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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人的成长中，都有这样的记
忆片段：家里的老人时刻提醒我们节约用
水、节约用电，看到垃圾随手拾起来放进
垃圾桶，洗完手关紧水龙头，散步时不踏
草坪，不摘、折花枝，这些再平常不过的
行为伴随着我们成长。家庭是人生的第一
所学校，从家中长辈的口中我们第一次萌
发了对生态环境的珍视和保护意识。

从家庭走入学校，少年人接触了更为
多元的参与环境教育的机会。从培养生态
意识到践行绿色发展，生态理念在不同年

龄群体、不同的成长阶段之间不停流转，
代代传承，并逐渐扎根。

姚女士是居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
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说起环境保护，她
说到了“限塑令”对自家生活的改变。她
告诉记者，以前自己都是塑料袋随便用，
自从限塑令实施以来，自己出门买菜、买
水果都随身带着购物袋或者手拉车，“刚
开始是为了节省家庭开支，后来逐渐认识
到这还是件对环境有益的好事。”像姚女
士一样，如今许多家庭主妇出门购物都尽
量不使用塑料袋，并告诉自己的孩子少使
用一次性用品。

据国家发改委环资司资料显示，2008
年 6月 1日“限塑令”正式实施以来成效明
显，超市、商场的塑料购物袋使用量普遍
减少了2/3以上，累计减少塑料购物袋140
万吨左右，相当于节约840万吨石油、节约
标煤1200多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近3000万
吨。一个规定带来的往往不只是强制性的
规范，它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影响着一个普
通人、一个家庭的生活习惯、消费习惯。由
一个小小的塑料袋开始，生态理念慢慢在
生活中蔓延。我们渐渐意识到人与自然应
该是和谐共存的，未来良好的生态环境
离不开每一个普通人的共同努力。

生态环保这个词，在我们生活中出
现的频率越来越高，随处可见。生态环
保理念正逐步扎根于人们的心中，生根
发芽，这得益于国家对于生态环保的重
视和宣传。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在生态文明建
设领域连续出台重大举措，尤其是十八届
三中全会以来，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在顶层设计
上，不断推动我国生态文明的发展。《生态
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党政领导干部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等一
系列文件的落地，代表着我国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步伐不断前行；天保工程、草原
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生态补偿机制、
重点区域生态修复，一项项生态项目的实
施，展示了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付出的
不懈努力。

顶层设计的加强，得到了民间实践的

呼应。在巴音布鲁克草
原，为了维护草原环境不
受污染，一批志同道合的
年轻人走到了一起，成立
了马背上的牧民环卫志愿
队，在草场骑着马巡逻，
清理游人丢下的垃圾；在
西北荒漠，为了防治风
沙，一位老人在戈壁上辛
苦种树数十年如一日；在
东海之滨盐碱地，几名年轻的学者正在
实验室加班加点研究设计治理方案……
社会各行各业支持环保，投身生态建设
的人正不断增多。正是这些活跃在祖国
大地上的可爱人们，默默地带动着身边
人在环保道路上砥砺前行，为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与此同时，近些年来，随着科技的
发展和人们理念的变化，人们践行生态
环保的方式方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互

联网上，一个关于小溪污水治理的众筹
得到了数千网友的响应捐款；在大荧幕
中，各类以生态环保为主题的电影电视
作品不断抢占着人们的眼球；手机上，
人们正用摄像头记录着身边的环境违法
行为并向相关部门实时举报……

生态环保的理念和行动在中国汇集
成一股重要力量，见证着中国生态环境
保护理念深入人心、生态环境建设的飞
速发展。

生态环境的保护离不开公众的积极参与，在过
去，环保可能仅仅是普通人的日常之举，但现在，
公众参与的方式和程度都在不断地走向深入，越来
越多的社会环保组织落地生根，越来越多的环保志
愿者和环保人士将环保作为一项使命和责任来贡献
力量。这其中，有自费走遍11个城市推广使用菜篮
子以杜绝白色污染，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无塑料村的
陈飞。有业余从事环保工作15年，研究发明环保节
能技术39项的环保科技工作者刘宝敬，也有从事
环境教育工作长达20多年的普通中学教师何平均。

