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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奋力实现 开新局““ ””四四五五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这是党中央在“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点上，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作出的决策部署，充分体

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说

明了我们党对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展

示了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

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的坚定意志和战略定力，顺

应了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

切期待，为新时代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

了方向指引和行动指南。

推动绿色发展是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
选择

坚持绿色发展是我国发展

转型升级的需要。新中国成立

以 来 ，我 国 用 几 十 年 的 时 间 走

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

完 的 道 路 ，这 种 时 空“ 压 缩 型 ”

的 现 代 化 ，在 经 济 发 展 取 得 巨

大 成 就 的 同 时 ，也 积 累 了 大 量

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与人口资

源 环 境 之 间 的 矛 盾 日 益 突 出 ，

不 仅 影 响 人 民 群 众 的 生 活 质

量 ，而 且 会 成 为 经 济 社 会 可 持

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制约。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面对生态环境

恶化和发展不可持续问题，我国

相继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循环经

济 、两 型 社 会 、低 碳 经 济 等 理

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

摆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十

八届五中全会更是将绿色发展

作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经

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纳

入国家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大

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将污染

防治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

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将建

设美丽中国作为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十八大以

来，各地逐渐摒弃以牺牲环境为

代价的发展老路，自觉谋划以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

量发展新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

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

化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取 得 显 著 成

效，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

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推动绿色发展是我国经济

社 会 发 展 全 面 绿 色 转 型 的 需

要 。“ 十 四 五 ”时 期 是 我 国 在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实 现 第 一 个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之 后 ，乘 势 而 上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 家 新 征 程 、向 第 二 个 百 年 奋

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

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

义 初 级 阶 段 、仍 然 是 世 界 上 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没

有 变 ，发 展 仍 然 是 我 们 党 执 政

兴 国 的 第 一 要 务 ，我 国 发 展 仍

然 处 于 重 要 战 略 机 遇 期 ，但 面

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

复杂变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全 面 绿 色 转 型 是 一 场 更 大 规

模、更为深刻的变革，这场转型

的领域更广、程度更深、时间更

紧，涉及生产、分配、流通、消费

各 个 环 节 及 产 业 、能 源 、运 输 、

生 活 等 各 个 领 域 。 目 前 ，在 生

产与消费、开发与保护、城市与

乡 村 等 领 域 ，绿 色 转 型 政 策 依

然零散，不足以形成强大合力，

我 国 以 重 化 工 为 主 的 产 业 结

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以公

路货运为主的运输结构没有根

本 改 变 ，资 源 环 境 承 载 能 力 已

经达到或者接近上限的状况没

有 根 本 改 变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与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仍是重大难

题 。 因 此 ，新 时 代 新 阶 段 的 发

展 必 须 贯 彻 新 发 展 理 念 ，必 须

是高质量发展。这就更加需要

推 动 绿 色 发 展 ，需 要 生 产 方 式

绿色转型和生活方式绿色革命

协 同 发 力 ，在 重 点 领 域 重 要 环

节 上 取 得 新 的 重 大 突 破 ，更 好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实践一再证明，绿色发展是

关于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时代

抉择，符合自然规律和经济社会

发展规律，只有坚持绿色发展理

念，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才能切实提高发展质量，实现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是一种全新的现代化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是党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

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

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035 年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

目 标 ，就 是 广 泛 形 成 绿 色 生 产

生 活 方 式 ，碳 排 放 达 峰 后 稳 中

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

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美丽

中 国 ”作 为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远

景 目 标 之 一 ，其 核 心 要 义 就 是

让人民在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

中享受更为丰富的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让自然生态在现代化

社 会 治 理 体 系 下 更 加 宁 静 、和

谐、美丽，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中国。也就是说，我

们不能脱离生态文明建设发展

现代化，也不能只顾发展现代化

而不顾生态文明建设。这就要

求我们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高度来谋划、推动发展方式和

生活方式深刻变革，持续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加快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步伐。

推动绿色发展，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应
把握的重点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应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 金 山 银 山 理 念 ，坚 持 尊 重 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

约优先、保护优先、恢复自然，守

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这就要

求我们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对自然怀有

敬畏之心、报恩之心，在我们向

自 然 界 索 取 时 ，应 主 动 呵 护 自

然，保护生态系统；要求我们进

一步落实好主体功能区战略，明

确生态红线，用法律制度明确限

制开发、禁止开发的区域，让自

然生态休养生息；要求我们从全

局角度统筹做好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治理，全面提升森林、河湖、

湿地、草原、海洋等自然生态系

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把生

态环境优势转化成为经济发展

的优势，让绿水青山就源源不断

地带来金山银山。

推 动 绿 色 发 展 ，促 进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需 要 深 入 实 施

可 持 续 发 展 战 略 ，完 善 生 态 文

明 领 域 统 筹 协 调 机 制 ，构 建 生

态 文 明 体 系 ，促 进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全 面 绿 色 转 型 ，建 设 人 与 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就需

要我们从体制机制上保障人与

自 然 和 谐 共 处 。 目 前 ，推 进 生

态文明领域改革仍存在不少深

层 次 矛 盾 ，而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系统性、整体性特点，也要求我

们 做 好 统 筹 协 调 ，以 便 生 态 文

明各领域能够更好地发挥整体

效能，协同共进。构建生态文明

体系，是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

的全局性、根本性对策体系。生

态文明体系中生态经济体系是

关键，提供物质基础；生态文明

制 度 体 系 是 保 障 ，提 供 制 度 支

持；生态文化体系是基础，提供

思 想 保 证 、精 神 动 力 和 智 力 支

持；目标责任体系是抓手；生态

安全体系是底线和红线。生态

文明五大体系相辅相成、协同发

力，整体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推 动 绿 色 发 展 ，促 进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要 加 快 推 动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持 续 改 善 环 境 质

