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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因此，西部各区域应建立合作机制、推进流域综合

治理以及实施试点项目。首先，建立跨区域环保协作机

制，共同制定环保规划、标准和政策，通过信息共享、

联合执法等方式提升环保效率与效果；其次，针对域内

河流众多、流域广泛的特点，加强流域综合治理工作，

建立监测网络，实施水质保护和生态修复等工程，同时

加强上下游省份的协作配合；最后，结合区域内各地资

源条件、产业结构特点以及各行业发展背景，实施差异

化政策，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协同推进治理模式。

（四）以政策法规强化制度供给保障

“制度稳则国家稳”，完善的政策法规可以为协同

推进“降碳减污”提供坚实的保障。西部地区在资金筹

集、碳排放管理及实施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尚待完善，

因此，政策制定应聚焦于此。针对资金问题，可以推行

绿色财政和绿色金融，落实资源税、环境保护税等，并

在试点项目探索碳税征收形式，将碳排放带来的环境成

本 转 化 为 生 产 经 营 成 本 ， 以 期 达 到 “ 降 碳 减 污 ” 的 效

果。现行碳交易仅有《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行

政法规做支撑，而排污交易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法律层

面规制。碳核算、碳排放权交易、气候投融资等政策工

具 在 生 态 环 境 主 管 部 门 的 推 动 下 均 进 入 了 政 策 试 点 阶

段，待经验成熟后应纳入立法议程；同时，建立健全环

保监管体系，加强对重点区域、行业的监管，提升环保

执法队伍水平，确保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此外，还可

以借助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具对领导干部责任履行

进行评估，防止出现执法监管不到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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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贯之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开放在各个发展阶段都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和

实现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

强劲动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

“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成为新时

代新征程的必然要求，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

制度保障。党员干部要继往开来、砥砺奋进，以一往无

前的坚定执着，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要一以贯之讲政治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强 调 ， 全 面 贯 彻 习 近 平 新 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经济体制改革

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

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

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

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党 的 领 导 是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的 最 大 确 定 性 。 改 革 开

 更周吉

大政观察丨Fundamental  Policy  Observation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