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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同时，要强化民众的绿色消费理念、环保理念，践

行绿色生活方式。将绿色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的养成作

为重点工作，引导民众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使其将

绿色、环保等观念融入日常行为的方方面面。

（二）推动农业工业生态化转型

经 济 基 础 决 定 上 层 建 筑 ， 推 动 农 业 工 业 生 态 化 转

型，要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基础，也要注重经济效益。改

变A市长久以来以粗放型经济为主，生产废弃物来源多、

层次广的状况，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

一 是 深 入 推 进 农 业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 按 照 保 供

给、保安全、保生态、保增收要求，以保证粮食安全为

基础，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和保障体系为重点，突出特色优势产业，优化农业生产

结构和区域布局，积极推动农业设施装备现代化，着力

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立足当地优势，出台系列政策

与扶持措施，加快建设一批集种植养殖、技术研发、产

品加工、休闲观光、废物处理、创业示范为一体的循环

农业产业园、科技园、创业园。同时，可以创建一批集

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生产生活生态

同步改善、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生态循环农业田园综

合体，积极推进农业发展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二 是 发 展 以 节 能 减 排 少 污 染 的 生 态 工 业 ， 以 生 态

工业反哺生态农业。重视问题导向，推动工业结构的调

整和升级。持续推进传统高污染企业改造，在生产过程

中注重废物循环利用，鼓励引进和使用污染处理技术和

设备，从源头上做到节能减排。同时，改善或关闭高污

染、高耗能、不达环保规定的企业，优先发展低污染、

低耗能、科技含量高的绿色生产企业。对于部分无法改

造或者改造不达标的高污染企业，依法依规对其进行相

应处置。此外，加大高新技术科研攻关，倡导节能技术

的开发，提高资源利用率。

（三）多元同治，全面恢复优化生态环境

打 好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 坚 持 从 实 际 出 发 ， 多 措 并

举，多元协同治理。

一是以政府为主导，在实践上重规划与执行，在制

度安排上协调人、财、物、信息等各方资源。A市各地要

因地制宜地制定规划和细化落实。协调好企业、群众、政

府之间的关系，确保规划的执行推进。同时，加强基层党

组织建设，强化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强化生态责任追

究制度，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监督程序与监督机制。

二是企业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成为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当地企业要充分了解各类生态环

境保护法，合法生产经营，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通

过吸纳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带动经济发展，运用高新

技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共同推进A市生态

文明建设。

三 是 强 化 民 众 主 体 责 任 感 。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离 不 开

人民群众的参与，要营造好民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氛

围 ， 不 断 提 升 民 众 的 生 态 文 明 素 养 。 尊 重 基 层 首 创 精

神，鼓励各地积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及时

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

同 时 ， 坚 持 整 乡 推 进 、 整 县 提 升 ， 充 分 利 用 电 视 、 报

纸、网络等各类宣传媒介，宣传推广在生态文明建设实

践中涌现出的优秀集体和先进个人，充分调动群众积极

性，形成群策群力建设生态文明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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