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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

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
性工作，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
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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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多年前，年仅 13 岁的习近平到了漓江。“当时感觉江
面是湛蓝色的，泛光见底。江边渔民鱼篓里的鱼都是金鲤鱼，
感觉就像神话故事里一样。 ”习近平后来这样回忆。

2021 年 4 月，到广西考察，在漓江岸边，习近平总书记
对当地负责同志说：“这次来，我最关注的就是你们甲天下的
山水。什么能比得上这里的生态好？保护好桂林山水，是你们
的首要责任。 ”

桂林山水也曾面临非法采石采砂等带来的生态危机。近
年来，桂林市大力治理漓江，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习近平很早就给
出了回答。

2005 年 8 月 15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到安吉
县余村村考察时，明确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他在随后发表的“之江新语”专栏文章中阐释道：“我们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既
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 ”

党的十八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经成为全
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

2020 年 3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再访余村。
远处群山苍翠、竹海连绵；近旁草木掩映、溪水潺潺。 村

民们高兴地向总书记介绍了农家乐经营和白茶等特色农产
品销售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说：“实践证明，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
为代价，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揭示出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
的辩证关系，指明了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路径。

保护好生态环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2012 年，中国经济增速降至 8%以下，经济总量约占全

球 11.5%，单位 GDP 能耗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5 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

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
也”。

2013 年 9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
专题民主生活会时， 一针见血地指出：“全国 10 个污染最严
重城市河北占了 7 个。 再不下决心调整结构，就无法向历史

和人民交代。 ”
一场“爬坡过坎”的硬仗，在燕赵大地拉开帷幕。 以“断

腕”之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生态环境质量逐步好转。
一次次调研、一次次思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和保

护关系的重要论述不断深化人们的认识：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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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
辩证统一的关系。 只有把绿色发展的底色铺好，才会有今后
发展的高歌猛进。 ”

保护好生态环境，要有科学和系统的谋划。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人的命脉在田， 田的命脉在水，

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
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

坚持生态系统性和整体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命共
同体”的重要论述，体现了系统思维的科学方法。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山水林
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
修复是十分必要的”。

之后，总书记又将“草”和“沙”纳入其中：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 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
性。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仲夏时节，杭州西溪湿地。 河湖港汊，鸟鸣声声，野趣盎

然。
20 多年前，这里的河道遍布垃圾，大量居民因环境恶劣

无奈搬家。 2003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支持启动西
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西溪湿地迎来脱胎换骨的变化。

2020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西溪，沿着绿堤、福堤，
察看湿地保护利用情况，一再叮嘱：“要坚定不移把保护摆在
第一位，尽最大努力保持湿地生态和水环境。 ”

回应人民群众对更优美环境的新期盼，习近平总书记话
语坚定：

“经济要上台阶，生态文明也要上台阶。 我们要下定决
心，实现我们对人民的承诺”；

“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
来，推动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有
机结合、相得益彰”。

2015 年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
审议时问：“空气质量优良的能占多少？ ”

“70%。 ”
有人插话说，“有时候是靠天吃饭”。
习近平总书记接过话说：“不能只靠借东风啊！ 事在人

为。 ”
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

下大力气治理水环境污染，“还给老百姓清水绿岸、鱼翔浅底
的景象”； 多措并举推动农村环境整治，“为老百姓留住鸟语
花香田园风光”……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决向污染宣战，秉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
生活，努力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只要是对全人类有益的
事情，中国就应该义不容辞地做，并且做好”

今年 4 月 21 日，英国弗朗西斯·霍兰德学校的小学生们
收到一份珍贵礼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给他们的回信。

习近平主席在信中说：“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
体，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人类要合作应对。 ”

习主席还向小朋友们发出亲切的邀请：“欢迎你们同中
国的小学生们进行交流， 让绿色发展理念在心中扎下根，长
大后成为人类美好家园的积极建设者。 ”

收到回信，学校师生非常高兴。 8 岁学生玛农想告诉习
爷爷：“同学们十分关心气候变化，大家认为帮助世界变得更
好非常重要。 ”校长露西?埃尔芬斯通说，回信承载着习近平
主席对青少年参与共同应对世界问题的殷切期望。