来自西安工程大学的大三学生小李是“千名青
年环境友好使者行动”的一员，“使者行动”是由
环境保护部发起，项目启动5年就在全国累计开展
了56场培训，共培训5084名青年环保志愿者。这
些志愿者深入各地调研，广泛传播环保知识和理
念，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直接辐射的环保宣传受
众达到数百万人。“青年环保志愿者的使命就是以
一传千、千传百万地宣传环保理念，并使之在每一
个人心中生根发芽。”小李说这也是他选择成为环
保志愿者的初衷。

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不断
提高，一批环保民间组织相继成立，环保志愿者的
队伍也随之发展壮大。其后，为了使环保志愿者组
织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从2000年开始，一批挂
靠在环保部门和团委组织下的环保志愿者协会应运
而生，有了政府的组织协调，环保志愿者人数快速
增长，并发展壮大成为环境保护的一支新兴力量。
环保志愿者队伍也由最初的以离退休人员为主体的
环保监督员，发展成为覆盖各行业、各阶层，规
则化、专业化的队伍。不仅如此，各地区也逐渐重
视志愿者队伍的作用，将志愿服务作为一项重要的
社会公益事业，纳入到本地区的环保规划中。

与过去相比，环保志愿者的工作也有了诸多可
喜的改变。过去，由于缺少组织和协调，志愿工作
出现许多短期性的“志愿过剩”现象，而现在，环
保志愿者队伍向专业化转型，一批经过规范注册的
专业化环保志愿服务组织、基地、网站等相继出
现，环保志愿者能够规律性和长期性的参与环保志
愿工作；同时，过去的环保志愿活动往往流于形
式，常规性的捡垃圾、植树等活动覆盖面窄，影响
力也不足，而现在很多专业化的环保志愿者团队开
始深入生态污染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志愿活动的开
展更为科学，比如福建大学生就在福州市内河流域
行走调研，还绘制了直观体现污染区域和污染程度
的地图；在志愿服务过程中，环保志愿者还积极采
用新的手段保证志愿工作高效的完成，比如陕西环
保志愿者就利用微信实时监督举报污染源，随时对
身边的各类环境污染行为展开监督。

在过去，提起生态环保，很多人联想到的是钢铁、煤炭等高
耗能、高排放的重工业，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不仅那些与
生态环保可以直接关联的行业在力求转型改变，那些看似没有关
系的行业一样深受影响，生态环保正逐渐成为各行业的共识。

有这样一组数据，根据中汽协统计，2016 年 1-5月，中国
新能源汽车生产 13.2 万辆，销售 12.6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
增长 131.4%和 134.1%。这组数据意味着，大街小巷里，正轰轰
地喷着黑色尾气的传统能源汽车逐渐被生态环保的新能源汽车所
取代。

衣食住行是老百姓生活中绕不开的几个话题。如果说新能源
汽车的快速发展是人们对生态出行的支持，那么拒绝使用
一次性碗筷就是餐饮行业坚持环保的表态。

蒋新是北京西大望路上一家湘菜馆的老板，生意好的
时候，每天要接待上百桌的客人。多年前，几乎全北京的
餐馆都使用这种一次性餐具，蒋新的饭馆也不例外，每到
饭点，用筷子戳破塑胶膜的“噗噗”声不绝于耳。“饭店也
是图简单省事，这种餐具不需要自己清洗，用完甚至都不
用回收。”蒋新说，“就是有一点不好，不环保。”原来，用
来塑封餐具不易降解，又不能系统的回收利用，给环保造
成很大压力。“所以很多餐馆都放弃使用了，还是用自己的
碗筷清洗消毒，循环利用，比较安心。”蒋新笑着说。

