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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末期，木兰围场开围放垦，千里松林
被砍伐殆尽，西伯利亚寒风长驱直入，致使内蒙
古浑善达克沙地南侵，风沙紧逼北京城。

新中国成立后，河北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
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用
心血和汗水浇灌出百万亩人工森林，创造了荒原
变林海的绿色奇迹。

如今，这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不仅阻挡了沙
漠南侵、净化了空气、涵养了水源，同时也造福
了一方百姓。

历史地看，生态兴衰关系文明
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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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人类文明的

发展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
从世界历史的维度来看，只有“生态兴”才

能“文明兴”。四大文明古国无一不是发源于森
林茂密、水量丰沛、田野肥沃的地区，而生态环
境衰退特别是严重的土地荒漠化最终导致了古代
埃及、古代巴比伦的衰落。

从世界现实的视角来看，许多国家曾走过
“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西方发达国家在实现
传统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
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却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
破坏，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从中国历史的层面来看，一些地区也有过破
坏生态环境的惨痛教训。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蔓
延，湮没了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楼兰古城因野
蛮开荒、盲目灌溉，导致孔雀河改道而最终被埋
藏在万顷流沙之下。唐代中叶以来，中国经济中
心逐步向东、向南转移，很大程度上同西部地区
生态环境变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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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世纪，恩格斯便曾在 《自然
辩证法》中深刻指出。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一
论断科学回答了自然生态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
系，深刻揭示了两者命运与共、兴衰相依的规
律，成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依据。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
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不
抓紧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必将付出极其沉重
的代价。

1935年，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地图上
将黑龙江黑河和云南腾冲两点相连，得到一条气
候地理和人口密度的分界线。

“胡焕庸线”东南方 43%的国土，居住着全
国94%左右的人口，生态环境压力巨大，而该线
西北方57%的国土，供养大约全国6%的人口，生
态系统非常脆弱。

这条分界线，简洁而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区域
间生态和发展不平衡的基础国情。如何弥补这种
不平衡、充分发挥各地的资源禀赋，成为中国发
展道路上必须回答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是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力度最大、举措最实、推进最快、成效最好的
时期，开启了“生态兴”托举“文明兴”、绿色
发展引领社会进步的新阶段。

2016 年 1 月，重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掷地有声，开启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为长江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带来了新
的生机。

2021年，长江流域国控断面Ⅰ—Ⅲ类优良水
质比例 97.1%，较 2016 年提高 14.8%，干流水质
已连续两年全线达到Ⅱ类；生物多样性显著增
强，“微笑天使”长江江豚频频现身……

把修复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母亲河走
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中华民族的祖
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秦岭北麓地区不断出现违规建设的别墅项
目，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

2018年起，一场雷厉风行的专项整治行动在
秦岭北麓西安境内展开，依法拆除1185栋、依法
没收9栋，依法收回国有土地4557亩、退还集体
土地3257亩。如今，成群的违建别墅早已不见踪
迹，实现了从全面拆除到全面复绿。

生态文明建设是“国之大者”，是关乎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生态环境要有保证。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
史趋势

历史的长镜头里，愈加彰显出一步一个脚印
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高度，指明了生态文明之路，擘画了美丽中国的
宏伟蓝图。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人类
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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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
基础的条件，更加全面地把握生态与文明的关
系，主动认识与遵循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规律和
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遵循人类文明发展规
律、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关键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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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
的态度和责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筑牢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生态文明建设不仅
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之举，也是实
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之措，更是顺应
历史潮流、建设美丽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必由之路。

（作者单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
上图：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朱家湾村终南山

寨位于秦岭南麓，集秦岭村寨、客栈群落、峡谷
运动乐园于一体，成为远近游客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刘发为摄
左图：作为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

山东省枣庄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大环
境整治力度，让市民家门口的公园成为城市的天
然“氧吧”。图为枣庄市薛城区龙潭公园绿意盎
然，景色如画。 洪晓东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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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镜头】 码头建筑古色古香、
观光小火车穿梭于江畔花海、汀江之
上木船悠游……一名网友在分享旅行
体验时，用“世外桃源一般的客家古
镇”形容福建省长汀县新桥镇曲凹哩
码头周边的美景。

