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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确定的环境日主题
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共筑生态文明之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
凝心聚力，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丽中国，正在从蓝图变为现实。

深谋远虑
建设生态文明求解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之道

江苏省南通市，是万里长江奔流入海的“最后一
站”。市区南部，黄泥山、马鞍山、狼山、剑山、军山等
五山临江而立，山水相依。

“以前我们就住在江边，但看不到江。”南通市居民黄
家勇说，“码头作业灰尘太多，窗户不能开、被子不能晒。”

100多年前，实业家张謇希望家乡五山地区成为“花
园及风景区”。然而，五山及滨江地区一度危化品码头、
散货码头、集装箱码头等星罗棋布，给当地带来污水、
扬尘等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导致这里“滨江不见江，
近水不亲水”。

又何止是南通？曾经，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污水入
河入江、码头砂石堆积、化工企业围江，长江水质持续恶
化、生态功能逐步退化，生态系统警钟迭起。习近平总书记
曾经痛心地形容母亲河：“病了，病得不轻了”。

又何止是长江？曾经，经过几十年快速发展，积累
下来的环境问题进入高强度频发阶段，秋冬季雾霾频发
拉响空气污染警报，江河鱼虾减少、水质频频告急。

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振聋发聩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

时光流转，张謇的梦想终成现实。近年来，南通当
地累计关停 200 多家散乱污企业，清理了 160 多条小杂
船，关闭了当时全国最大的进口硫磺集散基地，修复腾

出岸线，新增森林面积，在长江边逐步构筑起一道绿色
廊道。

“现在我们晚上经常会去江边公园散散步，很舒心
的。”黄家勇笑着说。

2020 年 11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五山地区滨江
片区考察调研。“过去脏乱差的地方变成现在公园的绿化
带，说明我们只要下决心，就一定能落实好长江经济带发
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说。

水质改善、江豚腾跃，长江母亲河正在重新焕发
生机。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文明建设
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站在这样的高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求
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指明了生态文明之路，擘画
了美丽中国的宏伟蓝图。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绿色发展
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意；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再次强调“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一系列重大部署，宣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

在广西桂林考察漓江阳朔段后，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把保持山水生态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作为一项重要工
作，深入推进生态修复和环境污染治理，杜绝滥采乱
挖，推动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系统持续优化、
整体功能持续提升。

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村考察调研
时，习近平总书记对他们发展绿色经济、带动村民增收
致富的做法给予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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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说。

在云南滇池岸边，习近平总书记详细询问滇池保护
治理和水质改善情况。总书记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决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只要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就一定能把绿水
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下转第二版）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纪实

世界怎么了？
我们怎么办？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难题。这是一

个挑战与希望并存的时代。当今世界，和
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与此同时，国
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
增强，全球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持续不
断，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难民危机等非
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

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绝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
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面
对尚未结束的疫情，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面对层出不
穷的全球性风险挑战，人类又一次站在

“时代之问”的十字路口。
解决问题需要正确的办法。病毒没有

国界，危机不分种族。在应对各种全球性
危机的过程中，谁也不能独善其身，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加凸
显。有了认识，更需行动。这些年来，每
当世界发展遭遇危机、“逆风”、“寒流”，
中国总是不吝于贡献智慧和方案，彰显出
直面问题的大国风范，为世界注入强大正
能量。

在理念和方案层面，中国着眼国际形

势发展变化，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共建“一带
一路”、正确义利观、新安全观、全球治理
观、文明观等一系列重要理念、重要倡
议。在行动和落实层面，中国以实际行动
维护世界和平，宣布设立为期 10年、总额
10 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
金，并于 2016年正式投入运行；始终致力
于通过谈判、协商方式处理领土问题和海
洋划界争端；积极参与重大国际和地区热
点问题解决，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

近年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延伸开
去，中国还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如在构建“人
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方面，中国将采取更加
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
碳中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
国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彰显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

我们同处一个地球村。人类面临的所
有全球性问题，任何一国想单打独斗都无

法解决，必须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
合作。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实践一再证
明，任何以邻为壑的做法，任何单打独斗
的思路，任何孤芳自赏的傲慢，最终都必
然归于失败！”

“单则易折，众则难摧。”历史和现实
都告诉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坚持多边主义、走团结合作之路，世界各
国人民就一定能够携手应对好各种全球性
问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人间正道的魅力④

时代之问的中国答案
■ 孙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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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7点30分，当记者乘坐的Z285次列
车平稳驶过武汉长江大桥，车厢里的乘客激
动起来：“快看，我们过长江啦！”

