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刊主编 李将辉
收稿邮箱：shengtaizhoukan@shengtaizhoukan@163163..comcom
编辑电话：(010)88146851
本版责编 / 王硕 校对/宋炜 排版/孔祥佳

5
2022 年 9月 22日 星期四

第635期

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非凡十年非凡十年··生态环境篇生态环境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战略高度，深入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有力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建设。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密集
召开“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会，邀请相关部委负责同志聚焦领域十
年变化介绍情况。

与很多发布会不同，发布人在现场
拿出了一张张精彩的照片。从这些图
中，我们看到如今的“美丽中国”——

生态环境部：
清水绿岸 鱼翔浅底

在繁星闪烁的夜空中，北京故宫午
门上方现出一道道明亮且清晰的星星迹
线，深邃而美丽；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
湖泊白洋淀，淀水浩渺，势连天际……

9月 15日，全国政协常委，生态
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中国这十年”系
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晒出的几张照片最
近火了，人们在欣赏美景的背后，也感
慨这十年来生态环境翻天覆地的变化。

星轨照片就是北京这些年空气质量
改善的一个真实写照。“要拍出这样的
照片，一定要空气质量非常好、透明度
非常高。”黄润秋说。

十年来，74个重点城市PM2.5平
均浓度下降 56%，重污染天数减少
87%；2021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重污染天数减少51%。

而被誉为“华北之肾”的华北平原
最大的淡水湖泊——白洋淀，143个淀
泊星罗棋布，3700条沟壕纵横交错，
遗憾的是水质曾经长期为劣Ⅴ类。

近年来，河北省统筹实施了淀区内
源污染治理及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生
态补水等九大类66项治理工程。2021
年，白洋淀淀区及入淀河流水质全部达
到Ⅲ类标准。

如今，白洋淀里多年没有见到的鳑
鲏鱼等一些土著鱼类逐渐得到恢复，野
生鸟类增加到237种，鱼虾成群、水鸟
翔集的生态美景再次显现。

当天的发布会上，黄润秋还晒了一
张环保部门查处化工废水暗排长江的图
片：“这是红外探测仪下一些企业私设
暗管的恶意偷排行为无处遁形。”

如今，在执法过程中，环保部门充
分运用现代遥感、大数据等信息科技手
段，建立“空天地”一体化问题发现机
制，推广使用走航车、无人机等执法装
备，精准识别问题线索，大大提高了对
恶意违法行为的发现能力。

几张图片的背后，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美丽
中国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缩影。

黄润秋总结了几个世界之最：
我国是第一个治理PM2.5的发展

中国家，也被誉为全球治理大气污染速
度最快的国家；

这十年，我们全国单位GDP二氧

化碳排放下降了34%，煤炭在一次能
源消费中的占比也从 68.5%下降到了
56%。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新能
源汽车产销量都稳居世界第一；

十年来，我们以年均3%的能源消
费增速支撑了年均 6.5%的经济增长，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了26.2%，是全球降
低最快的国家之一，相当于少用了14
亿吨的标准煤，少排放了29.4亿吨的
二氧化碳……

水利部：
江河安澜 用水无忧

作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
之一，十年前，我国很多地方是“火焰
山”，十年后，荒山披绿，成为人人富
足的“花果山”。

在9月 1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水
利部部长李国英讲起十年来我国水利事
业的发展和变化。

首先是水旱灾害防御能力实现整体
性跃升。数据为证：近十年我国洪涝灾
害年均损失占GDP的比例由上一个十
年的0.57%降至0.31%。

今年，面对长江流域1961年以来
最严重干旱，通过实施“长江流域水库
群抗旱保供水联合调度专项行动”，保
障了1385万群众饮水安全和2856万亩
秋粮作物灌溉用水需求。

十年来，我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也
实现历史性解决。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到84%；在占全国耕地面积54%的灌溉
面积上，生产了全国75%的粮食和90%
以上的经济作物，为“把中国人的饭碗牢
牢端在自己手中”奠定了坚实基础。

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均衡配
置，十年来，我国还实施了一批重大引调
水工程和重点水源工程，水资源配置格
局实现全局性优化，水利工程供水能力
从 2012 年的 7000 亿立方米提高到
2021年的8900亿立方米。以南水北调
工程为例，目前，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
供水量达到565亿立方米，惠及1.5亿
人。

同时，江河湖泊面貌实现根本性改
善。

以华北地区为例，由于历史原因，
华北地区地下水严重超采，并造成了大
面积地面沉降。近年来，通过“节、
控、换、补、管”等措施，华北地区地
下水水位总体回升。白洋淀水生态得到
恢复，永定河等一大批断流多年河流恢
复全线通水，京杭大运河实现百年来首
次全线贯通。

水土流失治理也取得显著成效。据
统计，十年来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8
万平方公里，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

“双下降”。甘肃定西土豆、江西赣南脐
橙、陕北苹果等特色产业在水土流失治
理过程中培育发展。全国累计1000多
万名贫困群众通过水土流失治理受益，
年增收约50亿元。

“这十年是我国水土流失治理力度最
大、速度最快、效益最好的十年。”李国
英说，“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生命，越来
越多的流域重现生机，越来越多的河湖成
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

自然资源部：
严守红线 “多规合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自然资源事业
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有力促进了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在19日的新闻
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庄少勤说。

首当其冲的就是对耕地的保护。作为
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守住18亿亩耕地红
线是维护我国粮食安全的基本前提。

据自然资源部总工程师刘国洪介绍，
通过严密耕地保护法律制度体系、严格划
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严肃耕
地保护督察执法等，我国实现了国务院确
定的2020年耕地保有量18.65亿亩的目
标。“特别是近两年来，耕地减少的势头
得到初步的遏制，2021年全国耕地总量
实现净增加。”

