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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版 悦读·连载

我所理解的“三牛”精神
孔维克

《雷锋日记》中的工人岁月
林 硕

笔墨当随时代
曾正国 崔勇波

■编者按：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实现新进步。生态环境持
续改善，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寄托着老百姓日子越

过越好的期许。本期专访全国政协“寂静的春天”读书群群主，全国

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谷树

忠，讲述绿色发展的体悟实践。

谷树忠

为建设美丽中国履职尽责
谷树忠 口述 本报记者 谢颖 采访整理

戴淑娟：历史的书写
易 英

第8版 华夏·翰墨

一

我出生在河北农村，在那里生活了17
年，经历过旱灾和洪灾，从小就懵懵懂懂
感觉到“老天爷”的威力无边、“靠天吃
饭”的不靠谱，那时候“吃饱饭”是最基
本的愿望。高考时我报考了北京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前身），就想知道如何才能
让每一个人都能“吃饱饭”。当时我学的
是农业经济专业，正赶上农村改革如火如
荼的年代。后来，在同一所大学，我又先
后攻读了农业与资源经济专业的硕士和博
士学位。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农田灌溉水
价，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农业自然资源
可持续利用，想从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
的角度探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路径
和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资源环
境研究生涯始于对水土资源的研究，初
心就是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希望黎
民百姓都能过上好生活。

作为一名学者，我过去 37 年的学术
研究始终不离资源环境，特别是 10 余年
来重点围绕资源环境政策开展研究，党
的十八大以来更是聚焦于生态文明制度
研究，参加了包括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
体方案、若干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方
案的研究、设计、评估等工作。这几十
年，也恰恰是我国全面改革开放的几十
年，我目睹、见证了包括资源环境在内的
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

这些年，我国对资源环境问题的认识
不断提高、深化。从 20 世纪 80 年代重视
资源开发、“有水快流”，到 90 年代开始
重视资源持续利用、控制环境污染，再到
21 世纪头 10 年重视资源保障、环境治
理，以及开始对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系
统关注和重点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随
着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的实施，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前
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不断深化，先后出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总体方案》和多达60余个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专项方案，极大加快了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的建立健全进程。尤其在自然资源资
产统一确权登记、建立健全自然资源有偿
使用制度、国土空间统一规划与统一用途
管控、环境治理体系与制度创新、生态保
护修复机制、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
核、环境保护督察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
展和成效，提高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与
水平。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这些年最大的
感受就是，随着环境治理力度的不断加
大，包括北京在内的几乎所有地区的空气
质量都逐年在改善，“蓝天”不再稀罕，
老百姓也不总是在朋友圈“晒蓝天”了。
另外还有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各地普遍可以
看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牌子，
或在路边，或在田间，或在河岸，或在林
间，充分反映出人们意识到了良好的生态
环境就是最宝贵的财富、最吸引人的招
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反映出
人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普遍提高。当然
还需要长期坚持下去，造就更多、更好的
绿水青山，早日建成美丽中国。

二

成为政协委员后，我集中在资源环
境领域建言资政，同时，政协委员履职
经历也有力促进了我的研究。政协是个
大 学 校 ， 在 这 里 可 以 向 方 方 面 面 的 领
导、委员学习。特别是在成为全国政协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后，我有了更
多学习请教的机会。这里有长期从事资
源、环境、生态行政管理的领导干部，
有长期从事资源环境生态科研教学工作
的专家学者，有长期从事资源环境生态
治理实务的企业家，他们都是我学习请
教的老师、学长，使我收获良多。例如
从生态环境专家那里学到了生态环境系
统观，从林业专家那里学到了森林经营
管理知识，从气象专家那里学到了专业
气象知识，不胜枚举。

提交提案，是政协委员最重要的履职

形式。3 年多来，我共提交了 18 件提案，
基本上都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
我深深体会到，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就
没有好提案。2018年，我的《关于建立健
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审计制度的提案》，
就是在调查研究、特别是作为审计署资
源环境审计咨询专家工作体会的基础上
形 成 的 。 建 议 参 照 经 济 责 任 审 计 的 做
法，建立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
保 育 责 任 为 主 体 内 容 的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目标） 责任制度，形成经济建设责任审
计与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审计并行、相互支
撑的审计体系。由于所提出的问题较有针
对性，所提出的建议较有可行性，因而被
评为年度“好提案”。

