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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写 美 丽 中 国 新 画 卷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的故事

2023年8月15日，是首个全国生态
日。

18年前，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
间，2005年8月15日考察湖州市安吉县，
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
论断。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
理念。

为了祖国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的足迹遍及神州大地：在重
庆强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
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山
东强调扎实推进黄河大保护，确保黄河
安澜；在贵州察看乌江生态环境和水质
情况；在漓江之上关切桂林山水保护；在
雪域高原叮嘱切实保护好地球第三极生
态……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这场
深刻的绿色变革，为美丽中国建设，为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夯基垒台、指明方向。

（一）绿色之路：“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

远山如黛、流水潺潺、竹林摇曳……
漫步在浙江安吉余村村，深浅不一的绿
意在眼前渐次铺展。

“今年生意特别好。”春林山庄的主
人潘春林边招呼客人边高兴地说，“从靠
山吃山，到富山养山，我们真正体会到绿
水青山就是我们的幸福靠山。”

20 多年前，因发展“石头经济”，余
村村的山变成“秃头光”，水成了“酱油
汤”。痛定思痛，村民们决定换种活法，
相继关停矿山和水泥厂，摸索如何不破
坏环境也能过上好日子。

2005 年 8 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
近平到余村村考察，得知余村村的做法
后评价这是“高明之举”，并首次明确提
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如今，靠着良好生态环境，余村村的
农家乐生意红火，乡村旅游风生水起，竹
林碳汇让村里实现了“靠着空气能卖
钱”。余村村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
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岁月如梭。2020 年 3 月，一个春雨
绵绵的日子，习近平总书记重访余村村，
看到村里的变化后欣慰地说：“余村现在
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
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

一个小山村如同一扇窗，映射出习近
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深邃思考。

“我对生态环境工作历来看得很
重。在正定、厦门、宁德、福建、浙江、上

海等地工作期间，都把这项工作作为一
项重大工作来抓。”习近平总书记说。

党的十八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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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中国坚定走上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四川宜宾，“万里长江第一城”。岷
江和金沙江在此交汇，长江始称“长
江”。远山叠翠，江水滔滔，岸边“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几个大字格外醒目。

2022年6月8日，三江汇流处，习近
平总书记驻足眺望，听取情况介绍。

当地负责同志汇报：宜宾市也曾面
临“化工围江、污染绕城”问题。近年来，
通过清退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关闭造纸
小作坊、关停江边挖沙场、减少污水排放
等措施，持续改善岸线生态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表示肯定，同时强调：
“作为长江上游城市，要强化上游担当，
不能沿江‘开黑店’、排污水，要以能酿出
美酒的标准，想方设法保护好长江上游
水质，造福长江中下游和整个流域。”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已经深
入人心，产业转型升级、沿江岸线整治、

“十年禁渔”等举措正在落地见效……长
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
历史性、转折性变化，重现一江碧水、两
岸青山。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也重塑和改变
着人们的生活。

前不久，一封特殊的回信，让上海市
虹口区嘉兴路街道的垃圾分类志愿者们
备受鼓舞。

这封信的落款是：习近平。
“我想起五年前同大家交流垃圾分

类工作的情景，你们热心公益、服务群众
的劲头让我印象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在
回信中说。

五年前，2018年11月6日，在上海考
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虹口区市民驿站
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这里，几位年轻
人正在交流社区垃圾分类推广的做法。
一位小伙子告诉总书记，参加公益活动
对年轻人来说都是新时尚。

“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习近平总
书记说，垃圾综合处理需要全民参与，我
关注着这件事，希望上海抓实办好。

8个月后，2019年7月1日，《上海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施行。

五年过去了，如今的上海，全市生活
垃圾已全量无害化处理，自觉将垃圾分
类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习惯。志愿者们
把来之不易的成绩写信报告给总书记，
表达决心为推动垃圾分类在更大范围开
花结果贡献力量。 （下转第3版）

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写在首个全国生态日

人民日报评论员

共促生态文明建设，共绘美丽
中国画卷。在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在全党深入开展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之际，我们迎
来了首个全国生态日。全国生态日
的设立，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
高度重视，有利于更好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大众化传播，增
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不断取得新成效。

