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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中国的生态治理奇迹，我们
不由得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近年来，从浙江湖州到江苏无
锡，从塞罕坝林场到毛乌素沙地，从
内蒙古库布齐沙漠到新疆柯柯牙，从
甘肃民勤到福建长汀……我们都曾深
入探访，记录时代变迁，感受生态改
善，见证奇迹发生。行走神州大地，
我们看到，一座座荒山变绿，一条条
河流变清，蓝天一年比一年多起来。

这一个个生态治理的奇迹，来之
不易！

新中国成立 70多年来，生态文明
建设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生态保护
稳步推进，环境污染治理力度持续加
大，法律法规日益完善，公众参与日
益广泛。

进入新时代，中国高度重视生态
环境保护，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倡导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
家发展总体布局，努力建设美丽中
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显著进步。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很关键。”2015年
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新的目标要求，“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是其中之一。
近些年来，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稳中向好，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态环境短板得到弥补。面对生态治
理的中国奋斗、中国奇迹，我们由衷感到欣喜和自豪。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让我们
一步一个脚印，向着美丽中国的目标砥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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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蓝、地绿、水净，生态环境保护发
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8.6%，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森林覆盖率。
22.96%，这是当下中国森林覆盖率的最新数据。
经过 70多年持续不懈植树造林，中国的森林覆盖率

增加了1.6倍多！
“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平均每年大约新增

森林面积1000平方公里；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平均每年
新增森林面积 2500 平方公里以上。这是在‘胡焕庸线’
东南一侧人口密集、西北一侧水资源严重缺乏的环境下
取得的，来之不易！”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可持续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说。

一个个“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治理奇迹，
绘制成美丽中国的动人景致。

生态屏障，日益牢固。
1956 年，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在广东省肇庆市建

立。如今，全国已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 1.18 万处，
占国土陆域面积的18%。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创新开展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性生态保护修复，约25%陆地国土面积
划入生态保护红线，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重大国家战略，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越来越稳固。

低碳发展，彰显担当。
“富煤、贫油、少气”，这是中国的资源禀赋特点。

近年来，中国清洁能源占比迅速提高，煤炭占一次能源
消费比重持续降低，去年全国煤炭消费比重降至 57.7%。
2017 年，中国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约
46%，提前 3 年实现对外承诺的到 2020 年碳强度下降
40%—45%的目标。

污染防治，攻城拔寨。
中国的污染防治方式不断创新，领域不断拓展，力

度不断加大。尤其是近年来，坚决向污染宣战，相继实
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取得显著进
展。中国成为全世界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能力最大的国
家，全国酸雨区面积占比已从历史高期的30%以上，下降
到5%左右的水平。

“2019 年全国重点城市 PM2.5 和二氧化硫平均浓度，
分别比 2013年下降 43%和 73%，重污染天数下降 81%。”生
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刘炳江表示，“经过艰苦努力，中
国已成为世界上治理大气污染速度最快的国家，空气质量
发生巨大变化，人民群众的蓝天获得感明显增强。”

“以前国外专家来中国做报告，都会拿出一张发达国
家的喇叭口形态的图表，显示 GDP、各类工业产量等
在增长，同时污染物浓度在下降。”中国工程院
院士、清华大学教授贺克斌说，2013 年以前，
我们拿不出这张图。如今我们
也能拿出来了，中国的社会经
济发展指标与环境指标逐步走
向“共赢”。

生态文明建设进入
快车道，绿色发展按下
快进键。近年来，中国
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之

大、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
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
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成功合龙！”最后一段桥面梁被起吊机的铁臂高高
举起，吊装到位。今年 6 月 29 日，浙江省玉环市漩门湾
大桥施工现场，主桥钢梁顺利合龙。大桥通车后，漩门
大坝将被拆除。

玉环市被漩门海峡分割，北边的一半连接着大陆，
南边的一半孤悬于浙东海域。40 多年前，玉环移山填
海，建起漩门大坝，将南北两半连为一体。“前后有半个
山头大小的石料被扔了下去。”当地人说。

如今，为何要拆坝建桥？原来，大坝在便利交通出
行的同时，阻碍了海水更新，导致海湾生态恶化。玉环
果断决定拆坝建桥，恢复和改善海湾生态环境。玉环再
改地图，这背后是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人们
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深刻变化。

以往围湖造田，现在退田还湖；以往“人逼沙退”，
现在“人退绿进”……从“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改造
自然”，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
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对人与自然
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飞跃，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进
入了新境界。“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方面，我们走过了一条从矛盾冲突到日益和谐发展之
路，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日益深入人
心。”潘家华说。

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里，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才完
成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
迹”，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一两百年间逐步出现的环境问
题在中国集中显现。面对严峻形势，中国将生态环境保
护作为重大民心工程和民生工程，不断深化认识，持续
大力推进。

不忘初心，造福人民，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不
断提升——

1973 年，中国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环境
保护被提上国家重要议事日程。上世纪 80年代，保护环