共建地球家园，有主动作为的中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对应对气候变化高度重视，明确指出，“不

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
2015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主席抵达巴黎，出席气候变

化巴黎大会开幕活动。
会上，习近平主席阐明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

达成巴黎协议方面的立场主张；会下，利用活动间隙，进行多
场双边会见，同各方深入交换意见。

2016 年 9 月 3 日，杭州西湖国宾馆如意厅，一场特殊仪
式引人注目———

习近平主席郑重地将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递
交给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中国倡议二十国集团发表了首份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
明，率先签署了《巴黎协定》。 中国向联合国交存批准文书是
中国政府作出的新的庄严承诺。 ”习近平主席这样说。

面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 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努
力呵护好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

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
会一般性辩论上向全世界宣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
力度， 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

习近平主席的话语掷地有声：“只要是对全人类有益的
事情，中国就应该义不容辞地做，并且做好。 ”

2021 年 9 月 21 日，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十
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又提出包括“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在内的 6 条全球发展倡议，并宣布中国将大力支
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
时间， 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 需要中方付出艰苦努
力。 ”

事不避难、迎难而上。 中国“双碳”目标下的“1+N”政策
陆续发布，加快发展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
活方式正成为人们自觉的追求。

率先发布《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
案》，全面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多次提出共建清
洁美丽世界的国际主张， 森林资源增长面积居全球首位，成
为全球臭氧层保护贡献最大的国家……

今天的中国，不断加强与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在生态环保方面的合作，加快构筑尊重自然、绿色发展的
生态体系，与世界各国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已成为全球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021 年 10 月 12 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发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的“中国之声”，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2022 年 1 月 17 日， 在 2022 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
上，习近平主席用 3 个“全力以赴”，再次表明中国坚定不移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心和行动：

“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以赴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全力以赴加强污染防治，全力以赴改善人民生产生活环
境。 ”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新时代新征程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们

携手同心、不懈奋斗，一定能汇聚起更加磅礴的伟力，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共建更加美丽美好的家园。

（新华社北京 6月 4 日电）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本报讯 (记者 肖乔 王光平 文 /
图)� 6 月 4 日，经历 42 天奋战的 55 名巫山
援沪医疗队员圆满完成任务，顺利凯旋。

在巫山收费站， 一辆载着 55 名巫山援
沪医疗队员的大巴车缓缓驶入。到达县人民
医院停机坪后， 等候多时的医务工作者、家

属等排列整齐，热烈欢迎医疗队的凯旋。 给
她们一个温暖的拥抱，并送上鲜花和节日的
问候。

巫山援沪医疗队共 55 人， 她们分别来
自县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三家医
院。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机制统一安排，援沪医疗队于 4 月
14 日夜晚抵达上海， 赓即投入到紧张的工
作当中。援沪期间，医疗队严守“听指挥讲团
结、筑牢安全防护、严格规范救治”三条“铁
的纪律”。 巫山援沪医疗队在上海松江区 17
个社区，共参与五次大规模核酸采样，累计
采样 11.8 万多人次；服务松江区三个方舱医
院，累计参与护理患者 4800 多人次，收治患
者 378 人康复出院。

巫山援沪医疗队不辞辛劳、 不顾安危、
冲锋在前、甘于奉献，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和
忘我的状态战斗在救治一线，充分体现了白
衣天使大爱无疆的崇高品德，获得了上海市
人民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 大家纷纷表
示，将继续立足岗位，做好本职工作，守护好
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巫山援沪医疗队讲团结、听指挥，密切
合作，携手战斗，为上海保卫战贡献了巫山
力量，彰显了巫峡儿女的风采。 我们带着使
命去，我们带着任务回，我们将重披战袍，重
返岗位，迅速恢复平常心，回归平凡事，继续
满怀医者仁心的情怀， 做好自己的点滴，为
我县的防疫献计献策，为守护家乡人民健康
再立新功。 ”巫山援沪医疗队队长黄巧莉告
诉记者。

