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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战略
家的远见卓识，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
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推进美丽
中国建设、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
了重要的中国智慧。坚持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
要内容。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
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
新格局，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今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进一步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的现实
紧迫性更加凸显。

从中华文化中汲取生存
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独特的人类生
存智慧，不乏对人与自然关系、社会发
展与资源环境关系的论述。以儒释道
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格局，从不同层
面探讨了天人关系，形成了丰富的生
态伦理思想。

尊重自然，要从中华文化中汲取
历史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领会中
华文化精髓，他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上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
热爱自然，绵延 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
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

在素有人间天堂美誉的江苏苏
州，有一处林木森郁、古朴壮丽的古典
园林——沧浪亭。这里有一副楹联这
样写道：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
有情。这副楹联生动道出了人与自然
唇齿相依、息息相通的关系。绿色发
展在我国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中
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尊重自然。

2014 年 9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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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
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
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发
表讲话。他说：“当代人类也面
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
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
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
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
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
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
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
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
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
慧和力量。”

我们的先人们早就认识到
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认识到
了生态资源管理是国家与社会
运行的重要保障。孔子说：“子
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意思是
不 用 大 网 打 鱼 ，不 射 夜 宿 之
鸟。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
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
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
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
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吕氏春
秋》中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
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
得？而明年无兽。”这些关于对
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
思想，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9 年 4 月 28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 2019 年中国北京世
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强调：

“锦绣中华大地，是中华民族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孕育了
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的灿烂文
明，造就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
的崇高追求。”他强调：“要倡导
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绿色价
值观念，让天蓝地绿水清深入
人心，形成深刻的人文情怀。”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这是东方文化中和谐平
衡思想的必然要求，也是充满
东方智慧的生态保护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色发
展理念，既有着深厚的历史文
化渊源，又科学把握了时代发
展的新趋势，体现了历史智慧
与现代文明的交融，对建设美
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和现实意义。

对马克思主义生态
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你善
待环境，环境是友好的；你污染
环境，环境总有一天会翻脸，会
毫不留情地报复你。这是自然
界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强调“要做到人与自
然和谐，天人合一，不要试图征
服老天爷”。

2018 年 5 月 4 日 ，习 近 平
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指出：“学习马克
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
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
活’，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
活资料来源，如肥沃的土地、鱼
产丰富的江河湖海等，而且给
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来源。自
然 物 构 成 人 类 生 存 的 自 然 条

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
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
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
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
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
行报复’。”

森林、湿地、海洋等自然生
态系统，维系着地球的生态平
衡和人类的生存发展，是生态
文明建设的关键与基础。早在
1962 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
切尔·卡逊就出版了《寂静的春
天》一书，警示人们如果过度使
用农药，人类将面临一个没有
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

“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
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
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必须是遵
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
是 遵 循 自 然 规 律 的 可 持 续 发
展。”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人类
追求发展的需求和地球资源的
有限供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
必须解决好“天育物有时，地生
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的矛
盾，达到“一松一竹真朋友，山
鸟山花好兄弟”的意境。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再次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
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
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
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
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
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

如何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
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扩
大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有序实
现耕地、河湖休养生息，让河流
恢复生命、流域重现生机。”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将稳定和
扩大退耕还林范围，作为全面
深化改革的 336 项重点任务之
一 大 力 推 进 。 2014 年 6 月 下
旬，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新一轮
退耕还林还草总体方案》，提出
到 2020 年将全国具备条件的
坡 耕 地 和 严 重 沙 化 耕 地 约
4240 万亩退耕还林还草。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
视下，党中央果断作出事关我
国 长 远 发 展 的 战 略 决 策 。 从
2015 年起，我国分步骤扩大停
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范围，最
终 全 面 停 止天然林商业性采
伐。同时，把天然林保护工程范
围扩大到全国、争取把所有天然
林都保护起来，为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创造良好生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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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切实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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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

一等奖（2个）
《污普感遇》 马可为 北京市房山区生态环境局
《普查三年忙比对》 毛玉如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办公室

