环

保 的 理 性 思 考 和 感 性 认 识 都 提 高

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对环保

工作仍然不闻不问，甚至对环境污染

行为不加控制和制止，人民群众就会

以不同形式来要求我们去整治。”

时任新昌县副县长罗国安回忆

说：“县里为此专门出台了《新昌江流

域环境污染整治方案》，严格环境准

入，高污染、高能耗项目禁止落地；同

时还加强了重点污染源的在线监测，

严查环境违法行为。”2006 年，新昌财

政收入约 10 亿元，但用于环境整治的

“还债”费用却超过 11 亿元。也是从

那时起，新昌走上了科技立县、创新

强县之路。

透过一些苗头性的事件，习近平

敏锐地看到一些领导干部在实际工

作中，对发展与保护关系动态把握不

到位，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在经

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不会因为一

个地区发展慢了一些，就认为这个地

区的主要领导能力不行。但如果一

个地区下面‘鸡飞狗跳’，上面‘惊天

动地’，即使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再

快，也是无济于事、得不偿失的。所

以，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坚持安定有

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习近平还提出要加大对违法行为

的处罚力度，重点解决“违法成本低、

守法成本高”的问题。

在 2006 年 3 月 24 日的生态省建

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指

出，要完善法制，依靠法律法规来规

范、引导、保障和促进生态省建设。

“当务之急是要严格执法，切实做好

现有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习近平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知法、

懂法，努力做遵守法律法规的模范，

杜绝地方保护主义，支持和督促有关

部门依法行政。环保等职能部门要

敢于执法，善于执法，守土有责，坚决

查处各种环境违法行为和生态破坏

现象，对环境违法行为要做到抬头一

起、狠刹一起，发现一件、严打一片，

抓住典型，教育一片，常抓不懈，取信

于民。

此后，浙江在污染治理和环境保

护上执法更严、立法更全，以法治促

生态建设的脚步一刻不曾停歇。一

批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全面实施；生态

建设和环境保护执法检查等行动持

续开展，强化经济处罚、停产整治、挂

牌督办、区域限批、行政约谈等措施，

对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

2013 年至今年 6 月底，全省环保

部门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46436 件，

罚款 22.09 亿元，占全国总量的 10%

以上。今年 3 月，国家环保部专门发

文，向全国通报表扬浙江省致力于打

造全国最严环保执法省份，环境执法

力度保持全国领先。

“追求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

推进生态省建设，既是经济增长

方式的转变，更是思想观念领域的一

场深刻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

生态文化建设，在全社会确立起追求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是

生态省建设得以顺利推进的根本所

在。

——习近平

“使生态文化成为全社
会的共同价值理念”

生态文化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根基。生态文明建设最终要依靠

全民生态环境意识和绿色发展意识

的觉醒，也必然依靠千百万人共同的

绿色行动。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非常注

重培育生态文化，倡导全社会确立起

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

观。他说，“推进生态省建设，既是经

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是思想观念领

域的一场深刻变革。从这个意义上

说，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在全社会确

立起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

价值观，是生态省建设得以顺利推进

的根本所在。”“进一步加强生态文化

建设，使生态文化成为全社会的共同

价值理念，需要我们长期不懈地努

力。”这才是最深沉、最持久的内生动

力。

2006 年 4 月，杭州崇文实验学校

三年级一班获评浙江省“李四光中

队”。这项评选是国土资源部发起的

一项让少先队员认识地球、保护地球

的行动。

崇文“李四光中队”在校内外开

展了很多环保活动，但他们在校外宣

传生态环保时，发现有些市民对此不

太关心。中队 30 名孩子因此萌生了

“给省委书记写一封信”的想法，希望

大人们都来重视环境保护。

信上说，“珍惜浙江的一草一木，

山山水水，是‘李四光中队’队员的光

荣职责。善待地球，科学发展，让人

与自然永远和谐相处，是我们每一位

少先队员心中的愿望。为此，我们中

队积极开展了‘保护国土资源，李四

光中队在行动’系列活动，希望能得

到习伯伯的指导和帮助，并号召浙江

的少先队员和全社会行动起来，从小

事做起，爱护环境、节约资源，保护我

们共同的美好家园。”

同学们很快就收到了习近平的回

信。时任“李四光中队”指导老师王

婷回忆，“校长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朗

读了这封回信，孩子们都很激动，也

越发坚定了保护环境、爱护生态的决

心。”

习近平回信说，“善待地球就是

善待我们自己，珍惜资源就是珍惜我

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持续发展就是

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良好的发展

环境和条件。在浙江这片美丽的充

满生机和活力的沃土上，需要每一个

人都来珍惜每一片森林、每一条江

河、每一寸土地、每一座矿山，走节约

资源、保护环境之路，使人与自然永

远和谐相处。”

珍惜每一片森林、每一条江河、

每一寸土地、每一座矿山！许多浙江

干部印象深刻，习近平总是以一言一

行，诠释着对一草一木的珍视，体现

着他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追

求。

2003 年 4 月 24 日，习近平来到淳

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当时，习书记

看到村庄周边有些山头光秃秃的，得

知是村民砍柴做饭引起的，当即说，

要给青山留个‘帽’。”时任枫树岭镇

镇长叶春晖说，这对村干部启发很

大，也推动了村里的沼气工程。

2004 年 1 月 15 日，习近平来到

位于临安的浙江天目山国家自然保

护区。“那天天气很冷，习书记看到这

里还有一片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听

说曾做过电影《林海雪原》拍摄地，他

既惊讶又高兴，再三嘱咐我们一定要

保护好。”时任天目山管理局工作人

员傅强回忆说，在“大树王”前，习书

记站了很久，“看到这棵柳杉周围没

有护栏，之前有游客在树干上刻字留

名，他很心疼，提醒我们用栏杆围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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