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近年来，山东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为抓手，努力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积
极推动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全省生态环境保
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全省
PM2 . 5 浓度连续三年以年均10 . 3% 的幅度显著
改善；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超过80%，黄河
流域、南四湖流域优良水体比例达到100% ；
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总体满意度连续两年超
过93%。”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
侯翠荣介绍。

当前的齐鲁大地，碧海蓝天、青山绿水常
伴身边，新动能、新产业正加速成长，美丽山
东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主要环境指标持续大幅改善

小清河的源头济南市槐荫区睦里庄，是观
察中华鳑鲏的“打卡地”。“中华鳑鲏是自然
水域中清洁水体的指示鱼种之一，对生存、繁
殖的环境要求较为苛刻。去年我们首次在小清
河里发现大量的中华鳑鲏种群，说明健康的水
生态系统正在形成。”山东省济南生态环境监
测中心工作人员郑琳琳介绍。

小清河作为济南最主要的纳污和行洪河
道，过去伴随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工业
废水和生活污水大量涌入，河水水质不断恶
化，其污染问题一度成为全省最突出的水环境
问题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小清河迎来全面治理。
2022 年，小清河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Ⅱ类标
准，流水潺潺的“清河”得以重现。水生生物
种类数达到238 种，鱼类恢复到1959 年历史文
献记录的50%以上。从源头到入海口能捕捉到
中华鳑鲏、刀鲚、花鲈等各类鱼虾，多种本
土、珍稀鱼类种群恢复良好，震旦鸦雀、鹗等
国家重点保护鸟类也频频亮相。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近年
来，山东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切实解决人民最关心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
境质量实现了质的飞跃。

保卫蓝天，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提
升———

2022 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再创有监测记
录以来最好水平。全省PM2 . 5 平均浓度为 36
微克/立方米，近三年年均改善率超过10% ，
优良天数比例达到73 . 2% ，再创有监测记录以
来最好水平，人民群众蓝天幸福感、获得感进

一步增强。
守护碧水，全省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022 年，全省国控地表水考核断面优良水

体比例达到 83 . 0% ，首次突破 80% ；劣Ⅴ类
和Ⅴ类水体比例保持为零；在全国率先实现全
省县际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全覆盖全兑付。全省
79处列入国家“十四五”考核的城市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南四湖、东平
湖流域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首次全部实现
100%，开创了中国北方重点流域治污新模式，
有力保障了“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捍卫净土，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受污染耕地和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

100%，保障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山
东在 16 个设区的市全部启动“无废城市”建
设，到2025 年基本建成“威海市引领带动、沿
黄9市重点推进、其他城市梯次发展”的“无
废城市”集群。

在全省上下的不懈努力之下，如今的山东
“蓝天白云、繁星闪烁”由“奢侈品”变为
“日常品”，“清水绿岸、鱼翔浅底”重回
身边。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绿色低碳转型质效明显

烟台海阳海域乘船向东航行，不到半个小
时，一片海天相连的蓝色光伏板便跃然眼前。
在一望无垠的海面上，这些光伏板整齐排布，
在阳光下泛起粼粼金光，蔚为壮观。这里是当
前全球最大、国内首批近海桩基固定式海上光
伏，规划装机容量270万千瓦。

在它的不远处，烟台港西港区液化天然气
（LNG）项目接收站1号储罐气升顶完成，标
志着项目建设由土建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项目
建成投产后，源源不断的海上天然气将以此为
枢纽，通过输气管网，送至华东、华北等地区
多个省份，大幅增强区域天然气调峰、应急保
障能力。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能源领域是
减污降碳的主战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绿
色低碳发展的主力军和生力军。山东积极推进
能源结构向清洁低碳加快转变，绿色逐步成为
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
方式问题。山东是工业大省、能源消费大省，
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加快形成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山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算好绿色发展“长远账”，先后两轮推进
“四减四增”三年行动，聚焦环境治理中的结
构性矛盾，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
构、农业投入与用地结构持续优化。针对“两
高”项目，出台碳排放指标收储调剂管理办
法，在推动能源“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
“双控”转变、通过碳排放量的减量替代倒逼
“两高”行业企业转型升级方面提供了山东实
践。东营、临沂顺利完成辖区内首批排污权交
易，对制定全省排污权交易政策体系，有效实
现环境要素优化配置，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山东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二氧化碳达峰倒逼总量
减排、源头减排、结构减排，促进新旧动能转
换，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在全国碳市场第