二等奖（10个）
《十年一遇普查人，岁月如歌不老心》尹兵 山东省烟台市生态环境局
《最美好的遇见》 彭鹏 湖北省黄冈市生态环境局浠水县分局
《那普查 那经历 那滋味》 徐艳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七律·污普》 刘奇 河北省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新乐市分局
《作为普查人，我很自豪》 林庆斌 浙江省温州市生态环境局
《普查三年伴我成长》 谢明辉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普查“三年磨一剑”》 刘宪勇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二普”3年的“变”与“不变”》 姚雪 江苏省射阳县生态环境局
《哲学视角下的污染源普查》 姚宁 陕西省咸阳市生态环境局长武分局
《风雨三载，普查花开》 刘晨峰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我的普查这三年”征文获奖名单
为宣传各地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总结普查人三

年来的收获与成长，生态环境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办公室与中国环境报社于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15日开展了“我的普查这三年”有奖征文活动。此次征文
活动共收到各类投稿 300余篇，由 5位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定，评选出一等奖 2
个、二等奖 10个、三等奖 20个、优秀奖 80个。现将获奖名单公布如下：

张红振 董国强徐晓云 董璟琦
孙亚敏
旺杰次仁
宋亚男
王典根
张添荣
陈文静
谢汶桦
杨兴发
颜凯旺

优秀奖（80个，文章题目和工作单位略）

卢永星 刘长宏
倪维军
庞海亮
雷涵韫
朱进风
刘琰
周崇旋
李友谊
杨靖
张鑫祥

卢小丽
陈婕
彭姝
丁雅然
党煜钦
周明
郭运洲
蔡玲
郑兴春
武旭力

李田霞
刘海磊
石超
宋毅
江泽胜
陈永清
袁颖
曹永盛
杨鹏
李永志

马汉泽
朱明岗
万晓虹
董丽新
金财
田伟
苏关雄
张长征
张碧瑶
王秀晶

王超
曹飞
张甫风
魏爱萍
李慧
徐静
夏宇静 王冠楠
杨瑛
龚慧娟
钱岳弘

李令
李佳
朱国生
赵彩婷
张敏
常秋红
邵娜
张雪蒙 李庆新
郑御兰
张茵彤

杜冰山
郭婷婷
田佳
黄琳
卢晓燕
黄舒煜
贾伟伟
丛娜
彭浩
张军齐

三等奖（20个）
《普查不言苦艰难 履职尽责勇承担》董大伟 北京市昌平区生态环境局
《电影〈普查〉与我》 郭睿 湖北省污染源普查办公室
《那些年，摸查过的排污口》 涂红兴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我们从污染源普查中毕业了》 郝丁澜 河北省邯郸市冀南新区污染源普查办公室
《我的普查这三年》 刘继刚 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生态环境局
《致敬一群可爱可敬的人》 潘润娇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污染源普查办公室
《当好普查岗位上的“螺丝钉”》 汪志锋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我是一名光荣的普查员》 李焕光 广西壮族自治区放射性核素检测中心
《比出来的幸福感》 胡梅芬 浙江省桐乡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

小组办公室
《做好普查“小问题”的“大答卷”》 王娟 陕西省汉中市生态环境局镇巴分局
《我和我们的普查》 史留青 浙江省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嘉善分局
《我与我们的“二污普”》 罗文仲 四川省遂宁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污染源普查的“思”与“学”》 王信增 河南省濮阳市生态环境局
《十年久违，一次遇见》 杨唐仪 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测试研究中心
《关于伴生放射性矿普查的思考》 郑国峰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遇见》 张亚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呵护初心 忘我耕耘——记湖北
鄂州污普办成员周萃翠》

《紧抓三字真言，回首三年普查》 钟琰 重庆市涪陵区生态环境局污染源普查办公室
《我的普查这三年》 颜海波 山东省威海市生态环境局文登分局
《浩小淼的三年污普》 王槐 湖北省十堰市污染源普查办公室

当前及“十四五”期间，中国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社会经济发展面临新形
势、新挑战，生态环境保护既面临
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更加突
出的挑战。

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总
体改善，美丽中国建设提
出了更高要求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生态
环境总体改善。据《2019 中国生
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9年，细
颗粒物（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
城 市 年 均 浓 度 比 2015 年 下 降
23.1%。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比例
比 2015年提升 8.9个百分点，国控
劣Ⅴ类断面比例比2015年下降6.3
个百分点，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污染物排放总量累
计分别下降 11.5%、11.9%、22.5%、
16.3%。同时，绿色发展水平明显
提升，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改革顺利
推进，形成了一批有效方式方法，
解决了一大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全社会生态环保意识显著增强。

