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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右玉县70多年前荒漠化形势
极度严峻，风沙肆虐，地瘠人贫。新中
国成立后，右玉人民争做“种树者”，
先后在山梁沟壑间栽下上亿棵树木，将
林木覆盖率从不足 0.3%提高到现在的
57%，创造了“不毛之地”变“塞外绿
洲”的人类奇迹。

斗转星移，沙海桑田。一座城、一
片绿、一群人，筑起了右玉防风固沙的
屏障，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根本改善，更
生动阐释了全民行动的力量。

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
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人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共识基本
形成，建设美丽中国日益成为全体人民
的自觉行动。

让生态文化成为全社会共
同的价值理念

生态文化的核心是一种行为准则、
一种价值理念。

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
然，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
富的生态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
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劝君莫打三春鸟”的朴素哲理被一代
代中国人传颂，并散发着愈久弥新的人
文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健全以
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
弘扬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倡导尊重自
然、爱护自然的绿色价值观念，培养热
爱自然、珍爱生命的生态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大局着
眼，从长远入手，整体布局生态文明建
设。一方面，不断完善全民参与生态文
明建设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维护公众
环境权益，形成了具有配套性和实操性
的全民行动法治保障。另一方面，构建
党领导下全民行动的现代环境治理体
系。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
切实行动起来，构建起全民行动环境治
理体系，也就形成了美丽中国建设的宏
伟格局。

在浙江省湖州市，这座具有近 2300
年建制史的江南古城，将每年 8 月 15 日

设为“生态文明日”，制定市民生态文明
公约，崇尚生态文明的情怀深深植入城
市基因。

在广东省深圳市，越来越多的孩子
走进自然，辨识植物、观蝶赏鸟、触摸自
然脉络，学会与自然相处，“珍爱自然”的
生态意识在孩子们心中生根萌芽。

今日的中国，生态文明的氛围日益
浓厚，公众环境责任意识普遍增强，生
态环境素养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公
众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人息
息相关。

推动绿色生活方式逐步深
入人心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
和生活方式问题。生活方式绿色化既能
从源头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也能
倒逼生产方式实现绿色转型。

绿色生活并不是抽象的概念，涉及
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在意自己留下
的“生态足迹”，选择成为“行动派”，
积极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
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厉行节约成为新风尚，在外就餐自
觉“光盘”，爱惜粮食、适量点餐、剩
饭打包成为文明习惯。

绿色出行成为新常态，以公交、地
铁为主的城市公共交通日出行量超过 2
亿人次，全国 100 余城市开展了绿色出

行创建行动。
垃圾分类融入日常生活，以上海市

为代表的部分城镇居民上好垃圾分类
“必修课”，做到生活垃圾“分得清、扔
得准”，达标率大大提高。

随手关灯关水、少用一张纸巾、夏
季空调设置不低于26℃、点外卖不要一
次性餐具、优先绿色购买、开通个人碳
账户……这些都是“全民绿色行动”
的缩影，而“绿色行动”正在点亮美
丽中国。

公众在“律己”中，规范自身环境
行为，不断养成绿色生活方式。据生
态 环 境 部 环 境 与 经 济 政 策 研 究 中 心

《公 民 生 态 环 境 行 为 调 查 报 告 （2021
年）》 显示，受访者在“呵护自然生
态”“减少污染产生”“节约资源能源”

“选择低碳出行”等领域环境行为意愿
和行为践行程度均较高，基本能够做到

“知行合一”。

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
者、推动者

生态文明理念真正融入人心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让生态文明成为每个人身
边的文明，仍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

在辽宁盘锦，民间环保组织黑嘴鸥
保护协会爱鸟、护鸟，30年坚守鸟类栖
息地，创造了濒危鸟类黑嘴鸥数量从20
世纪 90 年代的千余只增长到目前的 1.5
万余只的奇迹。在中华大地上，许许多

多普通人化身为“环保守夜人”“生态
卫士”“护豚使者”“环境捍卫者”，在
生态文明建设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要我环保”到“我要环保”，
越来越多的公众行动起来，或是传播生
态文明理念，或是守护物种多样性，或
是参与污染监督举报，用点滴的公益善
举，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如今，绿色发
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绿色生活方式蔚
然成风，建设美丽中国正在转化为每一
个中华儿女的自觉行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人都是
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
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
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
这深刻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
保护的权责和行动主体问题，彰显了坚
持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的理念。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
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只要全社会都
行动起来，就能汇聚成生态文明建设的
磅礴力量。要增强节约意识、环保意
识、生态意识，培育生态道德和行为准
则，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要
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推动者，推动绿
色行动、绿色消费、监督参与、环境志
愿服务等，共绘天蓝、地绿、水清的美
丽中国画卷。

（作者单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研究中心）

上图：浙江省海宁市，水清岸绿好
风光，市民看得见青山，闻得到花香。

杨立超摄

全民共建美丽中国
王 璇 郭红燕

【近镜头】 挥锹铲土、培土围
堰、提水浇灌……在河南省周口市川
汇区，数百名机关干部和群众在周口
森林公园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栾树、
法桐、大叶女贞等适合冬季种植的苗
木在此扎根，许诺着来年春天的一片
绿意。

