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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上作出的重大部署，
也是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建设天蓝、地
绿、水清美好家园的重要号召。

时隔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成为中国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今后 5 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
要时期，过去怎么看，未来怎么
办，是摆在新时代新征程生态文明
建设面前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成就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的显著标志

时间是最忠实的记录者，也是
最客观的见证者。

十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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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地天
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万里山河
更加多姿多彩。

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
重大转变，实现由被动应对到主动
作为的重大转变，实现由全球环境
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
实现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
重大转变——“四个重大转变”高
度凝练，总结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
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书写了新时代
的壮丽篇章。

这是书写在人民心中的瑰丽篇章。
这些重大转变人民群众看得

见、摸得着，感受最真、体会最
深。“十面霾伏”“心肺之患”逐渐
消失——北方地区约3700万户农村
居民告别烟熏火燎的煤炉子，全国
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历
史性下降到 29 微克/立方米，重污
染天数下降 93%；“掩鼻而过”“避
而远之”成为过去——地表水优良

水体比例达到 87.9%，地级及以上
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人民群众
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不断提升。

这是获得世界认可的华丽篇章。
这些重大转变得到世界点赞，

中 国 方 案 、 中 国 作 为 全 球 瞩 目 。
2012年以来，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
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 6.6%的经济增
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
国家之一、空气质量改善最快的国
家、全球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最大
的国家、近20年森林资源增长最多
的国家。国际人士认为，中国的生
态文明建设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
经验，各方对于加强与中国在环境
保护和绿色发展方面的合作充满
期待。

“四个重大转变”不仅是实践创
新的体现，更是对新时代生态文明
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精辟总结，
凸显了历史和现实相贯通、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国内和国际相关联的鲜
明特征。“四个重大转变”相互关联、
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构成有机统一
的整体。其中，由实践探索到科学
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居于统摄和
管总地位，是认识之变、理念之变、
思想之变，也是指导实现其他重大转
变的根本性转变。

变中亦有不变。
5 年前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面临关键
期、攻坚期、窗口期叠加的历史性
关口。此次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再
次强调，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
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
解，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
负重前行的关键期。

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
的高质量发展阶段，高水平保护的
支撑作用更加明显，物质基础更加
厚实，我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和决
心，攻坚克难、乘势而上，努力绘
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
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进一
步深化和拓展

2023 年 8 月 15 日，首个全国生
态日。

18年前的这一天，习近平同志
在浙江省安吉县首次提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为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孕育和萌发提供了
核心理念。

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深入人心，引领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
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
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
有止境。

新征程上，继续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必须正确处理“五个重大关
系”，即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
关系、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
系、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
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双
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

“五个重大关系”蕴含丰富的马
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深
刻阐释了发展与保护的认识论、污
染防治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方法论、
增强动力保障与实现“双碳”目标
的实践论，是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
设规律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拓
展，丰富发展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这是指引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取得更加显著成效的密码所在，标
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
设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和新
的境界，必须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
不断丰富发展。

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

福州闽江河口湿地，20多年前

受人类活动和生产影响，生态一度
受到严重破坏。时任福建省省长
习近平批示：“必须重视对湿地的
保护。”20 余年来，福州坚持一张
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闽
江河口湿地重现天空湛蓝、水泽茫
茫、万鸟翔集的生态画卷，演绎了
一场久久为功的“生态保卫战”。

闽江河口湿地的“重生”充分
表明，生态文明建设是长期而艰巨
的任务，必须锲而不舍、持续用
力、扎实推进。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部署了持续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推动发展方
式绿色低碳转型、着力提升生态系
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守牢美丽中国
建设安全底线、健全美丽中国建设
保障体系等六项重大任务，强调必
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
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新篇章。

这是瞄准未来 5 年和到 2035 年
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作出的重大战略
安排，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行动
纲领和科学指南。我们要深学细悟
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生
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协同推进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以高品质
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全面推
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必须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是生态
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保证。

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
新征程上，美丽中国建设必将

继续书写新的篇章。
（作者单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研究中心）
上图：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主

城区，绿水青山，生态优美。
鲁君元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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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镜头】 豹猫在宁夏回族自
治区灵武市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现身，狐狸、老鹰等野生动物在
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治沙林场“安
家”，被称为“熊猫鸭”的斑头秋沙
鸭等候鸟成为内蒙古自治区乌梁素
海的“常客”……近年来，中国

“三北”地区野生动物归来的好消息
一个接一个。

生物多样性的不断恢复，表明
“三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在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治沙林
场里，梭梭林绿意十足。在造林一
线工作了快30年的林场场长杨向刚
眼中，这一棵棵梭梭树，就像自己
的孩子一样。

