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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
,

党中央和国务院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工作
,

制定了许多政策法规
,

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
。

中央领导同志率先示范
,

邓小平同志年年带头植树
,

胡耀邦同志在西北大讲
“
草木经

” 。

国

务院的总理
、

副总理
,

据我了解
,

更是无一不抓环境污染 的治理和生态平衡的保护
。

万里同志上

次在中央爱国卫生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中心话题
,

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
。

从全国

范围来看
,

环境问题 已被愈来愈多的人们所认识
,

所重视
。

特别是经过这些年来的摸索和努力
,

我们对我国环境质量状况的了解
,

对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规律性的认识
,

比过去大为深刻了
,

从而

制定出了一套比较正确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方针政策
,

这是我国环境保护战线上出现的 一 个 好 形

势
,

是这项工作向前发展的新起点
。

为了保证党和政府关于环境保护工作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

推动环境保护事业前进
,

谈三点

个人的看法和意见
:

第一
、

要在全社会普及环境保护的教育
,

提高全民族的环境意识
,

环境观念
。

我们国家环境

保护起步晚了一点
,

这并不可怕
。

可怕的是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全社会 的普遍认识和重视
。

在环

境问题上随心所欲者
,

对环境保护漠不关心者
,

无非是脑子里缺乏两个观念
:

群众观念和科学观

念
。

我们要把环境保护教育广泛地
、

经常地
、

深入地开展起来
,

用党的方针政策和科学知识
,

武

装人们 的头脑
。

坚决反对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思想
,

牢固树立群众观念
; 坚决反对只顾局部不顾

整体
,

只顾眼前不顾长远 的思想
,

牢 固 树 立全局观念
; 坚决反对把环境保护当成额外负担的思

想
,

牢固树立保护环境行行有责
,

人人有责的思想
, 坚决反对那种

“
先污染后治理

” 的思想
,

牢

固树立经济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协调发展的观念
。

要在全社会造成一个人人关心 环 境
、

重 视环

境
、

保护环境的良好风气
。

第二
、

要在全社会建立起严格的环境保护资任制
。

光讲环境保护人人有责这一句还不够
,

还

必须是人人尽责
。

要做到这一点
,

不仅要靠教育
,

而且要靠制度
。

为此
,

必须在全社会建立起全

面的严格的环境保护责任制
。

把全国环境保护的责任
,

分别落实到每一条战线
,

每一个部门
,

每

一个工厂
、

农村
、

机关
、

学校和军营
,

乃至每一个社会成员
,

真正做到责任到人
,

互相制约
,

共

同监督
。

只有这样
,

组织起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

才能把环境保护这件包天含地的大事办好
。

我

建议
,

把爱国卫生运动中群众创造的 .’l’ 〕前三包
”
责任制的基本精神

,

推广到环境保护的各项工

作中去
。

总之
,

必须通过制度 的制约
,

从现在起
,

坚决消灭死角
。

不管哪个单位
、

哪个部门
,

都

要为环境保护做贡献
,

做什么样的贡献
,

多大的贡献
,

应该从实际出发
,

不能
“ 一刀切 ” 。

但在

必须做贡献这一点上
,

要来个
“ 一刀切 ” ,

不能留有任何余地
。

第三
、

我们一定要紧紧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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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