地处黄河故道，周口森林公园原
是城区的一块风沙地。为改善生态环
境，周口市连续多年在这里进行大规
模植树造林，将昔日沙地变成融生态
景观、户外休闲和科普教育功能为一
体的自然生态园林。

“森林公园空气好，来这里游玩
很舒心。”市民白女士表示，日后要
带孩子一起参加植树活动，为这片

“生态福地”增添更多绿色。
作为推进国土绿化的有效途径，

义务植树已然成为公众共建绿色家
园、共享生态红利的“国民活动”。
截至 2021 年底，全国适龄公民参加
义务植树累计达 175亿人次，累计植
树 781 亿株 （含折算），绿色画卷不
断延展，生态文明理念既扎进泥土，
又深入人心。

众人植树树成林。10年来，中国
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持续“双增长”，
累计造林 9.6 亿亩、森林抚育 12.4 亿
亩，森林覆盖率提升至24.02%，为全
球贡献了约 1/4的新增绿化面积，成

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快最多的国
家……这些亮眼成绩，来自植此青绿
的每一位“种树人”。

如今，全民义务植树的尽责形式
不断创新，已扩展至造林绿化、抚育
管护、认种认养、捐资捐物、志愿服
务等八大类 50 多种。在北京等城市
的“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
市民可以“指尖植绿”，预约参与多

种绿化活动，“春植、夏认、秋抚、
冬防”，一年四季随时尽责。保护生
态的参与感与享受生态福祉的获得感
进一步提升。

上图：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持
续 14 年组织新春义务植树活动。图
为柳州市萝卜洲，这个江心岛上如今
绿意盎然，成为候鸟的栖息地。

黎寒池摄 （人民视觉）

植此青绿 利在千秋
本报记者 朱金宜

【近镜头】 初
夏 时 节 ， 山 东 省
青 岛 市 城 阳 区 少
山 村 的 红 杏 结 满
枝 头 。 杏 林 中 ，
随 处 可 见 由 生 活
废弃物制成的“生
态鸟巢”，不少鸟
类安居于此，繁衍
生 息 。“ 鸟 儿 多
了，杏林虫害就少
了，农药施用量也
会降低，果农能收
获更多环境友好的
农产品。”城阳区
野生动植物保护协
会会长徐立强说。

组 织 志 愿 者
收 集 生 活 废 弃
物、设计制作创
意鸟巢、在山林
果园中为鸟儿寻
找合适的安家地
点 …… 在 今 年 的

“六五环境日”国
家 主 场 活 动 上 ，
徐立强团队发起
的“为鸟安家助力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入围

“十佳公众参与案例”，这让徐立强备受鼓舞。
“我们在协会附近的中小学和社区当中，

招募热衷于鸟类保护的志愿者。”徐立强介
绍，这项活动自 2014 年开展以来，超过 6 万
人次的志愿者累计制作2万多个鸟巢，每年能
为果园招引 1500多巢鸟儿，生物防治病虫害
的效益十分显著。

近年来，志愿者们接连观测到北红尾
鸲、大山雀、白头鹎等鸟类入巢，这表明当
地的生态环境越来越美好宜居。志愿者们将
观测记录等资料带进中小学校园，为同学们
科普护鸟知识，激励了更多同学加入志愿
队伍。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生态文明的
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带动更多家庭
行动起来，保护身边的良好生态。”徐立
强说。

下图：红嘴鸥飞抵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
流亭街道墨水河入海口湿地越冬。

王海滨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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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镜头】 在云南省昆明市嵩
明县龙街小学，一块色彩缤纷的球
场格外醒目：绿底白线的塑胶地面
上，印制着一辆明黄色的单车图
案。原来，球场使用的塑胶原料，
来源于经过无害化回收处理的共享
单车轮胎。

根据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
发布的 《共享骑行减污降碳报告》
测算，美团单车自运营以来，累计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118.7 万吨，
累计减少空气污染物 7700 余吨，
相当于减少了27万辆私家车行驶1
年的二氧化碳和污染物排放量。

从服务于城市绿色出行，到
“退役”后化作乡村中小学的体育
设施，美团“共享单车变球场”项
目想象力十足，“骑”出了一场环
保“接力赛”。据项目负责人介
绍，目前已回收利用5万多条共享

单车轮胎，在青海、四川、贵州、
江西、云南等地的乡村学校铺设了
1.5 万平方米的操场，既实现了共
享单车全生命周期的节能环保，又
能给偏远地区的孩子们提供强身健
体的场地。

“‘单车球场’建成后，孩子
们打球的热情更高了，也对利用回
收 材 料 建 设 球 场 的 过 程 有 了 认
识。”龙街小学校长施祥表示，这
块特殊的球场给同学们上了一堂生
动的“低碳环保教育课”。

“共享单车变球场”项目负责
人表示，未来还将继续在全国铺设
环保塑胶球场，以这种直观的方式
鼓励每一个人参与到节能减碳的行
动中，让低碳环保成为更受欢迎的
生活方式。

下图：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龙
街小学的环保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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