今年我提出了 《关于向制度要节水、
尽快出台节水条例的提案》。制度是节水
的重要保障，与全面落实“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
路相比，在法制、体制、机制和规制上，
都还有较大差距，亟须加快节水制度创
新，尤其要尽快出台适应新形势、新目标
和新要求的 《节水条例》。这是我在两次
赴水利部调研座谈、赴新疆和甘肃等地调
研的基础上形成的。特别是在水利部，重
点就节约用水条例的起草工作进行了深入
调研座谈，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及症结所
在。因此我在提案中有针对性地提出由国
务院综合部门或全国人大环资委牵头条例
的起草工作，以加快条例制定进程。

三

今年两会期间，“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是委员们关注的
重点。其中专门设有 1 篇“推动绿色发
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十四
五”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进行了系统
部署。通过对该篇 3 章内容的分析并与

“十三五”规划纲要比较，不难发现，“十
四五”时期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
成效，从 3 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来——

“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改善
环境质量”“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从
注重过程转向注重结果。这种转变是难能
可贵的，表明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进

入新的阶段，更加注重回应人民对优良生态
环境的期盼。

我印象最深的几点是：明确提出要“完
善生态安全屏障”，使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
基本格局更加明晰；对自然保护地体系的表
述作了修正，由过去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修正为“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
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使得对国家
公园能否担当起我国自然保护主体责任的疑
问，有了新的较为明确的说法，即继续突出
国家公园的主体或引领作用，但同时也更加
注重自然保护区的基础作用和自然公园的补
充作用；提出了 3类重要生态空间，即重点
生态功能区、重要水系源头区和自然保护
地，进一步明确了按重要生态空间更加精准
地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有助于调
动各地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提出制定实施生
态保护补偿条例，这无疑是重大利好消息，
将有助于生态保护补偿的常态化、规范化、
制度化；用相当大篇幅阐述如期实现碳达峰
目标，并对碳减排作了系统部署，对控制其
他温室气体排放也进行了部署，将把应对气
候变化的目标责任落到实处；提出开展“土
地复合利用、立体开发”，这较之单纯强调
耕地和农业用途是一个进步，将有助于实现
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建则建
的目标。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各行各业
都充满期盼，充满干劲。我的希望是，在各
级党政机关持续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的同
时，包括企业、家庭在内的全社会都更加广
泛、深入地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整个系统工
程中来；希望在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环境
治理力度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与
经济建设的融合发展，努力实现“双目标”
的“双实现”；希望在持续加大生态环境治
理力度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的投
入产出效率，努力以较少的经济、社会、政
治代价取得较大的生态环境回报。总之，我
希望我们的国家在“十四五”期间变得更加
美丽！

四

读书活动也是今年两会政协委员热议的
话题。我是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第一批读
书群的群主之一。作为“寂静的春天”读书
群的群主，有三点体会：一是要分阶段扎实
推进读书活动。《寂静的春天》 读书活动共
分为 5 个阶段，即“走近本书”“走入本
书”“走出本书”“走近他书”和“畅想道
别”（也叫“线下活动”）。按阶段有序推
进，每个阶段结束时都作一简要小结，并布
置下一阶段活动。现在看来，制订读书计划
很关键，它有助于大家对整个读书活动系统
了解，从而在自己最感兴趣或最擅长的环节
出手、露面，表现出不同凡响的能力与水
平。二是认真对原著进行精读导读。作为群
主，首先要对原著通读、精读，真正“读进
去”，又“读出来”。必要时，还要在群里进
行导读。《寂静的春天》 共 17章，群里先后
发出了约 8000 字的导读。导读很关键，它
起着引领大家读原著、围绕原著深入交流的
作用，有效地避免了望文生义、人云亦云、
不着边际、泛泛而谈的现象。三是及时整理
汇编委员的发言。随时随地发现群里委员发
言的闪光点，迅速呼应、互动，并本着原汁
原味的原则，及时对委员的实质性发言整理
汇编，发到群里。“寂静的春天”读书群共
整理出了近 5万字的委员发言集锦，其中不
乏深入的思考、独到的见解。这有助于增进
大家的成就感、获得感和归属感，激励大家
思考更为深入，见解更为独到。

读书是建设书香政协的主要形式，需要
长期坚持下去。会上，委员们都认为读书活
动很有意义，并提出要进一步明确读书的目
标是什么，不能为读而读；要进一步增进读
书的实效，结合委员履职需要有针对性地读
书；还要进一步改进完善读书平台，使读书
更加方便。

我相信通过进一步改进读书活动的组织
方式、操作平台、书目遴选、成果分享等，
委员读书活动将更加深入、高效地开展下
去，进一步增添书香政协的色彩和味道。

谷树忠在青海调研乡村环境改善

谷树忠在黄河上游考察湿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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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兴 则乡村兴
张凯丽

为祖国感到自豪
马浩文

在春天里 共赴未来
朱奕龙

耕耘春天 播种梦想
吴文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