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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关系，对相关经营者的经济损失给予专款补偿。

根 据 陕 西 省 情 ， 制 定 相 关 政 策 法 规 ， 吸 引 社 会 资 本 进

入，参与环保事业。

（三）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绿色经济 

加 快 调 整 旧 的 产 业 结 构 和 能 源 结 构 ， 形 成 以 科 技

创新为主导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

型。组织实施打造节能重点工程，推动能源利用效率大

幅提升。通过减免税收、资金支持、财政补贴、政府采

购等手段，引导社会节能减排。同时，发挥科技创新对

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

发工作，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

结合”的生态化技术创新体系。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

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绿色环保等产业，努

力培育新经济增长点。

（四）筑牢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保障，加大社会监督

力度

1、健全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

进 一 步 组 织 修 订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相 关 的 法 律 法 规 ，

体现与时俱进，让生态环境的法律制度跟上经济发展的

步伐。在生态环境保护、管控、执法等环节增强法律保

障，实现各单位协调一致执法，对环境污染追责，推动

相关问题得到解决。

2、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加大生态环保综合执法

力度

切实解决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省级生态

环境保护例行督察要求整改的生态环境问题。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检察公益诉讼的衔接，

落实环境资源民事、行政、刑事案件“三合一”归口审

理。依法严厉惩处各类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让破坏

生态环境者承担相应责任。

3、集中民智民力，让社会力量参与监督

广泛听取民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对大

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权利与义务要进行倡导，充分发

挥公众和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发挥好新闻媒体的舆论

监督作用。一是建立公众环境知情权制度，通过专门的

信息平台，督促相关机构和企业向民众定期公开信息。

二是切实建立公众环境听证制度，保证公众意见和建议

及时被纳入相关决策之中，切实保障民众对重大环境问

题的参与权。三是全面实施生态环境公众举报制度，多

渠道提高民众举报的便捷性，实现广大民众生态利益的

监督权。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给予举报人奖励。

（五）突出重大生态案件报道，提升民众生态意识

一 是 强 化 典 型 案 例 警 示 教 育 作 用 。 充 分 发 挥 生 态

案件的司法审判警示和价值引导功能，引导民众提升生

态环境保护意识。对一些社会关注度高、有典型示范意

义的生态环境领域的案例，广而告之。二是推进生态法

律法规宣讲，引导民众参与生态保护。持续推进生态环

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宣讲工作，尤其是利用“世界环

境日”“全国低碳日”“全国生态日”等，采用生动活

泼的形式，将专业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知识。利用网

络、报刊、手机APP等多种渠道推送生态科普知识，扩宽

生态信息公开渠道。三是提升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让生态环境保护知识进社区、学校、街道、企业等，尤

其是让学生从小养成爱护自然环境、节约资源的习惯。

积极引导全民提高节能减排意识，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

活方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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