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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黄河里没有咱高西沟的
泥”，这是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高
西沟人引以为傲的地方。曾经的
高西沟村荒芜贫瘠，水土流失严
重，当地人以为“多刨一个‘坡
坡’，就能多吃一个‘窝窝’（当地一
种食物）”，然而却是越刨越穷。

痛则思变。
高西沟人决定不再垦荒，而

是积极探索治坡为主、沟坡兼治
的系统治理方法，创造林地、田
地、草地各占三分之一的土地利
用“三三制”经营模式，确立

“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
合、梯次推进”的治理思路。如
今，高西沟村“黄土坡”变“绿
林坡”，林草覆盖率达到70%。

2021年9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陕西省榆林市考察调研时指
出，高西沟村是黄土高原生态治
理的一个样板。

黄土高原的绿色变迁，离不
开系统治理的科学思维，对于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
启示意义。

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
理是方式方法的重大转变

在 全 国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大 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从
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入手，注重
点面结合、标本兼治，实现由重点
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

生态文明建设由重点整治到
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体现的是
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的深刻转
变，同时也为其他重大转变提供
了策略路径，是新时代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

河北省唐山市作为典型的北
方资源型城市，大气污染问题一
度十分突出。为此，唐山市大力
实施燃煤锅炉淘汰、控制工地扬
尘、推进污染治理提档升级等措
施，不断严格排放标准，加大重
点行业排污监管力度。在重拳治
污举措下，唐山市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有
效控制，但空气质量改善效果并
不显著。

面对复杂的污染情况，唐山
市以系统观念为引领，将大气污
染防治同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
构转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
结合，坚决打赢打好蓝天保卫
战。2022 年，唐山市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战实现了里程碑式突破，
取得了四个“历史之最”（即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最低、排位最好、
优良天数最多、重污染天数最
少），打了一场振奋人心的“退后
十”翻身仗、荣誉战。

这是生态环境质量的重大转
变，也是生态环境治理方式的重
大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资源
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
环境污染严重等“国土之殇、民
生之痛”，各地以猛药祛疴、重典
治乱的坚强决心和有力举措，解
决了一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
实践中，各地始终把生态环

境治理作为一个系统工作，既坚
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
污，不断纵深推进污染防治，又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切实加强生态保护
和修复；既完善生态环保法律制
度体系，又不断深化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显著
提高。

正是深化和科学运用系统观
念这一重要思想法宝，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
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生态环
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
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
大步伐。

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统
筹兼顾生态系统的各要素

透过“城市阳台”，青岛灵山
湾 30 公里海岸线上的美景可见一
斑。家住灵山湾金沙滩路的张庆
远说道：“以前海边都是些养殖池
子，荒草丛生的，没什么看头。”

为 让 “ 蒙 尘 ” 的 海 湾 恢 复
“美貌”，青岛市在灵山湾启动蓝
色海湾整治行动，清理拆除养殖
设施，加大沿湾污水处置力度，
恢复海湾自然风貌。如今，水清
滩净、鱼鸥翔集的灵山湾已然成
为青岛市民临海亲海的城市“会
客厅”。

海洋生态环境问题表现在海
里，根子在陆上。海洋生态环境
的改善需要依托陆域生态环境的
改善，而海洋生态环境质量也集
中反映了陆海生态环境系统治理
的成效。

就像海洋环境一样，生态是
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
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组成生态
系统的各个要素相互依存、相互
促进、相互制约。如果这个系统
中的某个环节发生变化，其他环
节也会受到影响。生态环境治理
需要统筹考虑环境要素的复杂
性、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自然地
理单元的连续性、经济社会发展

的可持续性。
长期以来，跨流域保护治理

一直是江河保护的难点，有时
“管住了下游，管不了上游”。为
保护赤水河水域生态，云贵川三
省建立了赤水河流域联席会议协
调机制，协同立法、协作保护，
达到“1+1+1＞3”的效果。

这是解决跨区域环境治理问
题的典型案例。新时代以来，全
国生态环境治理坚持前瞻性思
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
整体性推进，坚持好、运用好系
统观念，统筹兼顾、综合施策，
构建了流域统筹、区域协同、部
门联动的生态环境保护大格局，
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

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
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

山 东 省 五 莲 县 境 内 沟 壑 纵
横、坡陡沟深，曾是国家级水土
流失重点治理区，严重制约乡村
发展、群众致富。面对水土保持
工作这块“硬骨头”，五莲县按照

“源头在治山，重点是增绿，关键
要蓄水”的系统治理思路，破板
岩、填新土、建水源，聚力打好治
山治水攻坚战，让荒山盖上“绿被
子”，绿水育出“金票子”。

五莲县治理经验充分表明，生
态文明建设必须把系统观念作为
根本方法，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平
衡的整体性理念，推动局部和全局
相协调、治标和治本相贯通、当前
和长远相结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
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
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
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
绿色低碳发展。

“一体化保护”“系统治理”
“统筹”和“协同推进”，是一套
“组合拳”，清晰地勾画出实现美
丽中国建设目标的路径和策略。

新征程上，美丽中国的建设
者们要立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将系统治理思路贯穿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各方面。坚持
点面结合，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
推进；坚持标本兼治，抓好主要
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中
国更加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治
理、源头治理，加强细颗粒物和
臭氧协同控制，强化山水林田湖
草沙等各种生态要素的协同治
理、重点区域的协同治理和流域
上中下游、江河湖库、左右岸、
干支流的协同治理，综合运用行
政、市场、法治、科技等多种手
段，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现代
环境治理体系，推动形成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作者单位：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研究中心）