面向未来一段时期的生态环
境保护要求，党的十九大提出，到
2035 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
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美丽中国既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诗意表达，
同时具有深厚的哲学和科学含
义，代表着人与自然在较高发展
水平上的协调统一，生态环境根
本好转是美丽中国基本建成的前
提与重要特征。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已经变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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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要矛盾的变
化，决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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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研判生态环
境形势的基本前提和总体要求。

“三个没有根本改变”
是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
护的根本特征

近年来，虽然生态环境取得了
明显改善，但是生态环境保护面临
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正如生态环
境部部长黄润秋在今年两会上指
出的“三个没有根本改变”，这是当

前生态环境保护的根本特征。
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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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2019 年中国
统 计 年 鉴》显 示 ，2018 年我国三
次 产 业 增 加 值 占 GDP 比 重 为
7.2：40.7：52.2，第 二 产 业 比 重 依
旧偏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第
二产业比重是美国、欧盟、澳大利
亚 、日 本 的 2.15、1.79、1.62、1.34
倍。在能源结构方面，2019 年版

《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显示，我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煤炭消费国以及金属矿产消费
国，约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 24%，
约占全球煤炭消费量的 50%。《中
国 能 源 发 展 报 告 2020》显 示 ，
2019 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占全国能
源消费总量的 57.7%，占比超过一
半以上；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
等清洁能源消费量仅占能源消费
总量的23.4%。京津冀区域单位国
土面积的煤炭消耗量是美国的 40
多倍。在运输结构方面，我国运输
结构仍以公路货运为主，2019 年
约占 74%。有关数据显示，就单位
运量排放主要污染物数据相比，
公路货运是铁路货运的 13倍。

二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保
护的严峻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生
态环境部日前公布的《2019 年全
国生态环境质量简况》显示，全国
33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
浓度尚未达标，我国环境空气质
量达标城市数量仍不足一半，其
中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
市 平 均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仅 为
53.1%；七 大 流 域 中 的 五 大 流 域

（黄河、松花江、淮河、辽河和海
河）为轻度污染，开展营养状态监
测的 107 个重要湖泊（水库）中有
28%的湖泊（水库）处于轻度或中
度富营养状态；全国有 32.6%的
县域面积生态质量为较差和差。

三是生态环境事件多发频发
的高风险态势没有根本改变。在
制药、化工、造纸等高风险行业企
业集聚的沿江、沿河、沿海区域，
水环境受体敏感性高，突发水环
境事件风险突出。长江、黄河、珠
江等重点流域，大量工业企业沿
江河而建，特别是化工园区和重
点化工企业环境风险预警体系建
设不完善，一旦发生突发环境事
件，将对流域水环境造成严重影
响，危及饮用水安全。环境风险
预警防控体系薄弱，重点流域、重

要水源地环境风险预警与防控体
系尚不健全。安全生产事件引发
的次生环境风险事件也不容忽视。

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
给生态环境保护带来的
压力不容忽视，生态环境
保护需久久为功

从国家发展阶段看，到 2035
年我国将整体进入高收入国家行
列，基本实现与社会主义现代化
目标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水平，未
来一段时期我国将处于协同推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生活高品
质提升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
协同推进时期。

一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正处
于从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换
期，全要素生产率有望提升，制约
绿色发展方式形成的不利因素犹
存且影响程度可能加大。由于
GDP 基数不断变大，经济增速平
稳回落，2019 年我国 GDP同比增
长 6.1%，比 上 年 回 落 0.6 个 百 分
点。受疫情影响，今年一季度我
国 GDP 同比下降 6.8%。世界银
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
新 预 测 结 果 显 示 ，2020 年 全 球
GDP 分 别 下 降 5.2%和 3%，我 国
GDP仍分别增长1%和1.2%。“十四
五”期间，经济增速回落一定程度
上降低对资源环境的新增需求，减
轻生态环境系统性负荷，但部分地
区统筹发展和保护的难度加大，对
传统产业和粗放发展存在路径依
赖，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减
弱、保护意愿下降、行动要求放松、
投入力度减小的风险有所增加。

二是产业、能源、交通等结构
调整仍将长期处于胶着期，持续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仍需长期努
力。据有关机构预测，主要工业
产品产量依然处于高位平台期，
钢铁、石化、火电等我国传统重工
业行业主要产品产量将在 2020