量 ，提 升 生 态 系 统 质 量 和 稳 定

性 ，全 面 提 高 资 源 利 用 效 率 。

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以更大的力

度 、更 实 的 举 措 推 进 生 态 文 明

建设。要探索绿色低碳发展的

制 度 创 新 、技 术 创 新 和 工 程 创

新 ，形 成 各 具 特 色 的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模 式 ，促 进 绿 色 经 济 与 低

碳 经 济 交 互 融 合 发 展 ，实 现 生

产生活方式显著绿色转型。要

深 入 打 好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实

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

少 。 要 建 立 地 上 地 下 、陆 海 统

筹 的 生 态 环 境 治 理 制 度 ，完 善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制 度 ，实 现 环 境

质量持续改善。要实施生物多

样 性 保 护 重 大 工 程 ，加 强 大 江

大河和重要湖泊湿地生态保护

治 理 ，科 学 推 进 荒 漠 化 、石 漠

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实现生

态 系 统 质 量 和 稳 定 性 全 面 提

升 ，生 态 安 全 屏 障 更 加 牢 固 。

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和 法 律 法 规 ，建 立 生 态 产 品 价

值实现机制，完善市场化、多元

化 生 态 补 偿 ，推 进 资 源 总 量 管

理 、科 学 配 置 、全 面 节 约 、循 环

利 用 ，实 现 能 源 资 源 配 置 更 加

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

“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

护任重道远。面对新目标新任

务 ，我 们 要 进 一 步 推 动 绿 色 发

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

现生态文明建设新进步。可以

预期，“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理念和举措将在通往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的中国现代化之路上发挥关键

引领作用。我们坚信，在新发展

理念指引下，社会各界的磅礴力

量广泛汇聚，坚定意志、攻坚克

难、持之以恒向前进，我们一定

能建成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

气清新的美丽中国。

巴喜荣

推 动 绿 色 发 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完 善 生 态 文 明 领 域 统 筹 协 调 机

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

十 九 届 五 中 全 会 提 出 的 这 一 要

求，阐明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在现代化全局中的突

出地位，意义重大。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社

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是一个民

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人与

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

关系。唯物史观认为，人靠自然界

生活，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

条件，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活

资料来源，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

资料来源，而人类通过实践使自然

界为自身服务。因此，需要人类

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不能

违 背 自 然 规 律 ，破 坏 自 然 生 态 。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自

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

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和本质

特征。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文

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

共生、持续繁荣为基本特征的文

明发展形态，生态文明建设关系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更没有选

择的余地，全方位、多角度、立体

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才能让人

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

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

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的文明发展之路。中国共产党为

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进行积极探

索，将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

设的宏伟目标，通过坚定不移走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

文明发展道路，从而实现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经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必 然 要 求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必须是

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高质量发展，是能够很好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

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

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

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

根本目的的发展。“历史和现实均

表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

发展不讲保护、只讲利用不讲修

复，而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

护中发展，做到发展和保护的辩

证统一。”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牢

固树立和践行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生态

环境保护上算大账、算长远账、算

整体账、算综合账，坚决摒弃损害

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模式，坚决

不做吃祖宗饭砸子孙碗的事。加

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

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

稳定性；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把经济活动、

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

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给自然

生 态 留 下 休 养 生 息 的 时 间 和 空

间，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提供坚实基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的迫切要求。进入新时代，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

前，人民群众的需求结构发生深

刻变化，过去“盼温饱”“求生存”，

现在“盼环保”“求生态”，环境美

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新内涵。人

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与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不足

之间的矛盾突出，成为社会主要

矛盾新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只

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还自

然以宁静、和谐、美丽，才能有效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

境需要。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重要的是要扎扎实实地落

实到生动的实践中去。

首先，宣传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

形成绿色发展价值取向，走绿色

发展之路。绿色发展就是既要发

展，又要绿色，是统筹兼顾、全面

协调的发展，这要求我们把握时

代脉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主动适应变化的战略选择。绿色

发展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符

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

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推动绿

色发展，要把生态优美和经济增

长“双赢”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价值标准，确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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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理念，倡导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

方式，推动绿色发展、低碳发展、

循环发展，改善生产环境和生活

环境，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

幸福生活的增长点，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其次，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

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良好的生态

本身就蕴含着无穷的价值，能够源

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关键在于找

准平衡点和着力点。生态好，发展

才会更好。要深入实施可持续发

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

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

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推动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

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

的发展模式，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

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

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进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取得更大新进展。

再次，把牢生态底线，让生态

文 明 制 度 成 为 不 可 触 碰 的 高 压

线。人类活动不时触及自然生态

的底线，我们必须坚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建立健

全硬约束的制度体系，让生态文

明制度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

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完善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

偿、责任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体

系，形成环境保护的刚性倒逼机

制。要发挥乡规民约、社会公约等

的教育引导作用，强化共建共享，

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建设、

共同享用的良好生态发展格局。

最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污染防治是一场大仗、硬仗、苦仗，

只能让生态环境质量更好，不能变

坏。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落实领导

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聚焦重

点难点，强化责任担当，抓住生态

责任清单这个“牛鼻子”，形成环环

相扣的“责任链”；加大环境保护督

察力度，完善考核评价制度和生态

问责制度；坚持统筹生产需要、生

活需要和生态需要，提高经济社会

发展质量，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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