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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8月15日电 在首个全

国生态日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

要指示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关系党的

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民生

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要保持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注重同步推

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以“双碳”

工作为引领，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

排放双控，持续推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习近平希望全社会行动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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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个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 15 日在

浙江省湖州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活动开

幕式，传达习近平重要指示并讲话。

丁薛祥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

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

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

文明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成为新时代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的显著标志。新时代新征程，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的突出位置，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

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要持之以恒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坚持把

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治理，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

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做到在发展中降碳、在降

碳中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生态

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健全

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要以全国生

态日主场活动为契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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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良

好社会氛围。

2023年 6月 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决定，将 8 月 15

日设立为全国生态日。首个全国生态

日主场活动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中

央宣传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

部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主题

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习近平在首个全国生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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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薛祥出席主场活动开幕式并讲话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8 月 16 日

出版的第 16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中国式现代化是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文章强调，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

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

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

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

的鲜明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

了中国式现代化5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深

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这

既是理论概括，也是实践要求，为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

文章指出，要把中国式现代化的中

国特色变为成功实践，把鲜明特色变成

独特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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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建成 2500 多个数字化车间和

智能工厂，带动钢铁、石化等流程型工

业的绿色发展水平大幅提升；布局 49个

国家公园候选区，保护了 80%以上的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及其栖息

地；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十年间从 3.3

亿千瓦增长到 13.8亿千瓦……

百川归海，向绿而行。8 月 15 日，

首个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浙江湖州

举行。活动期间，涉及工业绿色低碳发

展、生态资源保护红线、林草生态文明

建设等方面的多项重要成果发布，全

景展现了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丽图景。

强化低碳科技创新
经济绿色转型动能澎湃
“我国森林覆盖率达 24.02%，森林

蓄积量 194.93 亿立方米，成为全球森林

资源增长最多最快的国家，生态系统碳

汇稳步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赵辰昕发布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宣示三

周年重要成果时说。

三年来，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

级，绿色低碳政策体系更加完善，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稳步推进，“双碳”工作基

础能力显著增强。

谈及产业结构优化，工业和信息化

部总工程师赵志国介绍，2022 年，我国

已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

料、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等多领域建

成 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主导产业

总产值达到 20万亿元。

近年来，随着能源技术不断提升，

国内稳步推进氢能、生物燃料等替代能

源在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和领域的

应用，工业领域用作原料、材料的煤炭

年转化量超过 1亿吨标准煤。

“2022 年，国内 10 种重要再生资源

综合利用总量比 2012年提高约 1.4倍。”

赵志国说，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建设也

加快推进，截至今年 6 月底，国家层面

共创建绿色工厂 3616家、绿色工业园区

267 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403 家。

绿色工业园区平均固废处置利用率超

过 95%，能源资源利用水平显著提升。

（下转第三版）

全景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首个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发布多项重要成果

8 月 15 日，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生

态文明主题活动，迎接首个全国生态日

的到来。科技日报记者分赴福建、江

西、贵州、海南，参与当地特色主题活

动，实地感受我国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新

变化、新成就。

碧海蓝天、鸟飞鱼跃、生机盎然……

从保护生物多样性到提升人居环境监

测水平，从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到建立生

态大数据，我国生态文明试验区正积极

发挥首创精神、大胆实践探索，执起“绿

色”之笔，绘就一幅幅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好画卷。

守护绿水青山 换来
金山银山
“有了这套设备，森林碳汇数据再也

不是‘糊涂账’了。”站在福建省龙岩市白

砂林场观测塔前，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

学学院教授陈镜明兴奋地向记者介绍，

这是由该院研发，一周前刚启用的“通

量—大气—遥感观测平台”，用于移动采

集森林碳汇和其他大气过程参数。

与以往的固定观测塔不同，这一平

台一改传统固定采集单塔模式，使用双

塔移动采集，为全球首创，极大提升了

采集生态基础数据的精准度，将更好地

服务于我国开展森林碳汇和气候变化

等大科学问题的研究。

作为我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多年来，福建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聚