一个履约周期中，山东碳排放配额履约比例
99 . 82%、累计成交额占全国的53 . 55%。山东通
过转方式调结构，为全省新动能的崛起腾挪了
更多土地、能耗、环境等容量空间。

生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环境保护成效如何，除了数字，一些重要
的指示物种更有发言权。

天气渐暖，青岛市观鸟协会会长薛琳已经
开始等鸟来。去年夏秋季，青岛的观鸟爱好者
们惊喜地发现：近百只全球极危鸟类物种———
中华凤头燕鸥经停胶州湾，再次打破该物种在
青岛的停留纪录。

从2016 年开始，胶州湾海域就出现了消失
在视野中数十年的中华凤头燕鸥。数量逐渐从
起初的几只到如今的近百只。今年，山东在此
设立胶州湾重点保护鸟类养护观测站，进一步
加强鸟类研究与保护。

“中华凤头燕鸥，又被称为‘神话之
鸟’，非常珍稀罕见，全球不到150 只。如今
胶州湾已成为中华凤头燕鸥迁徙前最重要的聚
集地、换羽地、训练和喂养地。”薛琳介绍。
它们的频繁现身，成为近年来胶州湾生态环境
整治成效最直接的印证，也成为山东生物多样
性保护工作有力推进的最好注脚。

山东地理位置优越，背靠大陆，面朝海
洋，地貌类型多样，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
性。全省有陆生脊椎动物558 种，野生高等植
物179 科 2064 种。近年来，山东不断加强生态
保护修复，全省生态承载力大幅提升，野生动
植物物种多样性得到显著恢复和提升。

2017 年生态环境部组织开展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以来，我省共建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25个、“两山”基地9个，数量均居全
国前列。 2020 在全国率先启动省级生态文明示
范创建，已命名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36
个、“两山”基地38个。

生态环境的持续扩容，大大丰富了生物多
样性，黄河口东方白鹳、黑嘴鸥等珍稀鸟类群
集，近海海域大叶藻、斑海豹等濒危生物明显
增多，久违的江豚也再现身影，充分彰显了新
时代山东自然之美、生态之美。

打通“两山”转化渠道

生态优势释放绿色动能

5 月 8 日，五莲县发布GEP 核算成果，包
括挑沟村在内的首批13 个试点村GEP 合计为
3 . 88 亿元。根据核算成果，五莲农商银行与13
个村签约，共计整村授信1 . 5 亿元，“绿色账
本”成功变现。

半年前，也是五莲，在第十届中国生态文
明论坛上，五莲县委书记武光锋接过了第六批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奖牌。这块沉
甸甸的金字招牌，是五莲县立足自身资源禀赋
特色，坚持生态优先、可持续发展，始终不渝
践行“两山理论”结出的成果。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
在人，关键在思路。依托秀美的绿水青山，五
莲县深耕美丽经济，做强生态旅游。全县80%
以上的林水项目融入采摘游、民宿游、体育运
动等元素，打造出全国最美旅游生态示范县、
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中国旅游竞
争力百强县。去年，山东在22个地区开展省级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五莲县
作为山东第一批省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和首批省级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试点之一，积极开展GEP核算，探索生
态资产可计量转化路径。

五莲的故事，在齐鲁大地并不鲜见。山东
坚持统筹协调，将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融为
一体，把生态环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前置动
能，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的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不断提升发展“含绿量”。

