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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立法：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立法先行。2019年3月28日，《湖州市美丽乡村建设条例》经浙江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
表决通过，成为国内首部地方性美丽乡村建设法规。这些年，湖州立足生态优势，制定了多部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法规，
逐步完善守护生态文明的地方法规体系，群众对生态环境满意度节节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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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实践

文艺演出、民俗表演、交流座
谈……9月17日，首届长三角民间艺术
乡村风情节活动暨中国美丽乡村嘉年华
在安吉县章村镇郎村村拉开帷幕，来自全
国各地的乡村代表在此汇聚一堂，共话美
丽乡村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

活动现场，安吉展示了《湖州市美丽乡村
建设条例》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引发大家
热议。2019年3月28日，这部《条例》经浙江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让
湖州的美丽乡村建设步入了有法可循的轨道。

“当时，这是国内首部地方性美丽乡村建设法
规，也为全省乃至全国各地的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更
多湖州经验。”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法制委员会
主任委员任亦秋说。

湖州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中国美丽
乡村发源地，美丽乡村建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时任市人
大法制委主任的王武良全程参与了《条例》的起草和制定，他
回忆：“该《条例》作为一部创制性法规，在多个方面提出了许多
高于全国标准的规定，体现了我市美丽乡村建设在全国的影响力
和引领性。”

在多次商议讨论的基础上，最终该《条例》被确定为一部全面
规范美丽乡村环境、产业、制度、机制建设的综合性法规，同时突出
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和将环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两个重点，并创造性
地把产业发展规划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一项硬性指标，通过法规形式固化，为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提供了一条有章可循的路径。

这些年，湖州立足生态优势，接连制定、修订相关地方性法规，《湖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湖州市乡村旅游促进条例》《湖州市大气污染防治规定》《湖州市太湖溇港世界
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条例》等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法规相继实施，守护生态文明的地方法规
体系逐步完善，以立法护美生态的成效开始惠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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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在苏南，湖州在浙北，两市共同环抱太湖，
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我曾多次到访湖州，体验过这
里的绿水青山。

2015年，常州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
改后江苏省首批获得地方立法权的城市后，始终把
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立法工作的重点，先后制定出台

《常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常州市城市绿化
条例》《常州市天目湖保护条例》《常州市焦溪古镇保
护条例》等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地方法规。

跟湖州一样，常州的水资源也很丰富，辖区内河
道纵横、水网密布，区域内有长荡湖、滆湖、大运河等
重要河流湖泊。眼下，《常州市水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即将制定出台，这是常州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迫
切需要，也是全市人民群众的殷切期待。

其实，常州和湖州的发展路径很像，一边通过
法律守护美丽生态，一边发展与环境友好的绿色产
业。我希望两地的市人大能加强沟通交流，互相借
鉴学习、取长补短，不断丰富立法形式，以高质量立
法助力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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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至15日，全国人大环境与
资源保护工作座谈会在我市召开。来自
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环资委的相
关领导，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及各省
（市、区）人大环资委负责人相聚湖州，
共谋绿色发展。

这场全国性的会议缘何在湖州召
开？追溯生态领域立法脉络，2016年6
月，我市向社会公布的《湖州市生态文
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条例》曾开地方生态
立法先河。这些年，《海东市全民义务植
树条例》《天水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三
亚市白鹭公园保护管理规定》《庆阳市禁
牧条例》《开封市城市绿化条例》《西安市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一大批新
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各地出台，为守护
蓝天碧水净土发挥了重要作用。

“设区市逐步获得地方立法权后，
全国守护生态文明的地方法规体系不断
完善，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法律立、改、
废工作非常活跃，截至2019年年底，
全国地方性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已达1247件，治理与保护法制化进程
明显提速。”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
策研究中心法治与体制研究部主任殷培
红说，我国幅员辽阔，资源禀赋不甚平
衡，生态环境差异显著，守护绿水青
山，需要法律的持续完善。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
前提。2020年3月，《关于构建现代环境
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鼓励有条件
的地方在环境治理领域先于国家进行立
法。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人大及其常委
会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丰
富立法形式，适应时代要求，体现地方特
色，制定和修改了一大批地方性生态法
规，有力服务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在2018年5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最