生态兴则文明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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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全
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开
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

作，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
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
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
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
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
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我国天更蓝、
地更绿、水更清，万里河山更加多姿
多彩。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
理论到实践都发生历史性、转折性、
全局性变化， （下转第3版）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吕阳阳）8月13
日，在策勒县奴尔乡万亩向日葵种植基地，
一朵朵挺拔的向日葵争相吐蕊，一簇簇鲜黄
的花盘竞相争艳，绿叶黄花，让人心情愉
悦，恋恋不舍。放眼望去，向日葵高矮相
间，泛出一圈圈光环，构成了初秋一抹绚丽
的金色海洋。

近年来，奴尔乡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种植
万亩优质向日葵、千亩杏子、百亩白菜，通过
不同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与此同时，结
合绿色环保产业不断深化乡村旅游，推进农
文旅深度融合，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有
机统一，助推乡村振兴。

聚 焦 高 质 量 发 展

地区破解农民多胎羊规模养殖生的多活的少的难题
地区融媒讯 （记者 阿巴拜克

日 实习记者 于凯莉）“艾海提巴克
大叔，您的羊现在到育肥阶段了，要多
给羊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饲料补充营
养，像豆饼、麦秸、玉米之类的都可以。”
8 月 13 日，刘黎指导养殖户艾海提巴
克·阿里木科学化、规范化养殖。

刘黎是地区畜牧技术推广站站长，
有着丰富的畜牧工作经验，是养殖户口
中的“羊专家”。这个季节的多胎羊大
部分处于育肥阶段，刘黎每天都要去养
殖户家中指导科学化、规范化养殖。“新
疆农区多胎羊高效养殖技术体系集成
及产业化应用”是刘黎与科研团队一直
以来研究的课题。“如何让养殖多胎羊
投入少回报高？”成为科研团队思考的
问题。

2017年以前，因设施不科学、设备
不配套、技术不过关等因素影响，新疆
农区多胎羊产业仍处于小规模试点性
养殖。社会层面曾给出“养不成、养不
好、养不活、效益差”的结论。

2018 年，和田地委将多胎羊产业
列入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产业
振兴的重要途径全力推进，推动农区多
胎羊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目前，多
胎羊产业发展速度快、规模大，配套设
施基础扎实，产业化格局已基本形成，
为肉羊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呈现
加速发展趋势。

科研团队针对多胎羊养殖中存在
的优质种源供给不足、设施设备不配
套、养殖关键技术滞后、产业扶贫成效
不显著等问题，历时5 年多时间，围绕
集约化规模高效生产技术体系、产业提
质增效模式、科研创新与生产服务保障
三大任务开展研究和大规模推广应用，
已形成适合新疆示范推广的农区多胎
羊集约化规模养殖高效生产技术体系、

提质增效模式和与之配套的科研创新
及产业发展服务平台。通过多胎羊配
套技术示范推广，有效破解了农区多胎
羊集约化规模养殖中存在的“生的多、
死的多、活的少”难题，养殖生产水平和
综合效益显著提升。同时获得了2022
年度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如今，多胎羊养殖技术在和田取得
了优异成绩，多胎羊繁殖率高、出肉率
高，不仅满足了和田当地人对羊肉的需
求，同时也为养殖户带来了不错的经济
收益。

在墨玉县碧邦羊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疆畜牧科学院畜牧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云生博士说：“我们现在用的就是多
胎羊高效养殖技术，运用了现代的圈舍
设计，用漏缝板可以使羊蹄和粪污分
离，达到减少羊与病原菌接触的效果，
极大地降低了羊群的发病率。目前母
羊的产羔率达到 240%以上，羔羊成活
率达到95%以上。”

8月13日，地区畜牧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在养殖户圈舍为怀孕母羊做B超。 地区融媒记者 阿巴拜克日摄

