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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不断完善

建设美丽中国，离不开顶层设计。
2024 年 1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

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 正式发布，明
确将“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就美丽中国建设
的目标路径、重点任务和重大政策提出具体
举措。

7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共
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将“聚焦建设美丽中国”作
为“七个聚焦”之一，将“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作为 14 个专门领域的系统改革部署之
一，对新时代新征程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作出战略部署，提出“完善生态文明基
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
色低碳发展机制”，充分展现了生态文明建设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

8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 印发，进一
步明确了全面绿色转型时间表、路线图和施
工图。这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的顶层设计文件正式出炉，也是国家层
面首次对全面绿色转型进行系统部署，涵盖
了区域发展、产业结构、能源、交通运输、
城乡建设等不同领域。

从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
国至今，在不断完善的顶层设计引领下，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实现新
突破。

首份生态修复公报发布

2024 年，自然资源部发布了 《国家生态
保护修复公报 2024》（以下简称 《公报》），
这是中国首次以公报形式全面反映生态保护
修复工作。

《公报》 共 4.7 万余字，主要包括国家生
态保护修复实践、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制度、
国土空间自然生态评价、国土空间生态保护
修复行动、绿色地球中国贡献五部分内容，
回顾了新中国成立 75 年以来生态治理发展历
程，发布了陆海一体的自然生态基本国情，
展现了生态保护修复在美丽中国建设中的重
要作用和显著成效，彰显了中国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

《公报》 指出，通过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中国国土空间生态
保护修复逐步由单一要素向系统治理、由工
程措施为主向自然恢复为主、由末端治理向
全链条管理、由依靠财政向多元化投入的

“四个转变”，从山顶到海洋、从高原到平原、
从国家到地方的生态保护修复“蓝图”基本
形成。

《公报》 介绍了中国“真金白银”实施生
态修复重大行动的情况，52 个“中国山水工
程”完成修复治理面积超过 6.7 万平方千米；
支持“蓝色海湾”整治行动等重大项目 175
个，全国整治修复海岸线约 1680 千米、滨海
湿地约 500平方千米。

根据 《公报》，到 2035 年，全国生态保
护红线面积保持在 315 万平方千米以上，自
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
于 18%，国家公园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
格局更加稳定，全国典型生态系统、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得到全面保护。

监测网络全覆盖

生态质量监测有助于摸清生态“家底”，
动态掌握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对建设美丽中
国起到基础性的支撑作用。

2024 年，生态环境部会同中国科学院组
织开展了第二批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遴选工
作，将 116 个综合站纳入全国生态质量监测
网络。至此，共有 171 个综合站纳入全国生
态质量监测网络，实现了 31 个省份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全覆盖，我国生态质量监测网络
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综合监测站在全国生态质量监督监测与
评价工作中发挥“控制性”作用，主要任务
是“样地监测、积累数据；天地一体、地面
验证；发现问题、服务监管；专题研究、培
养人才”。

第二批综合监测站中，生态环境部门牵
头的有 60 个，中国科学院牵头的有 32 个，其
他单位牵头的有 24 个，涵盖森林、草地、湿
地、荒漠、城市、农田、海洋等七大生态系
统类型，其中 87 个位于生态保护重点监管区
域及重要生态空间。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继续组织综合监
测站申报与遴选工作，积极发挥综合监测站
的作用，推动生态质量监测网络高效运行，
为全面加强生态保护监管、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有力支撑。

“南水”十载解北“渴”

2024 年 12 月 12 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
工程全面通水 10周年。

南水北调东线以江苏扬州为起点，牵引
长江水翻越十几层楼高度，润泽苏鲁皖；中
线从陶岔渠首北上，依太行、穿黄河，为豫
冀京津送来优质水。两条调水线，联通长江、
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

10 年来，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累计调水
超 765 亿立方米，40 多座大中城市受益，1.85
亿人喝上“南水”。其中，北京年人均水资源
量由 100 立方米提高到 150 立方米左右，天津
1300 多万人受益，河南郑州中心城区供水
90% 为“南水”，河北黑龙港流域 500 多万人
告别长期饮用高氟水、苦咸水的历史，喝上
放心水、优质水。

