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论》试卷（一）答案及解析

1.根据给定资料 1，概括当前我国大力推进煤炭清洁利用的背景和成效。

要求：分析合理，条理清楚，不超过 300 字。（20 分）

一、背景：1.煤炭是我国现阶段的主体能源，推动煤炭清洁利用成为行业必然选择。2.

清洁能源供应总量较低，保障稳定供应压力大。3.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资源总量不足，对外

依存度高。

二、成效：需求侧清洁能源利用不发不断加快。1.火电行业推进超低排放技术，燃煤发

电做到超洁净排放。2.供暖领域推广高效煤粉锅炉，降低了污染排放物，节约居民能源成本。

3.冶金水泥行业改进生产工艺，煤焦化一体化发展，新型干法水泥生产在全国推广。

2.根据给定资料 2，谈谈对我国频繁发生的“城市看海”现象的理解。

要求：准确、全面、解读充分，不超过 200 字。（15 分）

“城市看海”现象是指我国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严峻的城市内涝问题。

究其原因有：一、气候因素。气候变化，每年极端性强降雨发生频次上升；厄尔尼诺等

各类极端天气现象发生，降雨量越加增大。二、城市扩张。城市建设速度加快，路面硬化、

凹式立交、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日渐增多，导致雨水的积存和渗透能力降低，市政管网来疏

导雨水有限。

城市建设应科学合理规划，完善内在排水系统，引入海绵城市理念，防止内涝发生。

3.江西被誉为中国“最绿省份”之一，也列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为了展现江西

生态文明建设的丰富经验，请根据给定资料 4-6，写一份江西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经验总结。

要求：准确简明，条理清楚，措施合理，不超过 500 字。（25 分）

一、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生态工程。1.实施了“净水”“净空”“净土”等一大批

工程,提升生态环境质量。2.实施流域综合治理、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建设、重点平台建

设、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绿色发展推进、绿色惠民与生态文化建设六大工程，增强群众获得

感。

二、完善制度体系，守护绿水青山。1.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严守生态保护红线。2.

开展全流域的生态补偿。3..建立五级河长制。4.成立碳排放权交易中心。5.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科学考核机制，不仅审“经济账”，更审“生态帐”。



三、发展绿色产业，催生生态红利。1.发展绿色有机农业，打造绿色农产品品牌，促进

农民增收。2.发展绿色低碳工业。进行“生态招商”，引进涵盖锂电新能源、生物医药、电

子制造等领域的生态项目。3.发展生态旅游产业。立足生态优势，积极发展乡村旅游。

4.给定资料 3 中提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绿水，蓝天也是幸福”

的著名论断，结合对这句话的思考，联系实际，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立意明确，结构完整，语言流畅，1000 字左右。（40 分）

建设生态文明 实现普惠民生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翻开历史画卷，古巴比伦、古埃及、古中国等

诸多古老文明，大多发源于水量丰沛、森林茂密、田野肥沃的地区。而生态状况的急转直下，

也让巴比伦、玛雅等一度兴盛的文明，由盛转衰，甚至毁灭。“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民福祉，

关乎民族未来。”我们必须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责任，坚定不移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

让良好的生态环境造福群众、普惠民生。

保护生态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成本，由此伴生的各种矛盾和弊端日益凸显。大气污染、水

质恶化、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日趋严峻，严重威胁着民众身体健康。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

护民生，功于当代、利于千秋。只有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认识到治理环境污染的

紧迫性，只有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才能真正把环境污染治理

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才能实现“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

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随着对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

人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生

产力理论也告诉我们，生产力不仅包括作为劳动者的人及其创造力，更包括外部生态环境。

当前，我国正积极倡导绿色发展，大力推进煤炭清洁利用，推进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建设，正

是看到了生态环境的内生源动力。我们必需抓住绿色转型机遇，加快能源技术创新，推进传

统制造业绿色改造，不断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绿色水平，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改善的双赢。

保护生态环境，真抓实干，方见成效。习近平同志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

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保护生态环境不是空谈，需要真抓实干

地落到实处。无论是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和水资源管理制度，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

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还是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山水林田



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都是为了尽快遏止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筑牢绿色发展的底线。只

有把制度建设作为重中之重，着力破除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才能走向生态文

明新时代。

长缨在手，江山向美。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必须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理念，坚持保护环境就是改善民生的箴言。唯此，才

能真正实现“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幽静宜人”的美丽中国建设愿景，才能真正给子孙后代

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才能为中华民族赢得永续发展的光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