“1957 年 10 月 15 日，武汉长江大桥通
车，小轿车、卡车、公交车排队驶上大桥，
采莲船、舞龙等庆祝活动热热闹闹，整个武
汉就像过大节！”中铁大桥局原副总经济师余
启新兴奋地回忆通车典礼盛况。当时他才 9
岁，在桥头堡下面的武昌第一小学念书。余
启新记得通车那天耳边此起彼伏的笑声喊

声：“我走大桥了！”“我过长江了！”
中铁大桥局原副总工程师赵煜澄，是通

车典礼上站在车队第一排敞篷车里的人。从
设计、鉴定、施工到通车，他全程参与武汉
长江大桥建设。当记者摊开大桥设计图纸，
92 岁的赵老说：“1949 年以前，武汉江面上
没有大桥可通行，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之间
运输都由驳船、轮渡接转。遇上大雾锁江、
狂风卷浪，只能望江兴叹，停航等渡。”

“有桥千程近，隔水咫尺遥”。1954 年 2

月 6 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报道 《武汉长江
大桥准备兴工》，并配发社论《努力修好武汉
长江大桥》。全国人民备受鼓舞：这将是万里
长江第一桥！

1955 年 9 月，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
工程项目，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动工。全国各
地的支援力量都来了，最高峰时有 2 万建设
者并肩奋战。“当年父亲从天津来汉建大桥，
我家就住在大桥下的建桥新村。”建桥街大桥
社区居民孙世余告诉记者，“小时候，我亲眼

看着桥墩一个一个竖起来，钢梁一片一片拼
起来。”

长江水深浪急，桥墩建设是首先要解决
的技术难题。中国技术人员和苏联专家共同
研究，开创了管柱钻孔法。“这种水上施工方
式，当时在国际上还没先例。”赵煜澄说，

“大桥钢梁的悬臂架法也是国内首创！”
武汉长江大桥有上千根钢梁，需要上百

万颗铆钉来铆合，全部由工人们手工完成。
炉子就架在桥上，铆钉现场加热到 1200℃左

右。烧得通红的铆钉，被下面的工人用钳子
捏住向上抛，上面的工人用铁漏斗接住，
再用风枪打进钢梁的眼孔。赵煜澄说，只
有铆合误差小于 0.4 毫米，钢梁才能继续向
前拼装。

一颗小小铆钉，足见工匠精神。
1957年5月4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发通

讯 《天堑变通途——记武汉长江大桥的合
龙》，文中有一句是“长江大桥像永久的虹
霓，跨在武汉市上空”。历经 60 多年风雨，
由于质量过硬、坚固如初，这道“虹霓”已
成为全国人民口中的“桥坚强”。

现在，“飞架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每天
通行火车约 300趟、汽车约 10万辆次。专业
检测的结果是：大桥2.4万多吨钢梁无弯曲变
形，8个桥墩表面无一裂纹，100多万颗铆钉
无一松动，全桥无变位下沉。经专家鉴定，
其寿命可达百年以上。

初夏夜晚，明月当空。记者从武昌江滩
走上武汉长江大桥的公路桥面，橘色灯光更
显夜色温柔，清风夹带着江水的湿润，双向
四车道上车流如梭，不时传来游人的赞叹声。

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前夕，毛泽东主席视
察工地时曾说：将来要在长江上修上 20 座、
30座桥，到处都能走。今天，长江上的桥梁
数量远远超过伟人当初的期望——长江干流
已建成各类长江大桥超百座，仅武汉就有11
座长江大桥。

站在武汉长江大桥远眺，上游 2 公里处
有一座鹦鹉洲长江大桥，是世界上跨度最大
的三塔四跨悬索桥；再往上游约 3 公里，是
2019年通车的杨泗港长江大桥，也是世界最
大跨度双层公路悬索桥……

在中国桥梁博物馆，记者看到一份世界
桥梁之最的榜单，每座桥梁名字后面都用国
旗标注了桥梁所在的国家。“从武汉长江大桥
开始，我们形成了一支技术过硬的‘建桥铁
军’，桥梁建设成为中国名片。世界建桥看中
国，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中国建桥水平处于
全球领先地位。”馆长成莉玲说，“你数数，
无论是世界十大悬索桥、十大斜拉桥，还是
世界十大梁桥，代表咱中国造的五星红旗都
超过了半数！”

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从此天堑变通途。现在，长江干流

上已建成大桥超百座，世界十大梁桥半数以上是中国造——

为你骄傲！“万里长江第一桥”！
本报记者 叶 子

晚霞映衬下的武汉长江大桥。 赵广亮摄 （人民图片）晚霞映衬下的武汉长江大桥。 赵广亮摄 （人民图片）1954年2月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