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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河。 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张纸,13亿人汇集起来,就是一

笔了不起的财富。 今天我们之所以要大力提倡节约,原因就在

于,从大处讲,它是我国的一项治国方略.从小处说,它与每个人

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并且要靠每个人去亲身实践。 （一）党

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节约资源 作为基本国策,大力发

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节约

型经济增长方式及健康文明、节约资源的消费模式。这是以

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具有全局性和

战略性的重大决策。深刻认识节约的重大意义,加快建设资源

节约型社会,事关现代化建设事业,事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事关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我们一定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

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对国家

和民族高度负责、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把节约真正落

到实处。 古老的中华民族,节约理念深入人心,节约之风代代

相传。《墨子体过》中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汉代贾谊

在《论积贮疏》中有言:“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诸葛亮

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唐朝诗人李商隐写下了“历览前

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的著名诗句。明代朱柏庐在《治

家格言》中写道：“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

物力维艰。”在古人的眼中,节约,既是修身养性所必须,同时

也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节约是一种美德,是一种修

养。节约是对自身欲求有节制,对国家、民族、家庭、自我负



责任.而奢侈浪费,挥霍无度,往往是败家败国的重要原因。 节

约是一种力量。节约往往和进取、积极、奋斗、乐观向上的

人生态度相关.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单位重视节约,就能更

有计划、有目标、有条理地去实现自己的追求。 节约,是为子

孙后代造福。节约体现的是一种忧患意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

深谋远虑,是为子孙后代着想的未雨绸缪之举。 中国共产党人

向来重视节约。毛泽东同志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他

向全党全社会提出“勤俭建国”的大政方针。邓小平同志指

出:“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他提倡在新的时

代条件下艰苦奋斗,要“反对高消费”,“反对各方面的浪费

”,“反对腐败”。江泽民向党的领导干部提出,要“带头发扬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

”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结合时代特点和我国国情,突出

强调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性。今天我们讲的节约,内涵更为

丰富和深化,它要求在社会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的各个领

域,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

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开发节

约并重、节约优先,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大力

推进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完善再生资源回收

利用体系,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节约型增

长方式,并形成健康文明、节约资源的消费模式。这是以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厉行节约的行动纲领,我们要认真领会,努力实践

。 （二）“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 节约,是我国现代化

建设的迫切要求,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节约,首先是



由我们的国情所决定的。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资源

相对不足。据统计,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

的1/4,耕地不到1/2,森林不到1/7,大多数矿产资源的人均拥有量

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并且,我国钢铁、有色、电力、化

工等8个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平均高40%

以上,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

的2-3倍,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5-25个百分

点,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能源、

矿产、水、土地等自然资源,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

础和保障,而目前能源短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淡

水和耕地紧缺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面对这种情况,节约资

源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 节约,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粗放的经济

增长方式造成资源消耗快、利用率低,再生率不高,能源消费增

长速度明显快于经济增长速度,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日益加重,

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在某些生产、建

设、流通、消费领域,浪费资源的现象还相当严重。一些重复

建设项目给国家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一些城市建设贪大求洋,

汽车消费追求豪华型、大排量,有的产品过分包装,一些活动讲

究排场、大吃大喝,等等。这些现象,不仅造成资源供求矛盾日

趋尖锐,而且助长了不良的社会风气。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资

源利用、环境保护的关系,尽量避免各种资源浪费现象的发生.

要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实现经济较快发展,促进人

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节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重要保障。 本世纪头20年,我们要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



任务光荣而又艰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我国的经济

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工业化不断推进,城市化步伐加快,资源需

求必然持续增加,资源供需矛盾和环境压力将越来越大。解决

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节约资源,合理地保护和利用资源。

节约资源,控制和降低对国外资源的依赖程度,对于确保经济安

全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