焦碳中和目标，从发放全国首批“碳票”

到建立全国首个农业碳汇交易平台，开

展了一系列首创性探索实践。

推广新能源、建筑节能改造、提升

智能控制技术，如今绿色低碳的可持

续发展理念已融入福建经济社会发展

的方方面面。2021 年，由国贸控股集

团打造的两栋 137 米双子星写字楼，通

过购买二氧化碳排放量，抵消大楼产

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厦门首个“零

碳大厦”。

近期，在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年珠

村山林里，野生动物调查人员拍摄到白

鹇、果子狸、白腹巨鼠、黄腹鼬等 8 种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及“三有”动物觅食、休

憩的活动影像。一处洞穴 8 种动物现

身，这里的生态何如，不言而喻。

“‘江豚微笑’‘万鸟齐翔’已成为美

丽江西生动名片。”在江西主场活动中，

相关负责人介绍，2020 年起，江西省长

江、鄱阳湖等重点水域开始实施禁捕退

捕，3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今年，江西将禁捕退捕范围扩大

至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等“五

河”干流天然水域，探索生态捕捞机

制，建立生态渔业发展模式。如今，鄱

阳湖国际观鸟周、江西森林旅游节等

品牌影响力不断增强，美丽江西的成色

不断提升。 （下转第三版）

共 赴 山 水 之 约
——我国生态文明试验区奋力书写“绿色答卷”

新华社内罗毕8月14日电（记者黎
华玲 李成）14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斯瓦希里文版首发式暨中肯治国

理政研讨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

中肯与会嘉宾和专家学者认为，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集中反映了

习近平主席的治国方略，中国发展取得

的成就和经验为包括肯尼亚在内的广

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一卷斯瓦希里文版的出

版，是两国出版界、翻译界通力合作的

重要成果，也是中肯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互鉴的生动见证。新书的出版发行将

促进非洲读者认识和理解中国道路的

历史纵深和文化根基，中国共产党为了

谁、依靠谁的执政理念，以及建设更加

美好世界的中国智慧。

与会嘉宾表示，今年是中肯建交 60

周年，双方将以这次活动为契机，深化

人文交流、促进传统友好，为建设中肯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作出积极贡献。

首发式上，中肯嘉宾共同为《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一卷斯瓦希里文版新书

揭幕，中方向肯方赠送了新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斯瓦

希里文版由外文出版社和肯尼亚文学

局共同翻译出版。截至目前，《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已翻译出版 37个语

种，发行覆盖 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宣部负责同志、中国驻肯尼亚使

馆负责同志，肯方高层政要、政党领袖、

媒体、智库代表等各界人士约 500 人参

加了首发式和研讨会。

本次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指导，肯尼亚文学局、中国外文局、中

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共同主办。

当天，中肯相关方面还举办了 2023

“非洲伙伴”媒体合作论坛、肯尼亚中国

电影节等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斯瓦希里文版首发式
暨 中 肯 治 国 理 政 研 讨 会 在 内 罗 毕 举 行

◎洪恒飞 卢馨怡
本报记者 江 耘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浙江生态建设久久为功，绿色成为发展最动人的色彩。浙江省域控断面优良水质
比例达到97.6%，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不断创造历史最好水平；空气质量在全国重点区域达标，省域森林覆盖率达到61.15%。山
更绿、水更清、天更蓝、地更净，浙江生态持续向好，逐步探索出一条经济转型升级、资源高效利用、环境持续改善、城乡均衡和谐
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图为在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拍摄的钱塘江源头河——马金溪及沿岸村庄。当地最大限度地保留流域滩地滩林，将“固堤+
绿岸+慢道”结合建设，带动乡村旅游和民宿经济大力发展（8月2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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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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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