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

2022 年 8月 1日，来自河北石家
庄石府小区的“天空摄影师”王汝
春，像往常一样拿起相机记录下了蓝
天下的世纪公园。自 2014 年起，他
坚持每天早上拍摄同一片天空，“从
69 岁拍到 77 岁，蓝天照一年比一年
多。”翻阅已有3000多张照片的“天
空日记”，王汝春感慨不已。

小小镜头定格的是湛蓝的天空，
记录的是一幅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绿色画卷。

时间是最客观的书写者，忠实地
记录着奋进者的步伐。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行动指
南，指引生态文明建设取得
历史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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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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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开展一系列
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进入认
识最深、力度最大、举措最实、推进
最快、成效最好的时期。

十年来，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
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

十年来，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
进，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
质量发展阶段；

十年来，生态环境治理显著改
善，蓝天白云、清水绿岸、鸟语花香
正在成为中国的常态；

十年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断
深化，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四梁八
柱”已基本构建……

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
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
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回顾十年来的奋斗历程，我们深
刻感悟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
领导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
指引。

2018 年 5 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正式提出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为新时代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深刻阐释了人与自然、保
护与发展、环境与民生、国内与国际等
关系，对新形势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的战略定位、目标任务、总体思路、重
大原则作出系统阐释和科学谋划。

这一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生态
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强调把生态文
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

这一思想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
强调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
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
演替；

这一思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始终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

这一思想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强调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
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这一思想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强调环境就是民
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这一思想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
的深刻革命，强调绿色发展是解决污
染问题的根本之策；

这一思想坚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
沙系统治理，强调从系统工程和全局

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
这一思想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

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强调让制度成
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这一思想坚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
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强调每个人
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
益者；

这一思想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
建设之路，强调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
的共同梦想。

这“十个坚持”构成了系统完
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
深的科学体系，深刻回答了为什么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
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为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了科学、全面、长远的指导思想
和实践指南。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
一行动指南，来源于实践，
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客观实际和丰富实践出
发，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基本原

理和最新成果相贯通，既继承马克思
主义自然观、生态观，吸收中华优秀
传统生态文化，又借鉴与超越全球可
持续发展经验成果，有了许多新探
索，赋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崭新的思想内容和时代内涵，实
现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理
论创新和思想变革，开辟了人类可持
续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这正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独特魅力和优
势所在。

习近平同志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主要创立者，为这一思想的创立
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作出了决定性
贡献。

早在陕北插队时，习近平就认识
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对自然的
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己；在河北正
定，习近平推动成立中国第一个农村
研究所，开展“循环经济”试点探索；
在福建，习近平五下长汀治理水土流

失，狠抓筼筜湖污水治理，极具创见
性地提出“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的
绿色生态理念；在浙江，习近平提
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
论断，着力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
浙江”……

对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习近平
一以贯之。从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
上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现代
化建设全局的突出地位”，到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
代化是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现 代
化”；从 2018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深刻阐述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
建设必须遵循的“六大原则”，到
2020 年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
倡议“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
美丽世界”……

习近平以丰富的实践经历和不懈
的探索，引领中国走向了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新时代。

中国道路不仅属于中国，
更属于世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既为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了行动指南，也为全
球环境治理、绿色发展贡献
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
基，保持良好生态环境是各国人民的
共同心愿。习近平主席在多个重要国
际场合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
类未来”“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
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
体”“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
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大国主张彰显大国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定践行

多边主义，推动《巴黎协定》达成、签
署、生效和实施，宣布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成功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
阶段会议，深入开展绿色“一带一路”
建设。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这是
我们对美丽中国的美好期待，也是生
态文明建设努力的方向。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必将在指引美丽中国建设、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伟
大实践中不断发展、持续丰富、更加完
善，也必将在指导实践、推动实践中进
一步彰显科学理论的真理伟力。

（作者单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研究中心）

左图：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盖草原
绿草如茵，河流蜿蜒流淌，美丽如
画。 新华社记者 彭 源摄

下图：全国八大黑色冶金露天矿
之一安徽马鞍山马钢凹山采场矿坑，
曾被誉为“地球之窗”，历经百年开
采于2017年9月闭坑，经过近5年的
生态修复，现已成为美丽的地质公
园。 王丽萍 于嵩摄

迈入生态文明新时代
俞 海 宁晓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
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
略意义，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
一书，日前已在全国发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系统阐释了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全面反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原创性贡献。

自今日起，“美丽中国”版特开设“美丽中国新境界”栏目，系统解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呈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前进的脚步，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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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镜头】 8 月 22 日，在北京市
东长安街工作的黄先生下班走出办公
楼时，晴朗碧空中正挂着连片的粉金
色的晚霞。“过去大家在北京看到蓝
天白云，还会拍下来发个朋友圈，现
在感觉只是‘上下班路上的陪伴’。”
黄先生感慨道。