这座已有 600 多年历史的古码
头，记录着“客家母亲河”汀江昔日
航运的繁荣，也见证了长汀从秃山恶
水到生态家园的历史巨变。

作为客家人重要的聚居地，历史
上的长汀山清水秀、林茂田肥。但近
代以来对森林的严重破坏，加上环
境、土壤等自然因素，使长汀一度成
为中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
地区之一，“山光、水浊、田瘦、人
穷”，青年们纷纷外出打工，甚至发
誓“再也不回长汀”。

从封山育林到“以电代燃”，从
单一种植马尾松到扩展树种、增绿提
质，从覆绿固土到养山涵水，长汀人
以“滴水穿石、人一我十”的攻坚之
力，不懈探索，为昔日的荒山秃岭披
上绿装。20 多年来，长汀全县水土
流失率从 23.82%降至 6.78%，森林覆
盖率提升至 80.31%，“火焰山”变

“花果山”的家园之梦成为现实。
父辈治山植绿，子辈接棒兴业。

如今在长汀，一大批“绿二代”“绿
三代”将新理念新技术带回板栗林
中、油茶山上，旅游产业也随之兴
起。2021年，长汀县接待游客628.63
万人次，产值达 54.27 亿元。良好生
态吸引了更多人来到长汀古城，了解
这座“世界客家首府”的历史文化，
客家十番音乐等非遗文化的乐演之
声，也在汀江古戏台上久久回荡。

下图：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铁长
乡的茶园里，茶农们正在釆收茶叶。

张 平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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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镜头】 凌晨4点起床，天亮前
赶到监听点，监测统计长臂猿种群数
量，拍摄记录其生活习性——这是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
局的倪德聪在核心区内的工作日常。
今年 1 月，倪德聪在对海南长臂猿 D
群的监测中发现一只新生婴猿。至此，
这一全球最稀有的灵长类动物种群数
量增至5群36只。

在这片流水潺潺、虫鸣不绝的热
带雨林中，根抱石、鸟巢穴、植物绞
杀等自然现象令人目不暇接。更令人
惊喜的是，过去 3 年，雨林物种的

“户口簿”上至少加入了尖峰水玉
杯、海南小姬蛙等 28 个“新成员”。
此时此刻，或许还有未知的神奇生物
在林中悄悄长大。

这样的热带雨林，在中国只有一
个，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以国家公
园的体制机制来保护海南热带雨林的
生物多样性，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不
仅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探索了有益
经验，也为世界保存了无比珍贵的自
然遗产。去年9月，在第七届世界自
然保护大会上，多国专家纷纷为海南
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恢复的“中国案
例”点赞。

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近一
年来，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植物种类得到庇护。今年，中国
还将在青藏高原、黄河流域、长江流
域等生态区位重要和生态功能良好的
区域，新设立一批国家公园。守护好
这些自然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
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

富集的区域，就是为子孙后代留下自
然资产，也是为地球生命共同体创造
未来。

下图：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
指山片区景色。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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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镜头】 赤水河畔，美酒飘香。在赤水河
南岸的吴公岩上，摩崖石刻“美酒河”三个大字
气势磅礴。绵延 400多公里的赤水河以优良水质
润泽一方水土，孕育出茅台、习酒、郎酒等世界
闻名的酱香型白酒，串联起一条活跃的白酒产业
带和酒文化遗产带。

赤水河，长江唯一保持原生态的一级支流，
是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近年来，赤水河水
质稳中向好，贵州段赤水河地表水环境水质实现

100%达标。“赤水河的水质直接关系到流域内众
多名优白酒的命运。”赤水河谷的酿酒人季克良
深知，好酒因好水而兴，保护好河流的生态基础
就是为源远流长的酒产业、酒文明增添发展
后劲。

同样的理念在整个长江流域日益深入人心。
在世界四大河流中，长江养育了最多的人口，形
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农耕文明和规模最大的江河
流域经济带，但这曾经是以牺牲生态环境、透支
母亲河的生态资源为代价的。面对“滨江不见

江”“只有污水没有鱼”等生态恶果，沿江各省
市痛定思痛，共抓长江大保护，将修复长江生态
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清理腾退生产型岸线，将“工业锈带”复绿
为“生态秀带”；十年禁渔，昔日打鱼人上岸转
产，自觉担任起清漂治污、打击非法捕捞的护江
之责；建设长江防护林、修复河湖湿地生态，越
来越多飞鸟鱼虫重回人们的视野……守护长江带
来的生态红利不断涌现，充满生机的母亲河将支
撑我们创造新的发展奇迹。

一江碧水 永葆生机
本报记者 朱金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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