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在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
拍摄的栗喉蜂虎（2022年 4月 16
日摄）。近年来，海口牢固树立和
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通过“湿地公园＋生
态水利工程”方式打造湿地公园，
通过推进美丽海湾建设以及不断
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为打造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海口样板”贡献
力量。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绿满绿满椰城椰城

游客开车穿行在索尔
巴斯陶牧场上（8月 12日
摄，无人机照片）。

索尔巴斯陶（哈萨克
语，意为“碱泉”）地处新疆
天山山脉中部的北麓。走
进这里，满目生机勃勃：草
原随着山势起伏，森林遍
布，牧民居住的毡房和小
木屋点缀其间，牛羊悠闲
觅食……美不胜收。良好
的生态环境吸引人们前来
露营、赏景、体验牧区传统
与现代并存的生活方式。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 摄

青山育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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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起来,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就是要坚持讲政治, 把
握正确导向, 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只有
坚持党性、站在党的立场上,才能更好、更全面反映人民愿望。
无论是理论研究、宣传报道, 还是文艺创作、思想教育, 都要把
坚持正确导向摆在首位, 始终绷紧导向这根弦, 讲导向不含糊、
抓导向不放松。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深 入 学 习 习 近 平 关 于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

（上接一版）需要付出艰巨努力。第一，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显著特征。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
迈入现代化，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
口的总和，将极大地改变现代化的世界
版图。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
化，也是难度最大的现代化。我们想问
题、作决策、办事情，首先要考虑人口基
数问题，考虑我国城乡区域发展水平差
异大等实际，既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因
循守旧，要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
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第二，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
的显著标志。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
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
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坚决防止两极分化。第三，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既
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崇高追求。要坚持两手抓、两手
硬，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
相互促进。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
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丰富人

民精神世界，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鲜明特点。要牢固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高品
质的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第五，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坚持和平发
展，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
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
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我们要始

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践行真正的多边
主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努力为人类
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文章强调，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
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
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
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前
景。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
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
道路。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全社会行动起来，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首个全国生态日

到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社会
行动起来，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身
体力行、久久为功，为共建清洁美丽世
界作出更大贡献。

第一个全国生态日，各地各部门
积极踊跃参与宣传活动。以“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主题，全国生态日
主场活动在浙江湖州举办；上海、江
西、贵州、四川、云南、新疆等地分别举
办了本省份主场活动。“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在神州大地口口相传，见证
着生态文明建设发生的历史性、转折
性、全局性变化。

新时代，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和生
态实际，不断丰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内涵。黑龙江、吉林、西藏、
新疆等地遵循“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
山”重要论述精神，变“冷资源”为“热
经济”；为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内

蒙古把治沙问题纳入其中，彰显生态
治理新理念；青海省统筹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体现了青海生
态的特殊性……

全社会行动起来，共建清洁美丽世
界，要在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系统治理前提下，因地因时制宜、
分区分类施策，努力找到生态保护修复
最佳解决方案，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
护治理大格局，山顶要有山顶的办法，
海洋要有海洋的办法，必须尊重自然、
遵循规律，不搞“一刀切”。要联系实
际，坚持自信自立，发掘国土空间资源
地域性、多样性优势，把宝贵的自然遗
产和丰富的景观资源，作为美丽中国建
设的支撑，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全社会行动起来，共建清洁美丽
世界，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当前我
国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
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

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
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以“双
碳”工作为引领，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
向碳排放双控，要建立更好的人才激
励机制，从“白色石油”锂矿新能源矿
产勘探研发，到沙漠、戈壁、荒漠“沙戈
荒”光伏资源开发，再到深海远海“海
上风电＋”科技创新，要成为推动绿色
低碳转型发展新动力。

首个全国生态日，回顾以往倍感
自豪，瞻望前方更有信心。我们要进
一步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大众
化传播，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增
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推动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
处崇尚文明的良好社会氛围。我们要
从城乡各地做起，从各行各业做起，从
每个人自身做起，从每件小事做起，汇
点滴之力，聚磅礴之势，不断谱写新时
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8月的塞罕坝，满眼绿意。在塞罕坝林场
大唤起分场的西太峪攻坚造林地，一株株小樟
子松挺拔茁壮，沿着陡峭的山坡蔓延生长，昔
日的荒山秃岭被一抹新绿装点得生机勃勃。

塞罕坝机械林场位于河北省最北部，内蒙
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南缘。这里曾经是“黄沙
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如今，一排
排落叶松苍劲挺拔，一片片云杉连绵成海。百
万亩人工林，铸就一望无际的绿色屏障，诉说
着一代代务林人接续谱写的绿色奇迹。

攻坚造林，成了塞罕坝“二次创业”要面
对的新课题。

“启动塞罕坝‘二次创业’，绝不仅仅是多
栽树、栽好树那么简单。”塞罕坝机械林场场
长于士涛说，“我们把土壤贫瘠、岩石裸露、蒸
发快速的石质阳坡作为攻坚造林的重点，在
石头缝里栽种‘绿色’，向硬骨头发起挑战。”

