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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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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以牺牲环
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
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全党全国推动
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
强，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
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
性、全局性变化。

“绿色答卷”令人民满
意、世界瞩目

夏日的白洋淀，碧波荡漾，荷红
苇绿。辽阔的水面上，一群活泼可
爱的青头潜鸭幼鸟跟随“父母”在芦
苇丛中穿梭。这意味着，世界极度
濒危物种青头潜鸭将白洋淀作为了
繁殖地。

近年来，通过系统治理，“华北
明珠”白洋淀水质从劣Ⅴ类提升至
Ⅲ类，进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生物
多样性显著增加，生态环境治理实
现阶段性目标。

白洋淀的生态之变，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
一个生动缩影。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高度，大力推动生态文明
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
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
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
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

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建设纳
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必须树立和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写进
党的十九大报告；“增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写入党章；生态
文明写入宪法……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从历
史长河来看，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
能留给后人点什么，我看生态文明
建设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生态
文明建设最能给老百姓带来获得
感，环境改善了，老百姓体会也最
深。”

9 月 1 日，2022 年服贸会，首钢
园里一个展位上，3000 多张照片引
人注目——

从 2013 年开始，北京市民邹毅
坚持每天早上拍摄同一地点的天
空。2013 年 2 月的照片里，灰蒙蒙
的色调占据了大多数画框。今年 2
月，蓝天已经成为照片中最亮丽的
风景。

10 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明
显改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不断取得新成效——

天更蓝。与 2015 年相比，2021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平
均浓度下降34.8%，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率提高到87.5%。

水更清。2021 年，全国地表水
优 良 水 质 断 面 比 例 为 84.9% ，比
2012年提高了23.3个百分点。

家园更美。全国森林覆盖率达
到 24.02%，森林蓄积量达到 194.93
亿立方米，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
连续保持“双增长”。

我国以年均 3%的能源消费增
速支撑了年均 6.5%的经济增长，能
耗强度累计下降26.2%，是能耗强度

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
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
动，我国在续写世所罕见的经济快
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
同时，交上了一份令人民满意、世界
瞩目的“绿色答卷”。

全方位、全地域、全过
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前些年，贵州的母亲河乌江一
度拉响生态警报。经过多年治理，
2021年乌江流域水质总体为“优”。

乌江流域磷矿资源富集。乌
江治污，难在治磷。贵州在磷矿、
磷化工、磷石膏库“三磷”整治上突
出刚性措施，通过实施一揽子污染
防治举措，从根本上解决乌江磷污
染问题。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着
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为换回蓝天常在，全国近 10.3
亿千瓦煤电机组实现超低排放，6.8
亿吨左右粗钢产能完成或正在实施
超低排放改造。

为守护碧水长流，各地新建污
水管网9.9万公里，新增污水日处理
能力4088万吨。

为留住鸟语花香，约 1/3 的行
政村深入实施环境整治，农业生产
实现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
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

10 年来，越织越密的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可靠
保障——

制定修订了土壤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长江保护法等多部

法律，覆盖各类环境要素的法律法
规体系基本建立。建立健全生态补
偿制度、河湖长制、林长制、环境保
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等一系列
重要制度，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更
加健全。

生态环境需要保护，生态警钟
需要长鸣。守护绿水青山，要让制
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
压线。

初秋，祁连山北麓的大马营草
原依然绿意葱茏、生机勃勃。

祁连山是我国西部地区的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一度无序无度开发，
造成冻土破碎、植被稀疏，局部生态
破坏。2017年7月，中办、国办通报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
环境问题，上百人被问责。

痛定思痛，甘肃以“断腕”决心
狠抓整改。如今，祁连山生态保护

“由乱到治，大见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陕西延

安削山造城、浙江杭州千岛湖临湖
地带违规搞建设、腾格里沙漠污染、
洞庭湖区下塞湖非法矮围等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
示，要求严肃查处，扭住不放，一抓
到底，不彻底解决绝不松手。

坚持问题导向、曝光典型案例、
精准有效问责……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敢于动真格，不怕得罪人，咬
住问题不放松，成为推动落实生态
环境保护责任的硬招实招。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
下，党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作
风上全面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
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更加自觉
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
展，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
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
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
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
明建设。”

在海南，约七分之一的陆域面
积圈进了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保护区
内，山里农民搬出来，小水电站退下
来，电子围栏架起来。

今年初，喜讯传来：雨林“精灵”
海南长臂猿再添一只婴猿。这一濒
危物种的种群数量从之前的只有不
到10只恢复至5群36只。

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大山深
处的毛纳村不砍树、不占田，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业和茶叶特色产业。村
民王琼香说，她的茶园每年有 10多
万元收入，毛纳村家家户户种茶脱
贫致富。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开展一系列
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