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
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
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生态立法守护了美丽环境，也承载了
民心民意。这些年，天更蓝、水更清、空气
更清新、家园更美丽，老百姓切身感受到
身边生态环境质量的切实变化，人民群
众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显著增
强。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
究所调查显示，社会公众对生态文明建
设高度认同，甚至有超过一半的公众认
为保护环境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机会。

今年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
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环境保护法实施情况
的报告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审议。报告指出，我国环境
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生态系统得到持续
修复，绿色发展成效不断显现，绿水青
山的“生态颜值”和人民生活的“幸福
指数”同步提升。

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施志源
认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地方立法，
还应当在地方立法中大力倡导绿色生活
方式，增强全民的生态文明意识。一方
面，要在立法中倡导节约适度、绿色低
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另一方面，要通过立法引导全社会树立
生态文明意识，使生态文明成为全社会
主流价值观。

记者 李则名

以法之名守护绿水青山

9月6日，我市召开2022年全市污染
防治攻坚第6次工作例会暨治气百日攻坚
动员会。“今年前8个月，全市的臭氧污染
峰值有所降低，中度污染天数少于周边地
市。”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处长费梁
告诉记者，进入秋冬季，很有可能会面临
臭氧污染叠加颗粒物污染的双重考验，必
须提前采取预防措施。

对空气质量动真碰硬，我市构建起了
强有力的法治保障。2020年4月1日，《湖
州市大气污染防治规定》发布实施，以“零
容忍”的态度震慑大气环境违法行为。去
年，我市全年PM2.5平均浓度下降至25微
克/立方米，空气优良率为84.4%，365天没
有一天为重度污染和严重污染天气。

法律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
压线后，一户一处景、一村一幅画、一镇
一天地、一域一风光的美丽新湖州正一步
步成为现实。“至今，湖州已制定的16部
地方性法律法规中，有9部地方性法规涉
及生态文明建设，其中多部生态领域地方
法规为国家立法提供参考。”市人大法制
委主任委员、法工委主任汪昊说，2015年
7月，湖州获得立法权后，就确定了“1+
N”立法计划。

“1”是指《湖州市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区建设条例》，对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做出总体
规定，并将其纳入法治化轨道；“N”即
制定一批生态文明领域的专项地方法
规，结合实际，在环境保护、生态文化、
城乡建设、生态产业发展、资源节约利
用等方面，分批、逐步构建和完善地方法
规体系。

为在立法中倾听更多基层声音，湖州
积极推动区、县人大常委会参与地方立
法。市八届人大常委会以来，湖州已累计
邀请2460人次公民列席和旁听全市人大有
关生态文明建设议题，组织5947名公民参

加各类立法听证会、立法座谈会，生态立
法工作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进一步提升。

生态立法护住了蓝天碧水，也为政府
部门履行职能提供了强大的法律武器。
《湖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实施
后，市综合行政执法系统能对五大类垃
圾分类违法行为实施处罚，进一步规范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置
等行为；《湖州市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
规定》 实施后，全市各级公安机关积极
开展烟花爆竹专项整治，不放烟花爆竹
成为市民践行环保理念的新风尚；《湖州
市太湖溇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条
例》 实施后，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
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
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太湖溇港遗产保护、
传承和利用工作……

“立法无形中推动了经济转型，强化
了生态自觉，也留住了有形的生态红利，
成为城市向绿而兴的关键力量。”市发展
改革委副主任沈培明介绍，湖州“绿色发
展指数”连续三年位居全省前3位；在“美丽
浙江”考核中，湖州连续九年获得优秀，从
2016 年的 77.12%上升到了 2021 年的
87.24%，全市生态环境满意度节节攀升。

从“约束”到“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