“西太峪区域偏远，苗木运输难。地表只
有不到10厘米的草腐殖层，下面分布着各种
不规则的石块，土层薄、土壤少、难存水，最大
坡度达到 30度以上。”据大唤起分场场长赵
力群介绍，2019年之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
就像塞罕坝百万亩林海中的一小块疮疤，缺

少生机与活力。
自 1962年建场以来，一代代塞罕

坝人坚持绿色发展，创造了荒原变林
海的人间奇迹，铸就“牢记使命、艰苦
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

坡陡栽植施工难、少土保墒难、贫
瘠成活难……开展攻坚造林，意味着
必须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和自然
挑战。站在新的起点，新一代塞罕坝
人不惧艰险、迎难而上，潜心钻研造林
技术，开展各项攻关试验。

车子上不去，就用骡马把树苗运
上山；骡马也上不去的地方，就靠人背
肩扛；乱石坡缺土，就从别处取土再回
填……就是这些“笨办法”，帮助塞罕
坝人成功改造一块又一块石质阳坡，
啃下了“硬骨头”。

经过 10余年的探索，塞罕坝总结
出了包括客土回填、覆膜保水、幼苗保

墒、防寒越冬在内的一整套攻坚造林技术
规范，为国内其他地区开展人工林繁育提
供了宝贵经验。

于士涛表示，2012年以来，塞罕坝累
计完成攻坚造林 10.6 万亩。目前，林场
内石质荒山全部实现绿化，林场森林面积
增加到115.1万亩。

阳光穿透茂密的树林，洒向绿草如茵
的大地。初秋时节，置身林中，耳边传来
阵阵鸟鸣，远处的七星湖碧波荡漾，湖畔
花海美不胜收。

除了树，塞罕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
要保护对象还包括森林、草原、湿地交错
带自然生态系统及其天然植被群落。良
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物种资源，使塞罕
坝成为天然的动植物物种基因库。

经生物多样性调查统计，塞罕坝共有
陆生野生脊椎动物 261种、鱼类 32种、昆
虫660种、大型真菌179种、植物625种。

“狍子、灰鹤、大天鹅、野猪……近几
年，林场里的动物种类越来越多，红外相
机拍摄到的动物画面也越来越丰富。”塞
罕坝机械林场副场长李永东说。

“目前，林场正在适当压缩景点开放
面积。”李永东称，塞罕坝林场共划定1.89
万亩用于集中学习考察和生态观光，约占
林场总面积的1.35％，其余面积全年封闭
管理，禁止游客进入，确保生态资源安全。

据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评估，塞罕坝
每年可为滦河、辽河下游地区涵养水源、
净化淡水 2.84 亿立方米；每年防止土壤
流失量 513.55 万吨；每年可固定二氧化
碳86.03万吨，释放氧气59.84万吨。

如今，塞罕坝的森林生态系统每年提
供着超过 100亿元的生态服务价值。这
方林，在一代又一代塞罕坝人的接力下，
不断续写绿色奇迹。

新华社石家庄8月15日电

一方林：塞罕坝上续写绿色奇迹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规定
生态环境侵权案件范围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记者 齐琪）最高人
民法院 15日发布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正确适用
民法典生态环境保护新规定，对生态环境侵权案
件范围、归责原则、数人侵权等内容作出规定。

为合理确定生态环境侵权案件范围，解释第
1条作出正向规定，明确环境污染包括废水、废气
等物质型污染，以及噪声、振动等能量型污染；生
态破坏包括非法采矿、乱砍滥伐等不合理开发利
用自然资源造成的生态破坏，以及违法引进、释
放、丢弃外来物种等造成的生态破坏。

据介绍，数人侵权是生态环境侵权案件中较
为常见的侵权形态，解释对侵权人的责任承担作
出明确规定，提出两个以上侵权人分别实施污染
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行为
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两
个以上侵权人排放无害物质相互作用产生污染
物，或者两个以上侵权人排放污染物相互作用产
生次生污染物，由于每个侵权人的行为都是损害
发生的原因，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解释明确关于过失相抵规则的使用。结合生
态环境侵权特点，解释遵循侵权责任法基本理论，
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
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重大过失，侵权人请求减轻
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支持，以在保护被侵权人合
法权益基础上更好地平衡当事人双方的责任。

今年 8月 15日是首个全国生态日。习近平
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社会行动起来，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
范践行者。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
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

2005 年 8月 15 日，习近平同志考察湖州市
安吉县，在余村村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科学论断。这一论断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核心理念。

首个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湖州举办，余村
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倍感激动。他告诉记者，十
几年来，村里人牢记嘱托，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
之路，环境好了，百姓富了。当下，安吉县天荒坪
镇联动 24个村建设“高能级、现代化、国际范”的