推动划定和严守生态保护红
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
线，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刚性约
束。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共划分 4
万多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基本
建立起一套全地域覆盖、跨部门
协同、多要素综合的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体系。

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退耕
还林还草等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深
入推进，我国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
长最多的国家。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加快建立，设立三江源、大熊
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
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启动了北京、
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共同
推动形成较为完整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体系……

一系列制度举措有力护航，描
绘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图景。

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
的共同挑战。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引领下，我国已成为全球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
引领者。

这是中国的庄严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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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不避难，久久为功。我国把
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
设整体布局，陆续发布“双碳”目
标下的“1+N”政策，加快发展风
电光伏等新能源，努力推动绿色
低碳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全社会的
自觉追求。

全民义务植树蓬勃开展，野生
动物保护志愿者遍布山林，节约粮
食、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越来
越多的人用实际行动守护着美丽
中国。

新征程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亿万人
民保持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定力，
锲而不舍，接续努力，必将汇聚起更
加磅礴的力量，为子孙后代留下一
个清洁美丽的家园。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美丽中国展新颜
——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述评

新华社记者 高敬 胡璐 黄垚

茂名日报报道，日前，市委书记
庄悦群到茂南区官渡街道隔坑社区
实地察看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情况，
并强调要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与民
生工程结合起来，集中精力解决一
批老旧小区改造、环境卫生改善等
群众反映最迫切的民生难题，以“小
切口”推动民生“大变化”。

“十四五”期间，我市将持续加
大老旧小区改造力度，推动 729 个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我市的老
旧小区多半建于二十世纪的八十年
代与九十年代，往往建设标准较低、
建筑功能不完善、建筑密度较高，随
着时间推移与失于管理，其居住功
能与居住体验不断被弱化。此外，
老旧小区也往往与城市同步生长，
所以，老旧小区很大部分都地处城
市的中心地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其土地价值也在不断升值，商业
潜力不断凸显。总而言之，现阶段
老旧小区面临的困难与机遇并存，
有效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从而“化困

为机”是城市新时期建设的重要内
容。

有效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一方面
能完善小区原有的功能、改善居民
群众日常生活的人居环境，另一方
面，从城市发展的维度看，通过进一
步加强老旧小区改造、挖掘其商业
价值，能够进一步激发城市经济活
力、优化城市区域功能、提升城市整
体形象。

要做到有效推进老旧小区改
造，就必须有全面、历史、发展的观
点。

以全面的观点找准老旧小区改
造的功能定位。无论是要研究一个
城市的发展，还是一个小区的规划，
都要调查了解清楚它与周围地域
之间的关系。城市老旧小区往往
和商业区、办公区、新建小区混杂
在一起，由于长期割裂与阻断分
离，造成老旧小区内部消极低效、
脱节落后的现状，实际上，老旧小
区与周边的功能板块存在着不同

的功能诉求与内在联系，但由于没
有做到有效复合，给城市功能运转
增加了成本。老旧小区要重新焕
发生机活力，就必须找到其对整个
区域的价值所在，更具体的来说就
是其相对商业价值，小区商业经济
一旦发展起来，其他的很多矛盾问
题都会迎刃而解，这是客观的社会
经济规律。所以，用全局的视野、
用全面的观点观察找准小区商业
价值定位，是谋求老旧小区焕发新
生活力的“造血点”。比如，在工厂
分布较多的老旧小区可以引导布
局经济餐饮、维修器械等配套品
类；在商业区周边的老旧小区可以
设计配套相应的商业服务场所；在
办公区附近的老旧小区可以引导
相关文印、广告等功能商业布局，
形成“功能互补、各得其所”的城市
功能格局。

以历史的观点细化老旧小区改
造的具体思路。一个小区留存到今
天，它是带着深厚的历史痕迹的，形

成了这个小区特有的习俗、风貌。
如果离开小区所形成的历史，或者
说忽视它的所有过去，盲目地与其
他新建小区作比较，或者直接对标
其他现代化小区的模子去打造，就
会脱离现实，为当地居民群众所不
接受。老旧小区有其“老”的味道，
有其“旧”的魅力，中国著名建筑学
家梁思成提出“修旧如旧”就是强调
要把老建筑的历史、文化传承好。
老旧小区改造要尊重其发展历史，
把具有自然生长肌理、有历史文化
开发价值的街区空间改造好，像上
海的里弄、成都的宽窄巷子、丽江
凤凰的小街小巷那样，通过精细化
的有机更新与微设计、微改造，变
旧为宝、变弱为特，让具有历史文
化基础的老旧小区充分展现其独
有的文化底蕴与历史魅力，激发潜
在的文旅产业发展价值。我市的
露天矿小区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
老旧小区，其小区的建筑历史，同
时也记录了茂名石化六十多年的