蓝天常伴，是北京环境质量显著
改善最直观的成果。2021年，北京市
空气质量首次全面达标，PM2.5年均
浓度比 2017年下降 43.1%；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增至 288天，其中一级优天
数为 114天。从“抬头见霾”到“北
京蓝，天天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将这一巨大转变誉为“北京奇迹”。

空气污染是一微克一微克降下来
的，“奇迹”也是一步一步干出来
的。从 2013 年起，北京全面加速大
气治理步伐，围绕压减燃煤、控车减
油、治污减排、清洁降尘等领域打响
蓝 天 保 卫 战 ， 先 后 3 次 开 展 大 气

PM2.5精细化来源解析，并在全国率
先建立了PM2.5和臭氧污染的前体物
——挥发性有机物 （VOCs） 的监测
体系。

据介绍，过去 5年，北京市建成
大气三维立体监测网络，在地面监测
站点的基础上，结合卫星遥感、地基
雷达等技术手段，对大气各项污染物
进行即时扫描，清晰表征大气污染区
域的相互传输影响等，精准发现环境
问题。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上，三
维立体监测网络对赛区空气质量实施

“小时级”“公里级”的精准预报，实
现了比赛期间空气质量全部优良。

未来，北京还将进一步加强京津
冀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完善京津
冀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协同机制，
推进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加强空
气重污染预警和应急联动，让更多人
共享蓝天。

上图：蓝天白云下的北京前门一
带。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蓝天见证“北京奇迹”
本报记者 朱金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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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镜头】 荷香幽幽，竹海连
绵，一块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石碑矗立在浙江省湖州市
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的村口，吸引
众多游客拍照留念。

17年前，正是从余村的小会议
室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传播开来，在全国开花结果。
但在此之前，余村曾在处理“两
山”的关系问题上走过弯路。

曾经，余村依靠石灰岩资源优
势开发矿山，“石头经济”红红火
火，生态环境却越来越差：植被稀
疏、灰尘漫天、溪水浑浊……一道
道“生态疮疤”让余村人痛定思
痛，决定关停矿山。

多年来，余村人对矿山复垦复
绿，将工厂旧址变成五彩田园；村
里流转的 500 多亩土地，经过规划
设计成为油菜花田、荷花藕塘，逐
步发展起观光垂钓、河道漂流、户
外拓展、果蔬采摘等休闲旅游项目
和白茶等特色农产品经营，形成了
可游可赏、亦耕亦采的新型乡村生

态经济。
好 风 景 带 来 了 好 “ 钱 ” 景 。

2021 年，余村吸引游客 80 万人次，
村集体经济收入 800 余万元，同比
增长 10.6%；村民人均收入 6.1 万
元，同比增长9.6%。

从“卖石头”到“卖风景”再
到发展生态经济，余村的蝶变仍在
继续。去年12月，联合国世界旅游
组织公布首批“世界最佳旅游乡
村”名单，余村赫然在列。眼下，
余村正式启动“全球合伙人”招募
计划，与全球人才一起打造宜居宜
游、共创共建的未来乡村，生态
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发展之路将
越走越宽。

右图：浙江安吉余村风景。
夏鹏飞摄

“两山”理念从这里走向全国
本报记者 朱金宜

【近镜头】登上月亮山，站在望
海楼远眺，塞罕坝机械林场的万亩

“绿海”尽收眼底。沿着木栈道走向
林海深处，落叶松苍劲挺拔。“这里
原来是沙地，现在腐殖土层已有二
三十厘米厚，这些小落叶松都是种
子落下来自然长起来的。”林场负责
人如数家珍。

60年来，一代又一代塞罕坝人
用心血与汗水改写了这里“黄沙遮
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凉之景，
种下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

如今，塞罕坝每年净化水质和
涵养水源达 2.84 亿立方米，固碳

86.03 万吨，释放氧气 59.84 万吨，
生态效益十分显著。

与树苗一同种在塞罕坝的，还
有绿色发展的理念。在塞罕坝脚下
的哈里哈村，上万株苗木郁郁葱
葱。在这个不到2000人的村庄，林
地面积达 2.3 万亩，森林覆盖率超
78%。村民们在植绿的同时，也念
起了造型松等苗木产业“致富经”。

一棵普通的松树经过造型师的巧手
修剪，就能成为“迎客松”“不老
松”等景观树，市场价格能增加 30
倍以上。依靠绿色生态产业，哈里
哈村的村集体收入超1000万元，年
人均收入达9000元，被誉为“塞罕
坝生态第一村”。

对塞罕坝人来说，从播种绿
色、捍卫绿色到利用绿色、点绿成

金，“二次创业”的新征程已全面开
启。目前，塞罕坝林场编制完成了
场部建设、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旅
游发展等一系列规划方案，力争到
2030 年 将 林 地 面 积 扩 大 到 120 万
亩，森林覆盖率提升至 86%，建成
更加稳定、健康、优质、高效的森
林生态系统，进一步增强生态服务
功能。

苍茫黄沙变万亩林海
本报记者 朱金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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