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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与进

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央将“稳中求进”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有着极强的现实

针对性。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没有基于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的稳定作为基础，一切都无从谈起。如何

做到稳中求进，进而言之，是如何正确看待稳与进的辩证统一关系，又如何通过改革创新来打通二者并

贯穿始终，总括起来说，就是“以改革保基本，以改革促提高”。

稳就是要有底线思维、防范环境风险，保基本的环境质量。有了这个稳，才能促进实现提高环境质

量，而两者都是要通过改革创新。改革创新自然会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改变既有的运行管理机制，在

破旧迎新的过程中，自然会引发一些风险。但正是通过在此过程中风险有序释放出来，改革创新本身也

会更好地促进保基本，同时改革创新还会通过释放新的活力和红利更好地促提高。

如果把保基本片面地理解为改革创新让路，甚至为求保基本而推迟改革创新，则不仅会错失改革创

新时机，还会进一步拖累提高环境质量。就目前而言，保基本反而更需要推进改革创新，如当前环境风

险管理就对环境监管体制改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统一监管标准和加强监管协调已成为共识，并将为下

一步的监管改革奠定基础。环境监管体制改革会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提供正的外部性，但顺畅的监管

传导机制和内生约束同样重要，而这就会在监管体制改革之外，又提出各种配套改革的要求。

大计谋而后定，大势察然后行。锐意改革创新，不仅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引擎，更是开启环保工

作的钥匙；不仅是保基本的力举，更是促提高的托手。既要保基本促提高，又要锐意改革创新，关键是

把握好度，不能裹足不前，也不能急于求成，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保基本促提高、锐意改革创新，在新形势下的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实施中，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在保基本中促提高是根本。只有在保基本中促提高，才能为补齐全面小康的生态环境短板提供有利的外

部条件，使生态文明领域改革任务顺利推进。锐意改革创新是引领。只有锐意改革创新，才能为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才能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确保“基本”、实现“提高”。

保基本促提高、锐意改革创新，完成“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目标，应当突出重点、扎实推

进。要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把握主攻方向、抓住关键环节、精准发力突破，还要坚持不懈打

基础强基本抓基层，不断夯实履行使命任务的基石；要深化质量管理和专项治理，努力打赢污染治理

“三大战役”，还要实行全程管控、维护生态安全，有效防范和降低环境风险；要加快实施一批国家生

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加大保护力度，还要强化源头防控，夯实绿色发展基础；要加强环境立法，强

化环境监管执法，还要推进法治领域的改革向纵深发展，确保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规范化、有序化、

制度化前行。 

保基本促提高、锐意改革创新，在全面深化生态文明领域改革进程中，应当统筹谋划、有序推进。

改革创新要注重顺应人民群众对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新要求。要推动实现中央环

保督察全覆盖、稳步推进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加快排污许可制实施步伐、

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改革和完善环境经济政策等，积极推进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既要注重总体谋

划，牵住“牛鼻子”，更要深入研究，抓好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使各项改革举措相互配合、相互

促进。避免一哄而上、盲目推行，以重点突破撬动全局，最大能量释放改革创新红利。

保基本促提高、锐意改革创新，为我们推进生态文明领域改革提供了顶层设计，为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注入了新的制度动力。只要我们把握方向、狠抓落实，牢牢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就必定能不断深化

改革、大胆创新，推动各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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