同时，节约集约用地制度更加完善。
2012-2021年，全国单位GDP建设用地
使用面积下降了40.85%。

另一项主要职能体现在推进自然资源
资产产权制度改革上。十年来，我国建立
了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积极探索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
制，建立覆盖土地、矿产等主要门类的自
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目前，在高质
量完成第三次国土调查基础上，编制完成
了我国第一部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

“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总体形成。
特别是在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方面，庄

少勤说，自然资源部坚持源头治理，在全国

国土空间规划纲要中统筹划定了生态保护
红线，把生态功能极重要、敏感地区全部纳
入生态保护红线。通过红线的划定，建立了
国家“三区四带”生态安全屏障格局。

此外，在矿产开发利用方面，自然资源
部地质勘查管理司司长于海峰指出，十年
来，我国形成了一批重要矿产资源战略接
续区，在开采消耗持续加大的情况下，主要
矿产保有资源量普遍增长。

其中，石油、天然气新发现23个亿吨
级大油田和28个千亿方级大气田，非油气
矿产新形成32处资源基地。80余座老矿
山新增资源量达到了大中型规模，近800
座生产矿山不同程度地延长了服务年限。

国家林草局：
绿染国土 绿富同兴

“去年，15头亚洲象历时124天，行
程1400多公里，都已安全返回他们原来的
栖息地西双版纳保护区，目前正过着悠然
自得的生活。我请前方的监测人员给我发
来了它们生活的照片。”在19日的新闻发
布会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春良
拿着大象一家的照片向大家展示：“图中这
两个象宝宝就是在北移途中生下的。当时
生下来的时候是100公斤，现在据前方监
测的同志说，重量已经达到了300公斤。”

亚洲象“北移南归”的故事是中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成绩的一个缩影。

据李春良介绍，十年来，我国初步构
建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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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设立了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
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首批5个国家
公园。在北京设立了国家植物园，在广州
设立了华南国家植物园。74%的重点保护
野生动植物物种、65%的高等植物群落得
到了有效保护。

一组数据清晰地展现出国土变“绿”
的成绩：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4.02% ， 草 原 综 合 植 被 盖 度 达 到
50.32%。近十年中国为全球贡献了 1/4
的新增森林面积。累计完成防沙治沙任务
2.78亿亩，荒漠化土地、沙化土地、石漠
化土地面积分别减少7500万亩、6488万
亩和7895万亩，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
达到53%。陕西的绿色版图向北延伸了
400公里；而启动时间最早、历时最长的

“三北工程”，在过去十年集中建设了15
个百万亩防护林基地。

同时，十年来，我国林草资源管理新
格局基本形成。通过全面推行林长制，设
立了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近120万名，全
国有421名省级领导干部担任林长。实现
了林草资源“一个体系”监测、“一套
数”评价、“一张图”管理。

不仅“生态变美”，十年间，我国不
断挖掘和发挥林草资源“四库”作用，许
多地方实现了“绿富同兴”。

2021年，全国林业产业总产值超过8
万亿元。仅油茶面积就达到6800万亩，
带动近200万人口增收致富。在新疆阿克
苏，特色林果面积稳定在450万亩，农民
人均纯收入中林果业收入占比达到1/3。

“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过去十
年，我国的生态面貌和生态状况不断向
好，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局
面。”李春良说，“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中国成
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推动者
和引领者。”

照片中的美丽中国照片中的美丽中国
本报记者 高志民 王菡娟 王 硕

2022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论坚持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文稿 79篇，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
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核心内容是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集中体现
为“十个坚持”：即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坚持
生态兴则文明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绿色
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坚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
理、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把建设
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之路。通过通读《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结合自己多
年工作实践，谈一些粗浅的学习体会。

全面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在《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一书开卷篇《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一文
中，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时间紧、任务
重、难度大，是一场大仗、硬仗、苦仗，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人与自然是生
命共同体》《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等文稿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然是生命之母，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
基本条件。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
的一部分。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该书在《为子孙后代
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让居民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等文中，始终贯穿了一个重要思想，
这就是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
美生态环境需要。

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在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
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等文中，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
键在思路。

一体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修复。在《保持山水生态
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等文稿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优化生
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优化
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 《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决打好打胜污染防治攻坚
战》等文稿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的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为重点，坚持精准治污、
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生态环境质量
改善。强调要加大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工作力度、投资力度、
政策力度，打几场标志性的重大战役。

用最严格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在《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
治保护生态环境》等文稿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
境，不仅要有立竿见影的措施，更要有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只
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明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可靠保障。

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在《从巴黎到杭州，应对
气候变化在行动》等文稿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负责
任的发展中大国，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为应对气候
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
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通过深入学习《论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这部重要著作，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在学深悟透、知行合一上下功夫，切实以生态环境高水
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坚持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决扛起生态文明
建设的政治责任，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
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不懈、奋发有为、久久为功。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
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全方位、革命性变革，加强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严控“两高一资”项目审批，大力推进生态产业化和
产业生态化，打造绿色发展高地，大力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努力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
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宽广度，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生物多
样性保护，着力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建设天更蓝、山
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的美丽中国，让绿色成为最鲜明、
最厚重、最牢靠的底色。

严控生态环境领域风险。不断提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战略
思维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树立底线意识，强化系统思维。紧
盯生态环境高风险领域，强化环境风险预警防控与应急，及时
妥善应对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持续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
生态环保工作，完善环境风险常态化管理体系，有效防范生态
环境风险，确保生态环境安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作者系民进湖南省委会主委、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学习《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心得

全国政协常委 潘碧灵

委员读习近平同志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展示的在北京故宫拍摄的星轨 生态环境部供图

国家林草局副局长李春良展示的象群北移途中生下的象宝宝现状
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