境被确立为基本国策；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战略被确定
为国家战略。进入新世纪，中国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
度，亲自谋划部署、亲自指导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
一系列标志性、创新性、战略性的重大思想观点，形成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这些年来，环境保护的理念一直在升华和飞跃，尤
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保护上升到如此重要的
战略高度，环保工作发生了根本变化，做了好多以前想
做但做不成的事。长久期盼的局面就出现在眼前，我为
此兴奋不已！”90岁高龄的原国家环保局第一任局长曲格
平，以半个世纪的环保人生见证着美丽中国建设。

科学治理，久久为功，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
近年来，环境污染治理由末端治理转向全过程控制，

由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转向总量、环境质量“双控制”。中
国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和修复工程，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一系列污染治理重点工程、生态保护重大工程，落地见效。

公众参与，齐心协力，共同建设美丽中国——
“今年 5 月，我在河北看到一条流淌着黑水的河流，

马上拍照上传举报。当天晚上，就收到县环境分局官微
回复。”环保社会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

作为生态环境部聘请的“特邀观察员”，马军感到，
中国的环境信息公开以及多方共同参与、良性互动，近
年来取得了“历史性进步”，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实时公
开等举措，走在世界前列。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
境，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有的地方和部门对一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治态度有的地方和部门对一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治态度
不够坚决不够坚决、、工作还不到位工作还不到位。”“。”“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与中央

要求和群众期盼仍然存在差距。”……
前不久，第二轮首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

福建等6个省市和中国五矿集团等两家中央企业反馈了督
察情况。督察对象正抓紧解决存在的问题。

2015年7月，中央深改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环
境保护督察方案 （试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开展
以来，在对全国 31 个省 （区、市） 开展的第一轮督察
中，行政和刑事拘留 2264人，直接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题15万余个。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
保护生态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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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今年9月1日，新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将

施行，强化对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的监管，新增多项罚
则。近年来，土壤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税法等相继出
台，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
相继修订，长期以来“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不
合理现象明显改变。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
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等，相继出台。

制度规定长出钢牙利齿，不再是“没有牙齿的老虎”。
执法情况公开透明。

“双随机、一公开”制度，已在生态环境保护执法领
域全面推行。截至去年底，地方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建立
污染源监管动态信息库 1909个，涵盖污染源 82.75万家；
环境执法人员信息库入库人员达4.58万人。

“对哪家企业进行执法检查、由谁去开展执法检查，
都是在部门协同监管平台用计算机随机抽取，执法情况
向社会公开，企业想‘走后门’都不知道找谁。”内蒙古
包头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张强说。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使得“两
山”理念深入人心。

“山东齐河县在大力开展黄河湿地生态修复的同时，
打造‘中国驿’和博物馆群；鲁北化工延长海水资源利
用产业链，推进新能源汽车电池产业……”刚从山东调
研回来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
所长常纪文，很是兴奋。近年来，他时常到基层调研，
发现儿时的美好景象正在发展之中慢慢归来，很多地方
山更青、水更清。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花香、听得到鸟叫、
记得住乡愁，我们对优质生态产品和美好生态环境的期
待，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并进一步转化为支撑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生态和资源基础。”常纪文表示，“生态文明
建设的‘中国方案’和成效，也在影响着其他发展中国
家，示范作用不断显现。”

“中国过去数十年间在环境修复上付出了巨大努力，
改变了曾经被污染的一些土地、河水和天空。世界可借
鉴中国理念和经验，坚持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下
定决心改善环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
诺生，高度评价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努力和成效。

目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还
有不少顽瘴痼疾要治。“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从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胜利到全面建成美丽中
国，还需要不懈的努力。”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
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说。

驰而不息，攻坚克难，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
略定力，奋力迈上一个又一个新台阶，我们定将创造更
多生态治理的中国奇迹，建成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
气常新的美丽中国！

青山常在青山常在 绿水常流绿水常流 空气常新空气常新

瞄准目标，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本报记者 刘 毅 寇江泽 赵贝佳

放眼神州大地——
全国森林覆盖率，由新中国成立初

期的 8.6%，提升到目前的 22.96%。我国
已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74个，各类
陆域自然保护地面积达 170多万平方公

里，成为世界上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第一大国……

再看我们身边——
一座座荒山变绿，一个个沙丘止

步，一条条河流变清。蓝天一年比一年

多起来，城市中的公园、绿道持续增
加，海滨的滩涂湿地生机盎然……

今日中国，究竟发生了哪些生态治
理的奇迹？这些巨变背后的原因，到底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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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游
客在新疆昌吉回族自
治州呼图壁县石梯子
乡的天山花海景区赏
花拍照。

陶维明摄
（人民视觉）

▲山东泰安市东平湖湿地，
须浮鸥在哺育雏鸟。

李志军摄 （人民视觉）

▲7 月 19 日，甘肃嘉峪关迎
宾湖公园一片碧水，绿树成荫。

成 林摄 （人民视觉）

▶ 7 月 26
日，江苏淮安市
清晏园绿色环
绕、风光旖旎。
王 昊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