发展史。露天矿小区因地制宜，在
小区的绿化角落、小区四周墙体布
置了许多别具匠心的茂名石化设
计元素，向来到小区游玩的朋友充
分展示了茂名石化人“从石头里榨
出油”的苦干实干精神，是茂名人
尊重小区历史、传承小区历史、发
展小区历史的一个优秀老旧小区
改造案例。

以发展的观点引领老旧小区改
造的未来标向。城市是在不断发展
的，老旧小区的改造也要随着城市
的发展而发展。如果我们用以前的
眼光看今天的老旧小区改造，就一
定会出问题。所以不能简单地把从
实际出发理解为从今天出发，而要
结合城市的发展变化考察到小区今
后的发展变化。随着科技的不断发
展进步，未来的城市必将是更加智
慧的城市，未来的小区也必将是更
加智能化管理的小区。老旧小区改
造不仅要立足当前现状做好一些必
要的基础设施改善、功能定位布局

与文化历史空间修整，更重要的是
要以更高远的视野、更超前的眼光、
更发展的维度面向未来，围绕让居
民生活更美好、居住更舒心、工作更
便利等切身需求打造智慧小区，包
括针对老年人的实际需要加装感应
探头、设立适老化设施、大数据互联
网设施等智慧平台。在现在就以适
度超前的标准去进行谋划建设，从
短期上看，可能看起来花费不少，但
从长远来看，这是老旧小区改造必
然的选择、是小区发展未来的方向、
是最能节约城市建设重复成本的经
济之选。

老旧小区改造涉及面广、涉及
人群复杂、资金缺口较大，要始终坚
持以全面、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谋划
老旧小区改造，坚持以人为本、居民
自愿、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真正实
现改造项目功能定位明确、自身风
格凸显、符合群众需求，让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生动
实践。

老旧小区改造要有全面、历史、发展的眼光
陈丹琳（茂南）

“数字月饼”
图/文 王铎 童戈

中秋佳节刚过，相比往年，现实生活中的“天
价月饼”现象现在已经少了许多。而在元宇宙的
领域里，天价的数字月饼却不断涌现，这些摸不
着、吃不了的数字月饼价格上千甚至高达 10 万
元，这究竟是“创新”，还是“割韭菜”？（新闻来源：
证券时报）

“天价月饼”式微了，“数字月饼”又来，并且
价格竟高达10万元，不得不佩服商家的想象力，
总能在月饼上玩出新花样。然而月饼是用来吃
的，而元宇宙里卖的“数字月饼”是个什么东西，恐
怕很多人都说不清楚。这样的“月饼”实际上与月
饼已经并没什么关系，只不过是披着月饼外衣的
金融产品。借月饼搞金融产品炒作是有风险的，
普通消费者如果看不懂还是尽量少碰，千万不要
因为好奇而跟风炒作，以免遭受金钱损失。

中秋节放假三天，笔者到信宜美丽乡
村逛了一圈，所到之处，只见村道干净，民
舍杂物摆放整齐，车辆停放有序，村民游人
彬彬有礼，处处呈现出文明过节的新风尚。

节日里，大家心情愉悦，尽情享受幸福
生活。文明过节逐渐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
常态，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标志。并且不
管在节日还是日常，我们都应坚持做文明
人、办文明事、说文明话，让自己从“里子”
到“面子”一起文明。

文明过节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文明是
举手投足之间凝结成的美丽，是我们共创、
共建、共享的幸福之果。文明过节本质上
是对文明公约的遵守，要靠大家自觉践行、
相互监督、共同推动。如果人人都争做文

明的践行者，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和文明礼仪规范，自觉做到文明服务、文
明经营、文明出行、文明旅游、文明餐饮，文
明上网；在公共场所不争吵谩骂，不大声喧
哗，不乱涂乱画，不乱丢垃圾，不随地吐痰
便溺，自觉维护环境卫生，不在禁止吸烟的
场所吸烟，不酗酒滋事，用点点滴滴的文明

“微力量”助推城市文明程度的大提升，文
明社会就会蔚然成风。

人人都是文明主体，人人文明则城市
文明。让我们每个人都积极行动起来，从
细节做起，传递文明正能量，推动文明过节
成为新风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全面推进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不断开辟茂名文明创
建新境界。

让文明过节成为新风尚
梁栩（信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