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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B7_EF_BC_9A_E8_c57_615142.htm 日前，国务院批准

上海建设崇明越江通道工程。这项世界最大的桥隧工程，将

变长江天堑为通途，极大地拓展上海市的城市空间。此前，

胡锦涛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也曾亲自登上崇明岛调研，

并对上海市提出的把崇明建成现代化综合性生态岛的规划给

予了肯定，希望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规划好、建设

好崇明岛。开发崇明岛的号角已吹响，我作为一个崇明籍人

士和千千万万个崇明老乡一样，奔走相告，感到无比兴奋。 

在面临崇明岛的大开发之际，应当首先搞清楚崇明岛的真正

价值之所在。传统的价值观念认为，自然界的水、空气、土

壤、山脉等是大自然对人类无偿的馈赠，只有使用价值，而

没有自身的价值。这样，“产品高价、资源低价、生态无价

、环境无价”作为一项基本理念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际。在

这种理念的误导下，人们对空气、水、土壤、岩石这些自然

之物毫不珍惜，肆意使用。在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付出了

重大的代价以后，人们终于开始告别“生态无价、环境无价

”的旧理念，而树立“生态有价、环境有价”的新理念。 崇

明岛的价值正在于她的生态和环境。她三面环江，一面临海

。我平时总称崇明岛是一个“宝岛”，她的“宝”就是她所

拥有的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以及无污染的土壤。去年秋天

，在我的建议下，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放在崇明森林公园

旁边的一度假村召开。在去崇明的渡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

一些专家学者不断地问我：你把我们带到崇明岛，崇明岛究



竟有什么吸引力？我是这样回答他们的：你们一踏上崇明岛

，请不要忘记马上深呼吸，吸上几口崇明的新鲜空气，你们

一定会立即感到不枉此行。果然，这些走遍中国与世界的专

家学者，在会议结束时反复表示崇明岛实在是个好地方，并

向我连声道谢。 在一定意义上说，整个崇明岛就是一只巨大

的氧气袋，当其他地方空气污染令人无处可躲之时，崇明岛

这只巨大的氧气袋肯定具有吸引力。现在到崇明去旅游的人

有一句口头禅就是“到崇明去洗肺”，这句话已点明了崇明

对他们的吸引力之所在了。另外，崇明相对洁净的土壤的价

值也将与日俱增。无污染的土壤才能长出无污染的农副产品

，崇明岛的绿色食品迟早会扬名于天下，总有一天会出现“

食品这边独好”的局面。那时候，上海人和其他地方的人士

到崇明去旅游，除了讲“到崇明去洗肺”这一句话外，还会

加上一句“到崇明去吃无污染食品”。 知道了崇明岛的价值

之所在，就可以给崇明岛的开发以正确的定位。我认为一个

明智的选择，是将崇明岛的开发主要定位为旅游开发和生态

开发。聪明的崇明人应该把自己的智慧用在如何使自己所拥

有的清净的空气、水和土壤生发出经济效益来。只有这样才

能做到一举两得：既保护了原有的生态环境，又使自己富裕

起来。我们可以借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机遇，在崇明大力发

展娱乐业、休闲业，把崇明变成一个娱乐的天堂、休闲的天

堂，把更多的人吸引到崇明来。 当然说崇明岛的开发主要是

旅游开发和生态开发，并不意味着在崇明完全杜绝工业，把

崇明变成一个“无工业”岛屿。问题在于，对工业我们一定

要有所选择，选择那些无污染的工业。如果把开发理解成就

是多引进、多办一些工厂企业，而不管这些工厂企业是否会



带来污染，是否因为在其他地方太污染了才迁移到崇明来的

；理解成就是随意地开辟什么工业园区、科技园区之类；理

解成就是把一片片的良田批租出去，而承租者又将这些良田

“晒”成野草丛生的荒地，那么这样开发的结果必然是加速

污染空气、水和土壤，彻底毁掉原有的生态环境。这种开发

模式是以牺牲明天来追求今天，以伤害后代人的幸福来追求

当代人的物质享受。春秋战国时期孟子“竭泽而渔”的说法

，形象地道出了这种开发模式的要害。假如把开发理解成如

此的话，不开发反倒会是最好的开发。切不要认为，生态开

发、旅游开发不是开发，更不要认为生态开发、旅游开发不

需要花大力气，不需要花很多的投资。目光短浅者不会看好

崇明岛，急功近利者也不会看好崇明岛。旅游开发、生态开

发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将是稳定的，但这又是一种长线开发，

确实有点“望梅解渴”、“远水救不了近火”的感觉，面对

这种情况，更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崇明岛的开发，还可以

放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来观察、研究和定位。人类

自从摆脱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状态以来，已经历了两种文明，

这就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那么实现工业文明以后的人类

往何处去？基于对工业文明的实现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

而取得的考虑，更基于当代人对“回归家园”、重建人与自

然的密切关系的强烈呼唤，人们的一个共识是：人类应该向

生态文明方向发展。与工业文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旦进

入生态文明，人类对大自然无比热爱，同时享受着自然美，

自然界的宏伟、美丽、幽深不断地激发人生的美感。崇明岛

下一步怎么发展，有两种思路：其一是按照常规，不管付出

多少代价，先进入工业文明再说；其二是跳过工业文明，直



接进入生态文明，尽管这种生态文明极可能只是初级水平的

。崇明岛这些年发展的缓慢不一定是坏事，在一定意义上讲

还是大好事，因为这使崇明岛没有工业文明的包袱和惯性，

而完全有条件直接进入生态文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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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