比如水
,

是生活
、

生产都离不开的
。

现在许多城市
,

尤其是北方城市和工业集中的城市严重

缺水
,

连江南水乡也缺水
。

加上许多江河湖泊和地下水源受到了污染
,

更加剧了缺水的矛盾
。

水

源不足
、

水质不好
,

已经影响和制约了工业生产和建设
。

所以
,

环境保护除了保护人民健康的目

的以外
,

还有一个目的是要保护资源
,

促进经济发展
。

现在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

是工业生产 中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很不协调
,

资源的浪费很严

重
,

许多宝贵的资源都成为
“ 三废

” 白白地跑掉了
,

排到环境中去了
。

这也是我们许多企业经济

效益低的原因
。

比如能源消耗
,

我们总的能源利用率还不到30 % ,
而美国

、

日本 达 到 了 50 %左

右
。

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平均不足 20 %
,

而一些发达国家达到75 %
。

我们许多企业的原材料

消耗指标
,

还没有达到自己的历史最高水平
,

更不要说国外先进水平了
。

所以
,

要通 过 技 术 改

造
,

搞好综合利用
,

提高资源利用率
,

减少
“ 三废

”
排放来保护环境

。

我们抓环境保护同抓经济

效益是统一的 ; 既然是统一的
,

就要同步地去抓
。

所谓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同步发展
,

就是要把两者有机地结合到一起
。

要实现同步发展
,

我

们的计划部门
、

经济部门
、

各个工农业部门
,

都要在经济建设的同时
,

抓好环境保护
。

经济发展

以计划管理为主
,

环境保护也要加强计划指导
。

第三
、

要提高全民族对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环境保护是一门科学
。

我们国家长期以来由于科学不发达
,

对环境这个 间题缺乏科学知识
,

老百姓缺乏知识
,

一些领导干部也缺乏知识
,

不大懂得环境对于人类生存和生活的重要性
,

不大

懂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于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 的重要性
,

不大懂得保护环境 的 科 学 知

识
。

也可以说对环境间题这个客观现实还缺少 自觉的反映
。

一件事情要做好
,

先要使大家懂得为

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

怎样去做这件事情
。

有了统一的思想
,

才能有共同的语言
,

共同的行动
。

所

以
,

环境保护要大力宣传
,

进行教育
。

从小学生
、

中学生开始
,

就要进行教育
,

使他们热爱大自

然
,

懂得一些环境保护的知识
。

对工人
、

农民也要宣传教育
,

要让他们懂得一些什么 是 生 态 平

衡
,

它对发展生产有些什么关系
,

对劳动致富有什么关系
;
懂得什么叫恶性循环

,

什么叫良性循

环
。

要把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同他们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

使他们在日常的生产活动

中注意保护环境
。

同时
,

做环境保护工作的人要进行 自我教育
,

如果我们做这个工作的人还不懂

得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

就不能教育别人
。 “ 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

” ,

这是毛主席讲的
。

全党
,

特别是党员干部
,

必须提高对环境保护工作的认识
,

统一思想
。

各级领导干部是决定

和掌握政策的人
,

只有他们的认识提高了
,

去发动群众
,

带领群众
,

才能把环境保护工作搞好
。

` , ` 卜` 丢、 `泥、 `加 ` 日、 ` 加` 加 ` 扣 ` 诊 .诏扣 ` 浇, `龙、
` 扣 ` 卜` 扣 ` 卜 ` 卜 ` 勿, 叫匀 , ` 卜

.昌卜 ` 加 `定、 褚队` 卜 ` 扣 . 之加心 , ` 日̀ ` 卜` 卜` 卜 ` 知` 扣` , ` 卜` 卜` 卜̀ 卜` 扣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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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地
、

有计划有步骤地把环境保护工作搞上去
。

我们是一个底子薄
、

基础差
,

正 在 发 展 之中

的国家
,

环境保护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难
。

但我们又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

社会制度为搞

好环境保护提供了巨大的优势
。

对环境保护工作
, ’

漫慢来不行
,

急于求成也不行 ; 闭关锁国
,

不

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经验不行
,

但照抄照搬外国的做法也不行
。

我们一定要发挥共产党人的远见卓

识
,

采取积极的态度
,

通过坚韧不拔 的努力
,

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
,

做到社会效益
、

经济效

益
、

环境效益高度统一的环境保护的路子来
。

从李鹏 同志的讲话中可以看出
,

对这条路子的基本

之点
,

我们已经有 了较之过去深刻得多的认识
, 只要我们用心实践

,

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己有的认识
,

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就一定会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
。

对此
,

我们要充满信心
,

共同努

力
。

任何停止的论点
,

悲观的论点
,

无所作为的论点
,

都是错误的
,

都应该屏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