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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3日电（记者李志浩）记者从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新获悉，今年新疆将着重发
挥投资的关键作用，确保固定资产投资突破9000亿元，以重点
项目突破带动全局发展。

新疆今年加快推动重大基础设施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大
项目建设，其中，发展硅基产业、推动航线加密、优化电网布局、
新能源基地建设等均为重点。

新疆地域辽阔，基础设施“留白”仍有待填补。今年，新疆聚
焦交通、能源、水利、通信、城镇等领域，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如推动和田至若羌铁路、楼庄子水库等重大项目尽早投产，
开工建设伊宁—阿克苏铁路、巴里坤机场、巴州—铁干里
克—若羌750千伏电网等一批新建项目。

2021 年，新疆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突破 8200 亿元，同比
增长 15%。

新疆今年固定资产投资
将突破9000亿 元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千年大计。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生态文明
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

中华民族，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人与自然，开启和谐共生新篇章。
新时代，“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
设新格局”。

新时代，“要深化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的规律性认识，全面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生态
文明这个旗帜必须高扬。”

十年领航——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全党全国
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美
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
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十年奋进——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直面中国之问、世界

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厚重书写“绿色答
卷”。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为人类文明永续进步贡
献中国方案。

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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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系统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力指
导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一）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
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时近芒种，果熟麦收，万物竞秀。
从万里长江到九曲黄河，从东北平原到热

带雨林，美丽中国，江山如画。
很多时候，回望走过的路，才能看清走了

多远、抵达何处。
就在十余年前，秋冬季节，我国北方一些

地区多次遭遇大范围严重雾霾，“PM2.5”成为
困扰我们的一个环境指标。“那时，镜头里的蓝
天白云成了稀罕物。”家住河北石家庄市石府
小区的资深摄影爱好者王汝春说。

人均自然资源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
短短几十年里，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
工业化历程。发达国家一两百年间出现的生态环
境问题，也在我们的快速发展中集中显现。

重要关头，党的十八大作出重大战略部署：
在习近平同志主持起草的报告中，生态文

明建设成为治国理政重要内容，纳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写入党章。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直面时代课题、破
解发展和保护之间矛盾的关键抉择——

“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
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
求鱼。”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定意志和坚
强决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在发展中保
护、在保护中发展。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
转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抉择——

从“谋生活”到“盼生态”，从“日子难不难”
到“日子好不好”。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发生转化，人民群众热切期盼清新空气、
清洁水质、清丽山川。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提出振聋发聩的

“生态三问”——
“如果仍是粗放发展，即使实现了国内生产总

值翻一番的目标，那污染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况？”
“在现有基础上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

经济总量增加一倍，产能继续过剩，那将是一
种什么样的生态环境？”

“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
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

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
也是为了民生。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就是为了既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提

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
美生态环境需要。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顺应人类文明发展
规律、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关键抉择——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

和发展的根基，其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
放眼历史长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走向

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全新的历史方位，全新的历史重任，生态
文明建设成为新的赶考之路上的必答题。

这是一道凝重的考题，也是一次深远的破
局。新时代的领路人从容落子：

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
是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一条基
本方略；

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是一大理念；
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一大攻坚战；
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美丽是一
个重要目标。

这“五个一”，体现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
设规律的把握，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体现了党对建设
生态文明的部署和要求。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思想、
法律、体制、组织、作风上全面发力，全方位、全
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划定生
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开
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

（二）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

朗朗晴空、徐徐清风，民生之要、百姓之盼。
“全国10个污染最严重城市河北占了7个。

再不下决心调整结构，就无法向历史和人民交

代。”2013年9月，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
题民主生活会时，习近平总书记严肃指出。

“应对雾霾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首要任
务是控制 PM2.5。”2014 年 2 月，在北京考察
工作时，总书记明确要求。

压减燃煤、调整产业、联防联控、依法
治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打赢
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接续推进，中国成为全球
第一个大规模开展PM2.5治理的发展中国家，
攻坚克难，力度空前。

也正是自 2014 年起，王汝春坚持每天早
上拍摄同一片天空，8年间几未中断，“从69岁
拍到77岁，蓝天照一年比一年多。”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
是幸福。’总书记和咱老百姓心连着心！”翻阅
已有 3000 多张照片的“天空日记”，王汝春感
慨不已。去年，石家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2013年增加197天。

站高望远，不畏浮云遮望眼；硬招实招，一
锤接着一锤敲。

今日中国，GDP不再是衡量经济发展的唯
一标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全党全
社会的共识共举，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这十年，生态文明地位之重，前所未有。
夏日的云南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碧波如

镜，游人如织。
2015 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古

生村，了解洱海湿地生态保护情况，和当地干
部一起“立此存照”，“希望水更干净清澈”。

洱海保护治理攻坚战全面打响，最近两年
水质评价均达“优”，“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
弦万古琴”的美景重现。

眺望祁连山，提醒“要继续爬坡过坎，实现
高质量发展”；驻足汾河岸，叮嘱“让一泓清水
入黄河”；到塞罕坝林场，强调“抓生态文明建
设，既要靠物质，也要靠精神”；赴海南考察，要
求“坚持生态立省不动摇”……

