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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四季春常在⋯⋯”这首人们熟悉的优美歌曲，唱出了人

们对海南优美环境的赞叹。从2000年9月开始，海南省推动以

“建设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培育生态文化”为主题的

文明生态村创建活动。截至2008年4月，共建成文明生态

村7774个，占全省自然村总数的33.4%。当地农村面貌发生了

深刻变化，农民收入增加，文明程度提高，琼岛处处盛开生

态文明之花。海南省抓住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一发展的突出优

势和长期依托，坚持生态立省，把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生态

环境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位置，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

中保护，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明确把

“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提了出来，强调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反映

了党和政府对于建设生态文明的高度重视，表达了广大人民

群众分享生态文明的迫切愿望，必将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产生重大影响。 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生态问题是人

类社会必须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建设生态文明关

系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既影响着发展的全局，也决定着

发展的可持续；建设生态文明关系到人类的命运，既影响着

人类的现在，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 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改

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过程中所取得

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建设生态文明，实质



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

、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历

史经验告诉我们，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辉煌

的中华文明与长江、黄河流域的生态状况息息相关，而印度

河流域的宜居环境则塑造了古印度文明。人们也不会忘记，

曾经盛极一时的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等等所经历的由

繁荣走向衰败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地区人与自然

的矛盾日益尖锐，导致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使得文明淹没

在历史的尘埃中。前车之鉴，要时刻牢记。当代世界的发达

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无不走过一条先污染后

治理的传统工业化发展道路。如今的伦敦环境优美，但它曾

经被人们称为“雾都”。19世纪50年代，伦敦是一个被各种

工厂包围的城市，烟尘笼罩在城市的上空，工业污染严重，

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特征。长期以来，特别是工业

革命以来，在人类物质生产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以高投入

、高耗能、高消费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对地球资源的索取超

出了合理的范围，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从20世

纪60年代开始，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和认识日益深

刻。1972年，联合国发表《人类环境宣言》郑重宣示，人类

在开发利用环境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自然的义务。20世

纪90年代以来，以《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

纪议程》为代表的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先后

问世，标志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逐步成为世

界共识。 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是当代中国一项重

大而紧迫的任务。在经过了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13亿

中国人的生活正在逐步走向富裕，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



展成就。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的生态形势仍然十分严

峻。一方面，我国人均资源紧张，人均耕地、淡水、森林仅

占世界平均水平的32%、27.4%和12.8%，石油、天然气、铁矿

石等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沙化

土地面积为173.9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8.12%；水土流

失土地的总面积已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1%；

平均每年农田受旱面积近4亿亩，受涝耕地面积1.5亿亩，损失

粮食100亿公斤左右。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实行粗放型经济增

长方式，我国承受着传统发展模式给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在

大多数经济指标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十五”计划规定的环

境指标没有如期完成。要完成“十一五”期间将单位GDP能

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涉及资源环

境的规划指标，任务十分艰巨。 历史与现实都警示我们，必

须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给老百姓一个美好的生活家园

，让天更蓝、水更清，给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面向未来的必然选择 2008年年底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从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

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超薄塑料购物袋；同时，在所

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

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禁令一出，

牵动人心。曾几何时，塑料袋以其方便廉价的特点，大大方

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然而它也越来越成为“白色污染”的

主要来源。在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是继续依赖塑料袋

的便利性而无视其危害，还是郑重地为环保作出新的抉择？



“禁塑令”的实施充分展示了我国政府在保护环境问题上的

坚定立场和决心，也有助于进一步在全社会树立起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观。 确立建设生态文明新目标，是我们

党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伟大进程中取得的新认识、树立

的新理念、形成的新任务。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五大，我们把

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主体内容，党的十六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我们党提出

的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理念的又一次升华，标志着当代中国

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新贡献。 建设生态文明是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在我国这样的

人口大国，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最

紧迫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好“低水平”、“不全面”、“不平

衡”问题。如果不改变传统发展思维和模式，继续沿袭高投

入、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走先污染

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发展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

斗目标就难以实现。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

发展时期，资源供应不足、能源严重紧缺、环境压力加大已

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性制约因素，节约资源和

保护环境已经成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在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们要走出一条投入少、产出多、科技

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小、人力资源

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发展道路。 建设生态文明是落实科学发

展观的内在要求。科学发展观强调把发展、以人为本、全面

协调可持续内在地统一起来，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建



设生态文明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协调

发展，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落脚点和最终结果。同时，生

态文明的实质是科学发展。“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

存在矛盾，又相互依存，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绿水青山可以

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金山银山也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

。没有文明的生态，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持续；建设生态文

明正是为了更好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正确处理快速

发展和持续发展的关系，坚持走资源节约型、环境保护型的

发展道路，建设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生态文明，在生机盎然

的绿水青山中持续地追求并享有幸福，才能够真正拥有沉甸

甸的“金山银山”。 建设生态文明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和

保障。生态文明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环境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成果的总和，是

人与自然交流融通的状态。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

入最深刻的生存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建设是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基础和前提。 全社会

的共识与行动 在五年累计降低供电煤耗22.4克/千瓦时，实现

节约标准煤385万吨，节约用电24.3亿千瓦时，节约燃油38.5万

吨，直接实现节能价值33.5亿元的同时，五年内规模翻了一番

，装机容量达到6302万千瓦，效益翻两番，主营业务收入720

亿元，实现利润42亿元。这是中国华电集团通过科学发展，

在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中交出的一份骄人答卷。华电集团依

靠科技进步、促进节能减排、加快清洁发展的成绩说明，只

有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才能不断增强可持续

发展能力。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

族生存发展。我们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全过程，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把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

突出位置，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

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建设生态文明，观念要先行。要

使生态文明观深入人心，在全体公民中强化我国人口多、人

均资源少、环境形势严峻的国情意识；强化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的效益意识；强化经济指标、资源指

标和环境指标、人文指标全面发展的政绩意识；强化环境就

是资源、环境就是资本，破坏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环

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环保意识。在全社会形成了解国情、珍

爱环境、保护生态、崇尚自然、节约资源、造福后代的共识

，使生态文明观念成为13亿中国人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自觉行

动。百考试题收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键。要真正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统一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

要求上来，树立保住绿水青山也是政绩的理念，把产业结构

调整与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走中国特色新型

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逐步改变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

展方式粗放的状况，达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坚定

不移地抓好节能减排工作是核心。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好”是基础，“好”的体现之一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做到

节能减排。要让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成为两根“高压线”，

加快利用先进技术改造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坚决淘汰落后

的生产力，坚定不移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

文明发展道路。 实行严格的制度是保障。完成硬指标要出硬

招数，不动真格的换不来蓝天碧水。要像控制人口、保护耕



地一样，实行严格的环境资源保护制度，严肃法律制度、环

境标准、执法纪律、执法手段，建立健全节能目标责任和评

价考核制度，将能耗降低和污染减排完成情况纳入经济社会

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实行政绩督察制和行政问责制，对那些

我行我素、无视法纪、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人要坚决惩处，

杜绝一切环境违法行为，绝不允许“少数人发财、人民群众

受害、全社会买单”的情况再出现。 建设生态文明是全社会

共同的理念，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当建设生态文明成为

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时，青山不老，绿水长流，

人与自然共和谐的美景就一定能够实现。"#F2F7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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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