上图：推 门 见 绿 ， 出 门 入
园。山东省平度市借助现河公
园 、 2020 公 园 为 核 心 的 公 园 体
系，全面嵌入健身、娱乐等功
能，形成多园相连、布局均衡的
公园体系。 王学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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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镜头】 从乌梁素海出发，
沿黄河溯流而上，沿途一派生机盎
然：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
乌梁素海岸边成百上千只疣鼻天
鹅陆续飞往南方越冬；在杭锦后

旗，高效的灌排设施精准控制着
农田用水量与污水排放量……

乌梁素海原为黄河故道，是
全球荒漠半荒漠地区极为少见的

大型草原湖泊，素有“塞外明
珠”的美誉。作为黄河流域最大
的湖泊湿地，乌梁素海是中国北
方多个生态功能交汇区，被称为
黄河生态安全的“自然之肾”。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城镇建
设、工业发展、灌区开发，湖区
水体环境一度恶化，生态治理迫
在眉睫。

治 理 初 期 ， 当 地 一 度 受 到
“就山治山、就水治水”传统治理
思路的影响，治山、治沙、治
田、治河，各自为战，人力物力
投入不少，但收效甚微。

2018 年，内蒙古启动乌梁素
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试点工程，实施矿山地质环境
综合整治、水土保持与植被修复
等 7 大工程。“坚持‘湖内的问
题、功夫下在湖外’，由单纯的

‘治湖泊’向系统的‘治流域’转
变，生态修复由‘单要素’向

‘多要素’转变，从保护一个湖到
保护一个生态系统，实施一体
化、综合化修复治理。”乌梁素海
生态保护中心主任包巍介绍。

在乌梁素海上游，乌兰布和
沙漠近几年夏天起了雾、冬天下
了雪，“绿进沙退”的故事不断上

演。当地在沙漠中央建设牧场，
形成了“饲草料基地-奶牛饲养-
有机肥”的生态循环模式。

沿黄而下，在河套灌区，黄
河水通过总干渠，由斗渠、农
渠、毛渠，层层分散灌入农田，
再经由层层排干，汇入总排干，
最终注入乌梁素海。近年来，巴
彦淖尔市在河套灌区推广水肥一
体化技术，减轻外源污染，引导
和推动农业绿色生产，同时还兴
建网格水道工程加快水体流动。

继续前进，来到乌梁素海北
岸的乌拉山脚下，在这里，无人
机飞播撒下的树种落地生根，茁
壮成长。近年来，当地实施一系
列工程修复乌拉山矿山地貌，增
强乌拉山边坡的稳定性和生态屏
障服务功能。

如今的乌梁素海，昔日美景
再度重现，这颗“塞外明珠”正
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目前乌
梁素海水质已稳定在Ⅴ类，局部
区域优于Ⅴ类，水质总体好转，
湖体生态功能逐步恢复，治理取
得阶段性成果。

截至今年6月底，乌梁素海试
点工程已完成沙漠生态保护修复
治理面积 10.5 万亩，种植梭梭树
苗等苗木 1500 万株，修复周边草
原生态修复面积6万亩。乌梁素海
综合治理经验做法，已入选自然
资源部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十大中国特
色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左图：乌梁素海。
资料图片

乌梁素海：

从“治湖泊”转向“治流域”
本报记者 翟钦奇

【近镜头】 高峡出平湖。长江西陵峡
畔，雄伟的三峡大坝沐浴在晨雾之中，
库区宽阔的水面清澈平静。在大坝左岸
电站厂房内，一台台水轮发电机组排成
一列，开足马力运行。

三峡工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
枢纽工程，投运以来，累计发电 1.63 万
亿千瓦时，累计拦洪超 2000 亿立方米，
为下游补水超 3400 亿立方米……防洪、
发电、航运、水资源利用等综合效益全
面发挥。

“前不久，三峡电站实现2023年首次
满负荷运行，为受电区域输送源源不断
的清洁电能。”三峡集团有关负责人介
绍，三峡集团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占比超
96%，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稳居全球第一；
长江大保护业务实现沿江11省市全覆盖。

不只是三峡集团，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理念已在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

落地生根。
湖北划定“沿江一公里”红线，“一

企一策”“关改搬转”460 家沿江化工企
业，同步推进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精细
化工占比由 2017 年的 30%提升到 2022 年
的40%；上海推动钢铁、石化等高排放产
业节能降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
展，5年淘汰落后产能4400多项；江苏创
新推出船舶污染治理“一零两全四免
费”模式……

沿江各省市坚持系统观念，协同推
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推进
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生产总值达到
27.59 万亿元，占全国比重达 46.8%，经
济增速同比增长 5.8%；长江流域国控断
面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8%，无劣Ⅴ类断
面，长江干流连续3年保持Ⅱ类水质。

上图：昔日长江边化工厂，变成市
民休闲好去处。 付蓓蓓摄

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成主旋律
本报记者 范昊天

制图：翁嘉诺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