江云是国内一重点高校的硕士，两年前毕业后进入了
一家金融公司工作。每天西装革履的他看似和生态环保挂
不上钩，“其实不是，生态环保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的生
活息息相关”，江云说，“就拿我来说，上班每天要打印很
多文件，每次打印我都要双面打印，就算有特殊情况要打
单面，我也会在用过后再放回打印机用另一面”。江云说，
他们公司的员工基本上都会这么做。

如江云这样的故事在各行各业发生着，随着国家对于
生态环保的宣传力度加大，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也日渐觉
醒，生态环保正被全行业纳入生产和行为标准，成为各行
业的共识。

① 顶层设计：一呼百应

③ 不同地域：共绘画卷

② 环保人士：雨后春笋

④ 不同行业：渐成共识

⑤ 不同年龄段：代代传承

渐入人心的绿色理念
皮宇航 李 珧 赵若郡

生态纪录片《森林之歌》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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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
年轻的环保志愿者

内蒙古草原风光

幅员辽阔，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地理环
境和生态环境，这使中国的生态建设具有
明显的地域特征。
“荒坡上栽树崖畔畔上青，山腰腰梯

田沟道道坝。秃峁峁变绿海，沟道道赛江
南。草长粮丰人儿喜，小流域治理带来好
光景。”一曲悠扬的信天游飘荡在陕西省
榆林市的沟沟峁峁间，展现了黄土高原上
水土保持所取得的成就。

榆林地处陕北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
区，区域内地形破碎，千沟万壑。加之长
期以来，榆林人民环保意识淡薄，采伐过
度，致使水土流失成为该地区生态经济恶
性循环的根源之一。

从20世纪 50年代开始，在政府的引
导和大力支持下，陕北人民与恶劣的自然
环境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抗争。改革开
放以来，榆林市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
战略和优先开展生态建设，努力建设生态
文明的历史性机遇，从转变观念、调整思
路入手，大力实施项目带动战略，以小流
域为单元，实施水保综合治理，掀起了声
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治山、治水、治土建
设高潮。

而在位于蒙冀辽三省接壤处的赤峰
市，在历史上，由于人为、自然、气候等
因素影响，赤峰地区沙害严重、生态脆
弱，也严重制约着社会全面健康的发展。

多年来，当地政府坚持“生态立市”
的理念，发扬“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
图绘到底”和“沙害不除、治沙不止”的
优良传统，长期不懈开展防沙治沙生态建
设活动，已成为全国风沙治理的一个缩影
和典范。

如今，走在赤峰郊外的贡格尔大草原
上，风光绮美，苍郁广瀚，伸手仿佛可以将
白云掬于手指间，低头可以徜徉在一汪碧
草之上。在赤峰市内，林水相依、山水相连、

城乡一体的森林城市也“初具形态”。
“蓝天越来越多了！”这是 2015年以

来，成都不少市民看得见的变化。
自从成都市大力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以来，“成都蓝”频现，成效可圈可
点。据悉，成都市空气质量PM10、PM2.5
年均浓度明显降低，下降幅度在全国大中
城市中居于前列，提前完成了“大气十
条”提出的到2017年的改善目标，重污染
天气明显减少。

如今，成都的天空时常呈现博大澄
澈：有时候晴空万里，像广阔安静的大
海；有时候天空中停留着细碎的云块，像
绣着白玉兰的丝帕。走在城市中，森林环
绕、绿草成茵，空气清新的像是被洗过一
般，没有一点混浊，沁人心脾，令人久久
不愿离去。

从生态薄弱的榆林，到基础条件较好
的成都，现在的中国，不论是在哪个角
落，不论经济发展程度如何，都在保生
态、讲环保。过去意识不到问题的，已经
开始思考解决问题，而曾经思考解决问题
的，已然享受到了生态环保带来的“红
利”，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树上，正不
断结出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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