“大余村”，持续放大余村综合效应，带动周边村
联动发展。

“我们要努力将‘绿水青山’的环境优势转化
为建设‘金山银山’的现实生产力，让小小的余村
焕发新的活力。”汪玉成说。

百名院士全国生态日倡议当天在活动现场
发布。这份倡议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发展“环
境＋”学科新范式、推进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

作为参与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朱彤表
示，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我们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
身体力行、久久为功，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努力。

良好的生态环境，带火了多地的生态旅游。
暑期，凉爽的贵州迎来了五湖四海的游客。作为
洛北河甲书堡河段的一名村级河长，黔南州贵定
县长江村党支部书记何啟银忙着查看河道水质
以及河岸环境卫生等。在贵州，像何啟银这样的
河长有2万多名。

“凡是老百姓叫得出名字的河流，都有河长
负责。”贵州省黔西市河湖长制工作站负责人杨
松说，我深切体会到，河长制推动形成了党政负
责、部门协同，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河湖管
理工作格局，推动河流“长治”。

距离浙江湖州千里之外，在辽宁彰武县大冷
镇上三家子村，年近七旬的村民王炳军蹲在田埂
上查看水稻长势。“在沙坨子边上种水稻，这种事
以前想都不敢想。”他说。

彰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被称为辽宁的
“沙窝子”。70余年，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彰
武人用持之以恒的努力，创造了生态治理的绿色
奇迹。目前，彰武县已完成沙化土地改水田约1.8
万亩，项目区农民户均增收2万余元。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
问题。新征程上，我们要按照总书记要求，保持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后续还将改造上
万亩的沙地，让更多沙地变绿洲。”彰武县生态环
境局局长彭宏川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
下，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蔚然成风。

走进山东万华化学的运输车间，一排排再生
共享托盘在轨道上整齐排列。据测算，万华化学
推行共享托盘，每年可替代200万片实木托盘，相
当于少砍33万棵树木。

“总书记提出要持续推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绿色低碳转型，这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万
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廖增太
说，公司将以“双碳”工作为引领，持续推进行业能
效升级，努力探索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建设。

能源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主战场。2022
年，我国清洁能源消费占比提升到25.9％。

夏秋之交，内蒙古辉腾锡勒草原上，京能辉
腾锡勒风电场的 154台风力发电机与蓝天、绿草
构成一幅美丽的图景。风电场每年向华北地区
输送 2.5 亿千瓦时绿电，相较传统火电可实现每
年减排二氧化碳约20万吨。

“风力发电是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力
量，总书记关于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
控的要求，给风电行业提供了重大的发展机遇。”
风电场场长宋佳奇表示，要把总书记要求落到实
处，紧紧围绕技术创新、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
的发展方向，让草原的风点亮千家万户的灯。

“注重同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

浙江长兴县煤山镇，省道一侧石碑上的“国家级绿色制造产业园”
十分醒目。从过去煤矿、蓄电池、水泥等传统企业林立，到启动产业转
型升级、淘汰“低小散”等污染企业，煤山镇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含绿量”高了，“含金量”增了。浙江昊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车
间主任胡宏平说，现在智能生产线每天的生产量，相当于过去 200个工
人的工作量。园区80％以上员工跟他一样都是本地人，随着产业升级，
他们的工作环境也越来越好。

生态环境保护同每个人息息相关。从“不愿分、不会分”到“主动分、
智慧分”，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垃圾分类志愿者唐金强感受深刻。

“总书记要求持续推进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鼓励我们继续探索
垃圾分类更精准、更低碳。”唐金强说。

神州大地上，生态文明理念正在生长、开花、结果。
在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县”之称的青海玉树州治多县，环保志愿者

江文朋措 10多年来一直坚持捡拾垃圾、宣传生态文明理念。从家人朋
友到陌生人，他的环保志愿者队伍逐渐庞大。

“总书记希望全社会行动起来，我们受到极大鼓舞，要做好生态环
境保护这件事。”江文朋措说，自己做的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它会像蒲公
英一样，将生态环保的种子带到各地。“我们要持之以恒做下去，带动更
多人参与，共同守护这片辽阔美丽的土地。”

再有一个多月，杭州亚运会即将开幕。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内，
从祖国西北源源不断输送而来的绿电，点亮了亚运场馆的灯光。这将
是亚运史上首次全部竞赛场馆常规电力使用绿电。

“‘绿色’是杭州亚运会的办赛理念之一，我们将绿色低碳理念融入
竞赛场馆设计和运营。”杭州亚组委场馆建设部设施运维处副处长李沈
飞说，末端降碳智慧绿网技术在场馆的应用，可以实现“运动”“舒适”

“节能”三种能效管理模式，最终达到精准降碳效果，以实际行动，为共
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为

共

建

清

洁

美

丽

世

界

作

出

更

大

贡

献

—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首
个
全
国
生
态
日
之
际
作
出
的
重
要
指
示
激
励
干
部
群
众
奋
力
推
进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