经过几十年努力，林场总结出
了蓄水池铺膜加移动管道灌水、多
管式注水造林技术，有效解决了治
沙造林缺水问题。近年来，林场每
年沙障完好率超过 95%，造林成活
率超过85%，累计造林7.2万亩，绿
洲向沙漠腹地推进了近18公里。

离开临泽县，从高空俯瞰，初
秋时节的“三北”地区，绿意盎
然。在横跨中国北方数百万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三北”工程不断创造
着“绿色奇迹”。

就像杨向刚一样，“三北”地区
几亿人的接续努力，种下新绿，才

有了今天的绿色长城。
40 多年来，“三北”工程的成

效不断显现——
绿色屏障不断巩固，累计营造

林保存面积达4.8亿亩，工程区森林
覆盖率由 1977 年的 5.05%提高到目
前的 13.84%；风沙危害不断减轻，
累计治理沙化土地 33.6 万平方公
里，工程区土地沙化面积及易起沙
尘土地面积实现“双下降”；绿色经
济不断发展，年产特色林果4800万
吨，产值达1200亿元。

进入新时代，“三北”工程区营
造林以每年近千万亩的速度向前推
进，工程区森林覆盖率增长 1.44 个
百分点。祖国北疆绿色生态屏障日
益稳固，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中国式现代化样本。

作为全球最大的生态工程，“三
北”工程先后获得“全球 500 佳环
境奖”“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优秀实
践奖”等荣誉，成为全球生态治理
的典范。

左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
群众在网格内栽植梭梭树。

王 将摄 （人民视觉）

厚植碧绿在北疆
本报记者 刘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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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镜头】 透过蔚蓝明澈的海
水，一丛丛千姿百态的珊瑚尽现眼
前，共同连成海底蔚为壮观的“热带
雨林”——这里是海南省儋州市磷枪
石岛珊瑚礁自然保护区，也是洋浦港
珊瑚移植后的“新家”。

这些珊瑚原本生长在洋浦港扩建
工程的周边海域，洋浦港地处北部湾
中心地带，也是新加坡—香港—上海
—大阪国际海运主航线的中间位置，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

今年 1 月，洋浦港扩建工程启
动。港口扩建了，海域内的珊瑚礁怎
么办？给洋浦港的珊瑚“搬个家”！

美丽的珊瑚看似坚固，实际上非
常脆弱，对环境十分敏感。珊瑚礁的
自然修复过程漫长且艰难，有的甚至
需要上百年时间。目前，业内普遍采
用自然与人工相结合的修复方式。

当地引入了广东海洋大学深圳研
究院 （以下简称“深圳研究院”） 作
为技术单位，开展人工珊瑚礁与苗圃
制作投放、珊瑚迁移种植和珊瑚礁在
线检测布设等修复工作。

珊瑚底部深深扎进礁盘，需要工
作人员下海潜水，用线锯等工具让珊
瑚底部与礁盘分离，再马上移植送抵

“新家”。如果离开海水太久，将对珊

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在原有

飞碟状人工珊瑚礁基础上改进提升，
设计制作新的人工珊瑚礁，在自然海
域进行点对点精准投放。

“项目组发现，尺寸较小的珊瑚
采用水下珊瑚黏合胶泥就可以固定种
植，但对尺寸大于 20 厘米以上的珊
瑚来说，由于胶泥固定硬化需要一定
时间，迁入区海流强，单靠胶泥进行
黏合，会让固定效果大打折扣。”深
圳研究院负责人缪智渊告诉记者，项
目组在海区内反复进行试验，最终发
现用胶泥和岩礁打孔固定相结合的方
法，能有效提高珊瑚种植的稳定性。

移植完成后，项目组还在珊瑚迁
入区和种植区各布设了一套水下监测
系统，可以实时查看珊瑚礁生长状
态，获取珊瑚礁附近海域温度、盐
度、浊度等数据并进行分析。

截至目前，深圳研究院已累计迁
移珊瑚7万余株，补种造礁石珊瑚2.1
万余株，制作并投放 902个人工珊瑚
礁和10个珊瑚暂养苗圃。

绚丽的珊瑚在海底静静绽放。这
场美丽的迁移，是兼顾经济发展与生
态保护的绿色共赢。

上图：水下拍摄的珊瑚。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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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翁嘉诺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

开栏的话

今年 7 月，时隔 5 年，全
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再次召
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
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本报即日起推出“美丽中
国·欣欣向荣”系列报道，全
面系统解读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精神，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