2021 年，山东出台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监管
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探索构建生态系
统生产总值（GEP ）核算评价体系，GEP 正
在成为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标尺、引
领地方未来发展的“绿色指挥棒”。 2022 年11
月，山东首次对外公布山东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EP）核算研究情况，为生态产品价值变现
奠定基础。同年12月印发《山东省生态产品总
值（GEP）核算技术规范 陆地生态系统（试
行）》，解决了生态产品价值评价可量化问
题，为不断创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生态产
业链、生态补偿标准、生态产权交易模式提供
重要参考和依据。

山东还大力推动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
（EOD ）模式在山东落地生根。生态环境部
组织开展的两批EOD模式试点中，山东有5个
项目入选，省级试点遴选了11 个省级EOD 模
式试点项目，两级联动建立起了多要素、多领
域的综合试点体系。项目总投资 600 亿元以
上，金融机构已为EOD 项目解决融资12 亿元
以上。如今，EOD 模式在山东开花结果，形
成东部有青岛、烟台、日照，中部有潍坊、滨
州等地，西部有德州、枣庄、聊城等地的发展
布局。

重塑环境治理体系

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项目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项目在环评
报告编制过程中遇到难题怎么办？如今，政府
开启的“小灶”正在帮助企业解决环评编制中
的难题。

母公司在河南的山东正力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计划在青岛落地一个投资30亿元的聚丙烯
酰胺项目。项目技术含量高，对周边辐射引领

作用好，但由于项目工艺复杂，在落地过程中
遇到了执行污染物排放标准难以确定的难题。
“省市线上帮扶会议不到两天时间就明确了污
染物排放的执行标准，这样一来就能大大缩短
我们环评报告的编制、送审时间，让项目能尽
快落地。”企业负责人高振民感叹。

项目上马不能突破“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
好、不能变坏”的底线，环评是守住绿水青山
的“第一道防线”。山东通过“关口前移”，
把原本在环评审批环节中的工作提前，在环评
编制过程中就帮助企业把问题解决，由此提高
环评审批通过率。 2022 年，山东全省共审批项
目环评1 . 2 万个，涉投资总额1 . 8 万亿元，其
中重大项目2024个，数量居全国首位。

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经济从根本上讲是有
机统一、相辅相成的。近年来，山东主动服务
重大项目建设，自觉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放在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考量，统筹生态环保、经
济发展和民生保障，全力服务经济平稳运行。

——— 服务重大项目有新突破。建立2022 年
环评服务重大项目清单和管理台账，对22大类
47小类建设项目实行环评长期豁免管理，试点
实行“打捆”审批，开通非“两高”项目环评
审批“绿色通道”。在全国率先建立省级环保
金融项目库，实现入库项目金融机构对接全覆
盖，已对入库项目提供授信253 . 4 亿元、发放
贷款104 . 3 亿元。

——— 环评改革工作有新突破。扩大环评
“打捆审批”范围；推动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
联动，对符合产业园区规划环评要求的入园建
设项目进一步简化项目环评内容；提前完成温
室气体排放国家试点；率先完成可再生能源领
域政策环评试点成果；全国16个“三线一单”
减污降碳协同管控试点城市，山东有5个，数
量全国第一。

——— 环境问题整改非现场执法新模式有新
突破。全面推行以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为基础的
差异化执法，对执法正面清单内企业减少现场
检查频次；动态调整清单，符合条件的省市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市级以上重大项目等应
纳尽纳。开发智慧监管系统企业服务端，线上
审核整改问题 31417 条，整改审核期由原来1
个月左右压缩至 3 天，压减现场执法 3 万多
次，实现了“让信息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获得企业的广泛好评。

良好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也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山
东的实践和成效表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不
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
清正在成为美丽山东新名片。

奋奋力力绘绘就就绿绿水水青青山山齐齐鲁鲁画画卷卷
——山山东东坚坚定定走走绿绿色色低低碳碳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之之路路，，推推动动生生态态文文明明建建设设再再上上新新台台阶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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