新疆红枣产业技术体系专家

在 和 开 展 技 术 交 流
地区融媒讯 （记者 亚合甫

江）8月14日，来自新疆农科院、中国
农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院校的
30 名专家学者来到策勒县、洛浦县
开展新疆红枣产业技术体系观摩，交
流新疆红枣省力化轻减栽培等技术。

专家一行在策勒县新疆红枣产
业技术体系塔南综合试验站——新
疆沙漠枣业有限公司红枣种植基地
和洛浦县乾元丝路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红枣种植基地进行观摩交流，并了
解红枣品种、栽培、植保、加工及销售
等情况。

“通过观摩，将来红枣栽培模式
走的就是省力化方向，在保障效益的
前提下，降低生产成本，助力新疆红
枣提质增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
疆红枣首席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新疆昌吉现代农业试验示范站站长
韩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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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农林专家在红枣基地观摩交流。
地区融媒记者 亚合甫江摄

全国专家学者来和共商

新疆桑蚕产业高质量发展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张亚辉）8

月14日，新疆第二届桑蚕产业发展论
坛在和田开幕。论坛邀请全国知名专
家学者、相关企业负责人来到和田，共
商新疆桑蚕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计。

开幕式上，原农业部党组成员、中
纪委驻部纪检组原组长、中国丝绸桑
蚕品牌集群主席朱保成通过视频进行
发言，他表示，随着东桑西移和产业结
构调整，新疆的桑蚕丝绸产业迎来了
难得的发展机遇，希望大家以此次论
坛为契机，从政策指导、品牌服务、技
术支持、市场开拓等方面给予桑蚕行
业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促进桑蚕产
业高质量发展。

和田桑蚕产业历史悠久，滋生出
享誉国内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艾德莱
斯绸和桑皮纸，和田人民对养蚕有很

深的感情。“桑树全身都是宝，可以制
作桑芽菜、桑叶茶、桑皮纸，种植桑树
还可以防沙治沙，是一个多元化发展
的产业。”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
会桑蚕产业创新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震海说，“我们将加大对南疆地区盐
碱地的研究力度，助力南疆发展好桑
蚕产业。”

中国蚕学会理事长、家蚕基因组
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桑
蚕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西南大
学桑蚕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院长、
长江学者代方银，中国优质农产品开
发服务协会桑蚕产业创新工作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震海，塔里木大学食品科
学院院长侯旭杰，全国各省桑蚕科研
院所、高校专家学者，地区及和田市有
关领导参加开幕式。

2023年6月28日，十四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将8
月 15 日设立为全国生态日，主题
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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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发出如下倡议：

一要广泛宣传生态文明理
念。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学习宣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增强环保意
识，树立绿色文明观念，把个人的
环保行为视为个人文明修养的组
成部分，用行动传播生态文明，共
同守护生产生活环境之美。

二要积极行动践行“两山”理
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自觉遵守生态环境
保护法律法规，关注环保热点，积
极建言献策，结合工作实践和日常
生活，踊跃参与保护生态环境公益
行动和宣传实践活动。

三要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倡导
绿色低碳生活。从点滴小事做起，
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树牢节约优先

生活理念，坚持节约粮食、反对浪
费；拒绝商品过度包装，使用可循
环利用包装物，限制使用一次性塑
料制品，鼓励使用家庭自备布袋和
菜篮子，非必要不使用一次性茶
杯、塑料餐具等。坚持绿色出行理
念，选择乘坐公共汽车、骑车、步行
等绿色出行方式，有效保护大气环
境，减少交通拥堵。

四要从自身做起共同参与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各类企业、广
大群众要积极推广使用清洁能源，
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杜绝超标排放
大气污染物，努力改善环境空气质
量；共同参与碧水保卫战，落实“河
湖长制”“林长制”要求，持续开展
节水减排工作，提高再生水利用
率；积极参与净土保卫战，参加植
树绿化活动，不向土壤排放污染
物，科学使用化肥、农药，提高土壤
净化改善能力。

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争做绿
色发展的传播者、推动者和守护
者，从点滴做起，从日常做起，从现
在做起，携手共建大美和田！

和田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年8月15日

全 国 生 态 日 倡 议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