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当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习近
平总书记重访了首次提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浙江
省安吉县余村，并重赴陕西考
察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再次宣
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定贯彻新发展
理念，不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努力推进生态治理现代
化，开创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
设美丽中国的新局面。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
则文明衰”。从历史逻辑的角
度，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
耕文明以及工业文明，“生态文
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的新要求”。在人类社会初
期，面对大自然的喜怒无常、
狂风暴雨，人们手足无措的同
时，只能诉诸想象的神灵来保
护自己。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
断提高，人们对自然的改造能
力不断提高，但人们又走向了
另一个极端，肆意破坏自然。
恩格斯曾警告人类：“我们不要
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
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
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
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
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

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
结果又消除了。”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一直重视生态文明建
设，从 20世纪 80年代起已经把
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进入
21 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改
革发展的突出地位。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强调，纵观世界发展
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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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 护 自 然 。 从 理 论 逻 辑 的 角
度，我们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
传承史，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
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
哲理思想，充满了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理念。人与自然的关
系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基本
问题。自然界为人类社会的存
在和发展提供生存需要，人类
归根结底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所以，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我们必须尊重自然规律，不
能利令智昏、杀鸡取卵、涸泽而
渔、乱砍乱伐，肆意破坏自然资
源和生态坏境。在生态环境保
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
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
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
功近利。实践证明，经济发展
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

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
发展生产力。我们要充分发挥
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节约资
源、保护环境、提供优质生态产
品等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有计划
有目的的利用自然资源，“像保
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
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
方式”，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推进人民富裕，建设美丽中国，
满足人民的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

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
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
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从
实践逻辑的角度，要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
念，需要以系统化的思维完善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也需要党
政干部具备大局意识、整体意
识和长远意识，树立生态红线
观念，更需要公民要自觉树立
环境保护意识，积极践行美丽
中国理念。

其一，要完善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用最严格法治保护生
态环境。要实现绿色发展，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深化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完善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运用法律依法保
护生态环境。用最严格制度最
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
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
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

的高压线。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审定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
体方案》，使生态文明建设有纲
可循，为我们完善生态保护的
制度化、法治化提供了借鉴。

其二，党政干部要坚树立
生态红线观念。在生态环境保
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
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
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
关键在领导干部。“对那些不
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
重 后 果 的 人 ， 必 须 追 究 其 责
任，而且应该终身终究”。党
政干部要摒弃牺牲环境发展经
济的做法，坚决贯彻新发展理
念，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
生活水平的增长点和社会经济
持续发展的支撑点，让人民群
真正拥有身处良好生态环境的
幸福感。

其三，要引导公民自觉树
立环境保护意识，积极践行美
丽中国理念。绿化祖国，改善
生态，人人有责。每个中华儿
女都应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提
高生态文明素养，参与生态文
明建设，身体力行地节约资源、
减少污染、爱护环境，努力把建
设美丽中国内化为自觉行动，
让自己成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的一份子。“良好生态环境是最
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为了这个绿色梦，
需要全体国民从我做起，牢固

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形成共同
参与的良好风尚。

其四，积极参与国际协作，
共建地球美好生态环境。生态
危机、环境危机成为全球挑战，
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
独善其身。保护生态环境，应
对气候问题，需要全球团结合
作、共同应对，构筑尊崇自然、
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共谋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保护好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新
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国始终积极与世界
各国交流合作，推动成果分享，
努力携手建构生态良好的美好
家园。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
治理，率先发布《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
引领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进程，
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当
前，我国已批准实施 30 多项与
生态环境有关的多边公约或议
定书。

新时代的征程中，我们要
谨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建
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
关乎民族未来。要努力建设美
丽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乃至
人类社会永续发展作出应有贡
献。

（来源：4月 23日《光明理
论》作者：暨南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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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努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三重逻辑
任彩红

保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
万轩

每年两会，“绿水青山”都
是绕不开的话题。在福建团，
要求“突出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三大保卫战”；在内蒙古团，
强调“守护好祖国北疆这道美
丽风景线”；在新疆团，提出

“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
丽新疆”；在青海团，指示“保
护好‘中华水塔’，确保‘一
江清水向东流’”；在黑龙江
团，诠释“冰天雪地也是金
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
每年两会参加团组审议讨论
时，生态文明都是他最深沉
的牵挂之一。

两会上的“生态热度”，正
是“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
分地展示出来”的生动缩影。
生态文明事关现代化建设进
程，事关全面小康社会成色。

“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一边生态环境质量仍然
很差，这样人民不会认可，也
经不起历史检验。”由此更能
理解，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
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世
界范围内不断蔓延，对经济社
会造成较大冲击，一季度的经

济社会发展数据不容乐观。
抓紧复工复产，把时间抢回
来、把损失补回来，压力不小、
担子很重。面对艰巨的任务、
复杂的态势，要不要突破生态
红线保GDP增长？

困难再大，也不能以破
坏生态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
经济发展。就在两会召开前
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多地考
察 中 一 再 强 调 生 态 文 明 建
设。在浙江，重访安吉余村，
察看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勉
励“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把
金山银山做得更大”；在陕
西，深入秦岭了解生态修复，
总结违建别墅教训，告诫“当
好秦岭生态卫士，决不能重
蹈覆辙”；在山西，考察汾河
治理，强调“正确的就要坚持
下去，久久为功，不要反复，
不要折腾，争取早日蹚出一
条转型发展的新路子”。越
是这个时候，越要咬紧牙关、
爬坡过坎，保持生态文明建
设的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
人。绿色农业备受顾客青睐，
绿色生态喜迎八方来客，绿色

生产释放经济增量……“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
入人心，“保护生态就是发展
生产力”的论断行之有效。只
有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
措，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
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探索出
一条实现经济与生态互融共
生、互促共进的新路子，才能
让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才能
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
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
生态文明是全局之计、长远之
计、国之大者。针对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如何进
一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怎样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
济发展全过程？围绕推动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政府工作报
告将作出哪些安排？代表委
员将贡献什么真知灼见？

今年两会上的“生态热
议”，让我们共同期待。

（来源：5月 19日《人民
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