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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X

届五中全会精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和

全省高质量发展全局，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

定扛好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政治责任，推动全

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坚决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

全屏障。

一是以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法

治思想为遵循，持续推进政治机关法治机关建设。推

动各级各部门认真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要求，凝聚全社会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合力。加快推进法治机关建设，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

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

二是以“十四五”规划编制实施为牵引，开创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新局面。牵头编制好“十四五”生

态文明建设排头兵规划、“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以及应对气候变化、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

土壤污染防治等专项规划，为未来5年工作明确了方向

和路径。

三是以全力配合做好中央环保督察为要务，大

力推动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扎实做好迎接第二轮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工作，针对督察中发现的

问题督促立行立改、全面整改，并举一反三，追根溯

源，健全机制。

四是以COP15大会举办为契机，推动生物多样性工

作再上新台阶。加强与国家执委办的联络沟通，全力

配合做好相关工作。组织开展生物多样性“六个一”

行动（办好一场成就展、实施一批保育项目、支持一

批科研成果、建设一批示范基地、开展一轮全民教

育、组织一系列专项检查）。

五是以降碳增汇为引擎，协同推动碳达峰碳中

和。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实施方案，谋划实

施一批跨州（市）重大生态修复治理工程。充分运用

云南立体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特殊条件，积极争取国家

在云南开展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影响评

估重大基础科学研究。

六是以解决突出矛盾问题为重点，深入推进污染

防治攻坚战。以赤水河流域、国控劣Ⅴ断面、西双版

纳大气质量、不达标水源地、环境问题突出的工业园

区等为重点，深化八大标志性战役。建立月调度、月

通报、季评比工作机制，推动129个县（市、区）大

气、水环境质量改善。

七是以“智慧环保”和“五种能力建设”为支

撑，着力提升生态环境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快

云南智慧环保“滇眼工程”建设，运用空天地立体监

测数据，打通预测预警、行政审批、公共服务、执法

监管、社会监督、应急处置等全链条的动态管理。着

力加强监测、执法、应急、宣教和创新能力建设。

八是以深化联合执法行动为手段，持续推进防风

险排隐患解民忧。完善跨州（市）“联合执法+同步

整改+精准服务+环保普法”工作机制，实现全省16州

（市）生态环境联合执法全覆盖，持续推动全省生态

环境质量稳定向好。

九是以“两山”转化试点示范创建为载体，积极

探索绿色发展新路径。制定“两山”转化试点示范创

建工作方案，完善配套政策体系，支持九大高原湖泊

流域重点地区创建，加快推动更多县（市、区）成为

国家级试点。积极支持绿色生态低碳产业发展。

十是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重点，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推动思想政治建设和生态环境

保护业务建设协同共进，打造一支政治强、本领高、

作风硬、敢担当，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

奉献的生态环保铁军，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系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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