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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绿色，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底色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叶 子

时间是最客观的见证者，见证着一个个奇迹诞生。

当曾经“飞鸟无栖树”的塞罕坝生长出百万亩人

工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贡献国；当被誉

为“死亡之海”的库布其沙漠变成世界上迄今唯一被

整体治理的沙漠，中国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连续实

现“双缩减”；当九曲黄河万里沙岁岁安澜，2500多年的

黄河治理实现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转变……换了人

间的神州大地不断铸就“绿色奇迹”，让世界刮目相看。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书写着代代奋进者的步伐。

这些伟大奇迹，是经过几代中国人努力干出来

的。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

亿万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下，坚决向污染宣战，开启了一场关乎亿万人民福

祉、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绿色变革。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

力！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小康全面不

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在疫情防控形势复杂和经

济社会发展面临困难挑战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浙

陕晋三省考察和全国两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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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北京一
些热心环保的朋友将
笔者拉入一个微信
群，大家每天在群里
分享各自小区的垃圾
分类情况。随着《北
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实施满月，越来
越多市民养成垃圾分
类习惯。

绿水青山是大家
共有的绿色家园，蓝
天白云是人人共享的
民生福祉。这是人们
凝聚起的共识。我们
看到，蓝天白云频频
现身，前几年雾霾压
城的景象逐渐远去；
我们看到，每天路过
的那条小河水清了、
鱼多了，昔日臭气熏
天的景象消失了；我
们看到，家门口绿地
公园越来越多了，脏
乱差少了……

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离
不开更高质量的发
展、更高质量的生态
环境，这需要每个人的努力。人改造
了自然，自然也在改造人。现在，越来
越多人去超市水果店时自备购物袋，
购买新能源汽车，不再随手扔垃圾，
见到非法排污行为主动举报……

今年中国六五环境日，将“美丽
中国，我是行动者”作为主题。只要
人人参与，积极行动起来，我们就一
定能够早日建成一个天蓝、山绿、
水清的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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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图①：4月4日，水鸟在甘肃张掖黑河

湿地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翩翩起舞。
郑耀德摄 （人民视觉）

图②：5月31日，小朋友在山东滨州市
黄河十二路上的一处口袋公园惬意玩耍。

傅新春摄 （人民视觉）
图③：5 月 18 日，游客在浙江安吉县

大竹海景区万顷竹海中游玩，感受绿色世
界的清新空气。

夏鹏飞摄 （人民视觉）
图④：河北塞罕坝景色。 新华社发
图⑤：5月2日，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

景区内，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直播平台向观
众展示骆驼。 新华社记者 杨植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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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从首都北京向北 400 多公里，一弯深深的
绿色镶嵌于此。

她叫塞罕坝。这个面积达 112 万亩的森
林，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每年吸引50余万
人次游客前来游览。

然而在 50 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高寒荒
原。林场第一批建设者赵振宇至今仍记得当时
的情景：“到处是沙地和光山秃岭，风卷着沙粒
雪粒，遮天盖日，打到脸上像刀割一样疼。”

斗风沙、睡草苫、啃窝头、喝雪水，建设者们
硬是在这片不毛之地，种下一株株希望的树苗。

梦想，在力量的汇聚中照进现实，绽放光彩。
三代人，58年。如今，塞罕坝林场相当于

为每 3 个中国人种下一棵树，每年为京津地区
输送净水1.37亿立方米、释放氧气55万吨。

绿色，是生命的底色。中国人深刻明白这
一点。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绿化祖国”运动，
到改革开放后的“园林城市”创建，再到现在美丽
中国建设，俯瞰中国大地，绿色越来越多：

1956年以来，各类陆域自然保护地面积达
170多万平方公里。

1978年以来，“三北”工程完成造林3014.3
万公顷，在北疆筑起一道比万里长城还长的

“绿色长城”。
1999 年以来，累计实施退耕还林还草 5.08

亿亩。
本世纪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积中，约1/4

来自中国，贡献比例居首。
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建设美丽中国行动

升级提速：沙化土地年均缩减1980平方公里；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 14.1 平方米，是 1981 年末的近
十倍；相比 5 年前，去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
面比例上升 8.9个百分点；去年，337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年均优良天数比例达82%……

历史，当初凝练成一次次选择；选择，如
今开启一段段崭新历史。

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贡献国，全球森林资
源增长最多的国家，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
新能源汽车生产和消费国，水电、风电、太阳
能光伏发电装机规模世界第一……中国生态治
理成绩单里的这些第一，不断创造出绿色发展
的中国奇迹。

这些奇迹背后，是一个个让人动容的故
事。在陕西榆林，一代代治沙人立下愚公移山
志，将有上千年历史、面积曾达 4.22 万平方公
里的毛乌素沙漠变成了林海绿洲；在库布其沙
漠，人们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这里成为目前
世界上唯一被整体治理的沙漠；在宁夏中卫沙坡

头，四代人执着奋斗、不断创新，草
方格沙障固沙法远输国外，被誉为

“中国魔方”；在手机应用支付宝
“蚂蚁森林”平台上，5亿用户种下
1.22棵真树……

这些奇迹背后，是绿色发展理
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垃
圾分类、低碳出行、减塑禁塑、“光盘行动”、
绿色消费……如今，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
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渐成风尚。

开启广泛而深刻的绿色变革

初夏一个周末，天目山余脉余岭脚下，浙
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街道上排满了外地来
的旅游大巴。村民护清杰至今清楚地记得，几
十年前，村道也热闹过。不过，路上跑的是装
满矿石的拖拉机。