10 年来，一泓清水持续北上。南水北调
中线水质稳定达Ⅱ类及以上，东线水质稳定
达Ⅲ类。调来的“南水”，为河湖补充清澈水
源，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华北地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地下水水位逐年下降趋势得到根
本扭转，初步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华北地
区曾经干涸的洼、淀、河、渠、湿地重现
生机。

织就世界最长“绿围脖”

3046 公里，这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一周的长度。

截至 2023 年底，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形
成了长度约 2761 公里的阻沙防护带，在沙漠
南缘和东南缘绿洲之间，还有 285 公里的

“缺口”，这是阻击战最难啃的“硬骨头”。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沙漠、世界

第二大流动沙漠，也是生态治理的难题——
流动沙丘面积约 25.84 万平方公里，风速可达
8 级以上，年均降水量约 50 毫米，蒸发量却
超过 2500 毫米……在这种条件下，要想把塔
克拉玛干沙漠围起来，并非一件易事。

困难摆在眼前，但一代代治沙人锲而不
舍，接续努力，不断书写新的生态奇迹。

2024 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
于田县万花园防沙治沙区，随着最后宽 50
米、长 100 米空白区被栽上树苗，环绕塔克
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 3046 公里的绿色阻沙防
护带“合龙”，织就了世界上最长的一条“绿

围脖”。
不只是塔克拉玛干沙漠。
2024 年是中国签署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公约》 30 周年。在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 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首次在境
外对荒漠化防治和“三北”工程攻坚战进行
展示宣介。

截至目前，中国 53% 的可治理沙化土地
得到有效治理，沙化土地面积净减少 6500 万
亩，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
漠化和沙化土地“双缩减”；2024 年，“三
北”工程区推进实施重点项目 287 个，完成
各项建设任务 5700 万亩……

碳市场成交额创新高

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温室气体排
放 、 实 现 碳 达 峰 碳 中 和 目 标 的 重 要 举 措 。
2024 年，中国碳市场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和
成效。

2024 年 1 月，中国启动全国温室气体自
愿减排交易市场，与 2021 年 7 月启动的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一道，共同构成了全国碳
市场体系。作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中国碳
市场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成，基础设施支撑
体系基本建成，碳市场数据质量和管理能力
大幅度提升，全国碳市场实现了稳起步、稳
运行，市场活力稳步提升。

2024 年 1 月，国务院颁布 《碳排放权交
易管理暂行条例》，自 5 月 1 日起施行，这是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首部专项法规。生
态环境部印发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试
行）》，发布了登记、交易、结算三项规则，
组织制修订了碳排放核算报告和核查指南、
配额分配方案等规范性文件，与 《条例》 共
同形成涵盖“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技术规范”的多层级制度体系。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数据显示，2024
年，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年成交量 1.89 亿
吨，年成交额 181.14 亿元，创全国碳市场
2021 年上线交易以来年成交金额新高。其
中，挂牌协议交易成交量 3702.74 万吨，成交
额 36.31 亿元；大宗协议交易成交量 1.52 亿
吨，成交额 144.82亿元。

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生态环境部将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进
一步扩大碳市场行业覆盖范围，发布更多方
法学，纳入更多参与主体，严格监管碳市场
数据质量，着力构建更加有效、更有活力、
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碳市场。

新能源车首破千万辆

2024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量首次突
破 1000 万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 9
年位居全球第一。

汽车业是制造业实力的重要体现。从
2009 年的十城千辆蹒跚起步，到 2018 年的年
产销过百万辆，中国用了近 10 年时间，再到
2022 年的年产销超过 500 万辆，用了约 4 年时

间，进一步到今年的产销突破千万辆，用了
约 2年时间。

业内人士分析，首个年度 1000 万辆的达
成，是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走出的坚实的
一步，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迎来高质
量发展新阶段。

当前，发展新能源汽车、开发绿色能源
正日益成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
展的共同选择。

今天的中国，一边是风头正劲的新能源
汽车，一边是发展如火如荼的可再生能源。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底，
中国风电装机约 5.1 亿千瓦、光伏装机约 8.4
亿千瓦。

中国新能源发展速度快，年均保持两位
数的增长率。2013 年以来，风电装机增长 6
倍，年均增长约 20%；光伏装机增长 180 多
倍，年均增长约 60%。年度新增装机全球占
比均在 40% 以上，为全球绿色发展持续提供
动力。