年左右进入峰值，并保持 5 年-10
年左右的峰值平台期。“十四五”时
期煤炭消费总量仍将增加，能源消
费总量将达到 56 亿-57 亿吨标准
煤。2019 年铁路货运量比重为
9.2%，公路货运比重为73%，以公路
货运为主的运输结构没有根本改
变，机动车保有量仍将继续增长。

三是科技革命加快推进，科
技治污的需求对新技术研发提出
更高要求。“十四五”时期，我国有
望进入科技红利期，以信息科技
为核心的未来网络技术、虚拟现
实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无人工
厂、无人车间、无人物流、无人售
卖将逐步成为常态，对产业结构、
社会就业、仓储物流、用户体验等
产生革命性影响。以新能源科技
为驱动的储能释能技术，以材料
科技为支撑的制造技术革命，将
全方位革新社会生产、生活、消费
等。这既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
清洁化、绿色化升级，从根本上改
变环境污染特征，同时新技术、新
业态也将给生态环境治理带来新
手段，有助于持续提升环境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

四是随着城镇化发展深化，
社会结构和群体诉求趋于多样，
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水平和需求将
不断提升。城镇化仍将是高质量
发展的主要推力与标志，中西部
地区处于城镇化加速时期，将是
城镇化主要动力板块。“十四五”
时期，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将达到
3 亿人，超过 20%，步入深度老龄
化社会。我国人均 GDP 将达到
1.3 万-1.4 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
接近总人口的一半，网民数量超过
10亿人，总体进入消费型社会、网
络型社会。信息渠道增多，传播方
式和表达诉求方式跨入全民“微时
代”，社会价值观更趋多元化，社会
治理认同度正面临挑战。随着生
活方式改变和消费升级，新技术、
新业态的发展应用带来新型生态

环境问题，快递包装物、电子废弃
物、海洋微塑料等问题凸显。

五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
力管理体系、能力机制形成还需要
较长磨合期，绿色发展机制还不完
善。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改革
顶层设计基本完成，相关文件已经
出台，但距离各地区、各部门建立
完善的机构、强有力的人才队伍，
形成有效配套机制与能力，落实各
项改革要求，实施有效管理，还需
要一定时间。特别是新形势新要
求下，生态环境监管能力和环境基
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压力较大，地方
在整合组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
法队伍等工作中还有较大差距。

总体而言，我国社会经济发
展正处于从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
的转换期，受疫情防控、中美经贸
摩擦等因素叠加影响，当前和今
后一段时期国内外形势极为复杂
严峻。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入
提质发展阶段，新旧动能加快转
换，经济增速、产业结构、能源结
构、交通运输结构、城镇化发展、
社会结构等发生重大变化。但由
于“三个没有根本改变”，生态环
境保护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协
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
境高水平保护要求更加迫切，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仍处
于攻坚克难、负重前行的关键期。

“十四五”期间，应坚定不移地
坚持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
维，面向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稳中
求进、统筹兼顾。从强化绿色发展
机制入手，以绿色发展为主线布局
产业优化和结构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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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
增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内生动
力，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协同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生活高
品质提升、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作者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
规划院

如何看待当前及未来生态环境保护形势？
王倩 储成君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起步期和奠基期，国家“十四五”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设计和我们期待的美好 生 活 环 境
息 息 相 关 。 在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的 收 官 之
年，在国家“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编制
之年，中国环境报现开展“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美
丽中国，助力‘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编制”
征文活动，欢迎对“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建言献策。

征文可围绕但不限于以下议题：
总结“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主要经验及对“十四五”规划的借鉴
意义，“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需解决的主

要问题，“十四五”我们应实现哪些生态环境保
护目标，如何打好升级版的污染防治攻坚战，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体系与实施体系该怎么构建，
各地“十四五”规划编制有哪些典型经验等。

来 稿 要 求 ：作 品 应 为 原 创 ，字 数 在
1000-3000 字之间。

奖项设置：征文活动结束后，将组成评委会
进行评审，评出：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
奖 10名、优秀奖若干名。

投稿时间：即日起至 2020 年 10月 30日
投稿邮箱：zghjbsplb@163.com
联系电话：（010）67118620
联系人：刘秀凤 程维嘉

“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美丽中国，助力‘十四五’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编制”征文启事

佘航 湖北省鄂州市生态环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