55 名巫山援沪医疗队员顺利凯旋

在县人民医院停机坪，医务工作者、家属等，欢迎巫山援沪医疗队凯旋。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王光平 文
/ 图） 6 月 3 日至 4 日，2022 年东西部协作
挂职干部人才乡村振兴培训活动在竹贤乡
下庄村举行。烟台派驻巫山的支农、支教、支
医人员、 挂职干部以及企业家共 30 余人参
与此次活动。

3 日下午， 一行人乘车抵达“下庄驿
站”，换乘电瓶车前往“鸡冠梁”。沿着陡峭的
步道，体验“下庄天路”的艰辛，一直步行至
“筑路先锋”。真是步步惊险。一行人感慨，下
庄人实属不易。 特别是下庄人不等不靠，以
血肉之躯，七年时间里，在绝壁上“抠”出八
公里“天路”，可见下庄人的信心及决心。 在
下庄村， 还参观了“下庄人事迹陈列室”及
“愚公讲堂”， 观看了纪录片《绝壁上的天

路》， 一张张珍贵的照片、 一件件修路的工
具、一个个感人的影像画面，无一不触动着
参观者的心。 4 日上午，在县委党校下庄校
区还观看了《故事里的中国》———“当代愚
公”毛相林的故事。

短短两天的时间，“108 道之字拐”“7 年
时间 8 公里天路”“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
丈长一丈”……一串串数字，一句句话语，深
深地铭记在客人心中。 山海同心，“烟”“巫”
协作。“通过考察参观，作为东西部协作的参
与者， 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
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学习下庄精神，为
帮助下庄，推进巫山乡村振兴及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大家纷纷表示。

县领导林福云参加活动。

烟台派驻巫山“三支”人员 同走“下庄天路”

参观下庄人事迹陈列室。

本报讯 （记者 雷行星） 6 月 2 日，我县在巫山
中学高考点开展 2022 年普通高考涉考环境综合治理暨
春季学期校园及周边秩序集中整治会议。

会上，县委政法委、县教委、县公安局、县生态环境
局、 县住房城乡建委等 14 个部门单位就高考准备工作
及春季学期校园及周边秩序维护作了交流发言。

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提高站位，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工作，严格消杀要落地，面对突发疫情要做好充足
的准备。 要加强协调联动，科学谋划筹备，提前做好工
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全力保障题卷安全不失密、考
生安全不出事、考点安全不出错，确保 2022 年普通高校
招生考试安全有序进行。

会后，各部门赓即前往备用考点巫山第二中学，大
昌、官渡考生住宿点江山红叶酒店等地进行实地检查，
确保 2022 年普通高考涉考环境暨春季学期校园及周边
秩序安全稳定。

据悉，2022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科
目考试时间为 6 月 7 日至 8 日。 今年，我县参加全国统
考的考生共 2933 人，设置考点一个，在巫山中学，考场
105 个，其中含备用考场 3 个、隔离考场 3 个。

多部门综合治理考试环境
为 2933 名考生“保驾护航”

本报讯 （记者 侯月） 6 月 2 日，记者从县文化
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获悉， 自 6 月 1 日起至 6 月 10
日，执法支队对娱乐场所、网吧、音像市场、游戏游艺室
等实施集中统一执法监管，对影响高考环境的行为一律
叫“停”。

锁定重点监管领域。将考点周边和考生食宿点作为
重点监管领域，通过突击检查、错时执法、联合执法、24
小时值班等多种手段， 不间断地加强文化市场执法巡
查，对影响考生考试的行为坚决予以制止。

逐户上门蹲点检查。 执法支队分四个大队，对辖区
内的文化经营场所逐户上门蹲点检查，严禁违规接纳未
成年人，严格遵守营业时间规定，严控超标排放音量。将
高考的 6、7、8 日作为检修期，不得营业。

公开监督举报电话。 向社会公布监督举报电话
023-57681844， 欢迎社会各界对文化市场经营业主影
响高考环境行为进行监督和举报。 对举报查证属实的，
将依法对经营业主进行严处，毫不手软。

影响高考 一律叫“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