近年来，在装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
中国新能源保持高比例消纳的良好态势。风
电、光伏发电利用率平均保持在 95% 以上，
处于世界一流水平，发电量不断增加，占比
稳步提高。

循环产业央企“上新”

2024 年 10 月 18 日，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
限公司在天津成立。这家新组建的央企将专
门从事资源循环利用，承担打造全国性、功
能性资源回收再利用平台的重要任务。

据了解，中国资环集团将同步设立多家
专业化子公司，业务涵盖线下资源回收网络
建设和废钢回收、电子产品等耐用消费品回
收和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和电动自行车废
旧电池业务、退役风电和光伏设备回收、废
有色金属回收以及废塑料回收加工等，充分
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带动扶持行业内其他企
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健康运营，引领行业规范
有序发展。

近年来，中国循环产业发展迅速，规模
不断扩大。《“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提
到，到 2025 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产值预
计将达到 5 万亿元人民币，主要资源产出率
将比 2020 年提高约 20%，单位 GDP 能源消耗
和用水量将分别降低 13.5% 和 16%，农作物秸
秆综合利用率将保持在 86% 以上，大宗固废
综合利用率和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到 60%。

中国循环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有助于保
障资源安全，也是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
重要手段。随着政策的支持和市场需求的增
长，循环经济在未来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中国人再获“地球卫士奖”

2024 年，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
家、三北工程研究院院长卢琦，荣获联合国
环保领域的最高奖项——“地球卫士奖”。卢
琦获得的是“地球卫士奖”中的“科学与创
新奖”，这也是中国人首次在该类别获奖。

2024 年，卢琦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在
长达 30 余年的职业生涯中，他投身中国荒漠
化防治事业，助力中国扭转土地退化趋势、
减少沙化土地面积，在实施世界上最大的造
林项目、建立荒漠生态研究网络和伙伴关系，
以及促进多边合作以遏制荒漠化、土地退化
和干旱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截至目前，卢琦牵头科研项目 50 余个、
发表论文 180 多篇、撰写专著 20 本，协助中
国落实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并向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和其他一些处
于全球荒漠化行动前沿的国际组织贡献专业
知识，提供了通过多边合作减缓荒漠化、土
地退化和干旱的最佳实践。

“地球卫士奖”旨在表彰通过行动对环境
产生变革性影响的个人和组织，自 2005 年以
来，已产生 122 名获奖者。2017 年，中国塞
罕坝林场建设者曾获“地球卫士奖”“激励与
行动奖”。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应对气候变化，是摆在每个国家面前的
必答题。

2024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 （简称 COP29） 在阿
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大会达成了“巴库气
候团结契约”的一揽子平衡成果，特别是达
成 了 2025 年 后 气 候 资 金 目 标 及 气 候 融 资
安排。

中国高度重视本次会议，大会期间，中
国代表团全面深入参与各项议题磋商，耐心
细致做好各方工作，推动聚同化异，为大会
成果的达成发挥了建设性引领作用，作出了
重要贡献。

同时，中方代表团还设立“中国角”，举
办了 50 场边会和 10 场专题展，共有 5.5 万人
参加，向国际社会介绍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
方案和中国经验。

为了节约环保，此次“中国角”使用了
可回收瓦楞纸拼装桌椅、垃圾桶，和稻壳制
作的水杯，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理念。
这些桌椅和水杯成为“网红”，吸引众多与会
者前来“打卡”。

中国政府的努力和付出受到主席国及国
际社会的高度评价。COP29 首席执行官称：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主要驱动力”。
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加强南南合作，为其他发展中国
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我们
也呼吁发达国家发挥领导力，切实履行向发
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的、额外的资金支持的义
务，提高出资透明度，助力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行动。

美丽中国画卷徐徐铺展
本报记者  刘发为

2024年，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一年。这一年，中国
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绿色转型在各行各业不断深入推进。
本报记者梳理其中的脉络，与大家一同回顾2024年徐徐铺展的美丽
中国画卷。

◀ 游船在河北沧州市区境内的京杭大运河
上行驶。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于田县，
当地干部群众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建起数道防
沙屏障。 王志清摄 （人民图片）  

◀ 在湖北省恩施大峡谷景区“光储充”一
体化停车场内，新能源车正在充电。

张远明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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