因为境内多石灰岩，余村人也曾靠山吃
山，但伴随而来的却是青山被毁、溪水泛白。
从本世纪初开始，余村人痛下决心，从“卖石
头”转为“卖风景”。

2005 年 8 月 15 日下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习近平来到余村考察。在村里简陋的会议室
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历史性登场。

中共十八大后，“两山论”被赋予新的时代
内涵，不断丰富完善，最终被写入中共十九大
报告、《中国共产党章程》等，成为中国共产党
的重要执政理念之一。

“两山论”提出和深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不
断艰苦探索、破解发展难题的缩影。

中国只用了半个多世纪，就走过发达国家
两三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当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巨大进步的同时，生态系统也不时敲响警钟。

筑梦前行，首在航向；攻坚克难，重在引领。
中华民族如何永续发展？中华文明能否再

铸辉煌？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
大征程中、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登高望远，作
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

顶层设计与战略部署明方向——
中共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2013年，“紧紧围绕建设美丽
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成为全面深化改
革的重要战役，一场关系到人民福祉、关乎民
族未来的绿色变革就此开启。中共十九大报告
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
年大计。2018 年 5 月，美丽中国建设有了“时
间表”：确保到 2035 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
现；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美丽中国。

改革“四梁八柱”拔地而起——
中共十八大以来，40多项涉及

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相继出
台。2015 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总体方案》公布，打出一整套改革
组合拳：抓住“关键少数”，领导
干部损害生态环境被追责；中央环
保督察组实现对全国 31 省份全覆
盖 ， 掀 起 治 污 问 责 的 “ 环 保 风
暴”……

法律法规长出“牙齿”——
中共十八大以来，生态文

明建设领域制定修改的法律有
十几部之多。被称为“史上最
严”的新环保法从 2015年开始
实施，在打击环境违法犯罪方
面力度空前；《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陆续出台，蓝天、碧水、净土
保卫战全面展开。

改革“抓铁有痕”，成效积
厚成势。今年一季度，全国 120 个城市环境空
气质量达标，同比增加24个；1940个国家地表
水考核断面中，Ⅰ—Ⅲ类断面比例为79.9%，同比
升5.6个百分点。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诺生高
度评价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美妙地阐
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中国过去数十
年间在环境修复上付出了巨大努力。世界应以
中国为榜样，坚持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下定决心改善环境。

在绿色发展之路上越走越坚定

雄伟的长城脚下，美丽的妫水河畔，中国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园区内花红柳绿，生机盎然。

2019 年，在这里举行的绿色盛会吸引了
11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900 多万人次游
览、持续 162 天。以绿为桥，以花为媒，中国
倡导的绿色发展理念传向四面八方。

“这里留下了丰厚的‘绿色遗产’。”北京世园
局总工程师张兰年说，如今展馆成为国际会展活
动举办地，园区转型升级为公众体验的绿色空间，
周边地区现代园艺产业集聚区悄然兴起……

信念凝聚力量，梦想昭示未来。中国正在
推进的这场深层次、全方位的生态文明变革，
不仅改变着中国，也为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提供新思路。

中国的“绿色主张”，越来越受关注——
“火车驶过，一群大象正在水坑边纳凉，附

近还有一些长颈鹿伸着脖子吃树梢的叶子。”这
是外国记者描述的中企承建的“一带一路”项
目——肯尼亚蒙内铁路沿线的和谐景象。铁路
桥梁式动物通道净高均设计为6.5米以上，确保
成年长颈鹿也可以“不低头穿过铁路桥”。

这些年来，中国同各方共建“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
建设，将“一带一路”打造为绿色发展之路。

中国的“绿色行动”，越来越有力——
生态环境部今年 6 月初晒出的成绩单显

示：经初步核算，2019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
氧化碳排放同比降低 4.1%，完成年度预期目

标。而在 2018 年，这一数据比 2005 年下降约
46%，提前完成对外承诺的到 2020 年碳强度下
降40%至45%的目标。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底色越来越“绿”。在
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方面，中国彰显
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中国的“绿色名片”，越来越亮眼——
“三北”防护林工程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

立为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河北塞罕坝
林场建设者、内蒙古库布其沙漠治理者、浙江
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支付宝“蚂
蚁森林”项目先后被授予联合国最高环境荣誉

“地球卫士奖”；中国菌草技术传播到 100 多个
国家和地区；中东多国专家来中国学习在沙漠
中筑起绿洲的固沙法……中国已成为全球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世界经
济衰退影响，中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挑
战。海外有人疑虑，中国的污染防治攻坚战会
不会慢下脚步。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
江、陕西、山西考察时，都提到这个鲜明主
题，彰显了中国始终如一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信心和决心。

随着“十三五”规划进入收官之年，新的
五年计划编制工作已经开启。“有河要有水，有水
要有鱼，有鱼要有草，下河能游泳”。为实现这个
目标，今年4月启动的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

“十四五”规划首次尝试“开门编规划”。
《长江保护法》等法律、标准修编提速；生

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编制全面铺开；黄河全流域
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开始试点，绿色经济政策越
来越接地气……

今日之中国，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战略定力十足。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中国正咬定
青山不放松，在绿色发展之路上越走越坚定，
越走越宽广，向着建成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的美丽中国不断奋进。已经创造绿色发展奇
迹的中国人民，必将创造更多新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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