跋山涉水，步履不停；山高水长，映照初心。
“长远大计”“千年大计”“根本大计”……

谆谆嘱托、殷殷寄望，见证着心系人民福祉、牵
挂民族未来的深厚情怀，刻印着新时代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地位。

这十年，环境保护制度之严，前所未有。
“敢于动真格，不怕得罪人，咬住问题不

放松”。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展开，勇敢亮

剑。截至目前，两轮全国督察共受理转办群众
举报28万余件，绝大多数已办结或阶段办结，
推动解决一批突出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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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修订的环保法“长出牙齿”，成为中国环
境立法史上重要里程碑。

河湖长制、林长制全面落实，把河道当街
道管理、把库区当景区保护，山有人管、林有人
造、树有人护、责有人担，实现山水“长治”。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相继出台，数十项改革方
案接连实施，构建起生态文明体系“四梁八柱”。

这十年，生态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
为保护秦岭生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先后

6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中央派出专项整治工
作组入驻陕西，1194 栋违建别墅被彻底整治
并复绿。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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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攻城拔寨的拼劲，
向污染发起总攻。

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禁止进口“洋垃圾”。去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30微克/立方米，比2015年下降34.8%，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率增至 87.5%；全国地表水水质
优良断面比例增至84.9%。

以系统治理的理念、科学保护的举措，
推进一体化整治。

2013年，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4 年后，将“草”纳入这个体系。
去年全国两会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总书记
强调一字之增：“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
治理，这里要加一个‘沙’字。”……系统治理理
念逐步形成，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生机
勃勃。 （下转第二版）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本报记者

本报北京6月3日电（记者李心萍） 记者从国家
邮政局获悉，随着保通保畅工作全面推进，邮政快递
业呈现稳步恢复态势。数据显示，6 月 1 日，全国快递
包裹揽收量4.25亿件，投递量3.1亿件，相比4月10日
分别上升75.6%和32.5%。

今年2月底以来，疫情散发，邮政快递业正常运行
经受严峻考验。国家邮政局按照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
工作机制部署，自 4 月 10 日起，迅速启动邮政快递业
保通保畅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数据显示，5月份全行
业业务量预计达到 95 亿件，基本恢复至 2021 年同期
水平。

在上海，随着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全面恢复，预
计6月中旬业务量可恢复至七成左右。

当前，“618”消费旺季促销活动已启动，国家
邮政局要求全系统全行业进一步从严从紧、从细从
实落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同时，进一步做好保通
保畅工作，科学调配人力、运力和场地等各方资
源，优化干线路由和末端投递路线，全力保障服务
网络有序畅通运行。

五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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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
业
务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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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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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6月2日，湖南省常宁市庙前镇泉井村，许昌—广州高速公路老屋场特大桥与农房民居、绿色田园相映成趣，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生态画卷。 周秀鱼春摄 （人民视觉）

6 月 5 日是世界环境日。
50 年前的这一天，联合国在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第
一次人类环境会议，这也是
历史上首次在全球范围内探
讨保护人类环境问题。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人类
赖以生存的环境面临越来越
多的严峻挑战：气候变化、生
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和
极端气候事件频发……新冠
肺炎疫情的蔓延，更为经济社
会发展、各国环境治理蒙上
阴影。

于是，联合国在确定今年
世界环境日主题时，再次选择
了 50 年前斯德哥尔摩会议上
那句振聋发聩的口号——“只
有一个地球”。

中国今年六五环境日的
主题是：“共建清洁美丽世
界”。在人类“只有一个地
球”的世界呼声中，“共建清
洁美丽世界”成为响亮的中
国声音、坚定的中国答案。

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需要各国凝聚全球行动、全
球合作的同心。生态环境问
题无国界，任何国家都无法
独善其身。共同的问题，需
要共同解决。中国坚定不移
坚持多边主义，与各方一道
推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 及其 《巴黎协定》 的
全面平衡有效持续实施。截
至 2020 年底，中国与 100 多
个国家开展生态环境国际合
作与交流，与 60 多个国家、
国际及地区组织签署约150项
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文件。从
设 立 气 候 变 化 南 南 合 作 基
金，到启动中非环境合作中
心，再到强调将生态文明领
域合作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内
容，中国行动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需要各国拿
出切实完成环境治理目标的雄心。中国
为此付出巨大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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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这是
中国的庄严承诺；率先出资成
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陆续
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
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撑保障措
施，这是中国的切实行动。
2019 年以来，中国成为 《生
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核
心预算的最大捐助国。中国还
是全球环境基金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捐资国。中国的诚意和行
动，世界有目共睹。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诺
生认为，一个强有力的、中国
深度参与其中的多边体系，是
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
的关键。

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需
要各国增强推动绿色发展、可
持续发展的恒心。党的十八大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
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
全过程，明确纳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
位更加明确。去年初，云南野象
的北上、南归之旅，让全世界看
到了一个以绿色为底色的中国
发展故事。在中国，“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不仅家喻户晓，
更成为融入经济发展血液的重
要基因。中国正在以咬定青山
不放松的执着与恒心笃定前
行，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之路。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人类
需要携手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唯此，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共
享繁荣。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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