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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积累：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一、热点概述

习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指引下，我们把“绿色”纳入新发展理念，把“污染防治”纳入三大攻坚战，把“美丽中国”

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法尺度

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然而也

必须清醒看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挑战重重、压力巨大、矛盾突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还有不少难关要

过，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还有不少顽瘴痼疾要治，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二、答题素材

1.道理论证：

（1）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不会在“吃祖宗饭，

砸子孙饭碗”的道路上野蛮生长，不会置全球生态安全、人类生存安全于不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告

诉我们：“我们的发展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人民过得更好一些。但是，如果付出了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

把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给破坏了，最后还要用获得的财富来修复和获取最基本的生存环境，这就是得不

偿失的逻辑怪圈。”

（2）“生态治理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如果因小失大、顾此失彼，最

终必然对生态环境造成系统性、长期性破坏。”我们推进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修养生息，采取了诸如

长江禁渔、封海休渔、退耕还林等一系列措施，实际上正是在算大账、算综合账，维护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充分展现出留白的明智和长远的眼界。

（3）在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总书记强调，今后 5 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要深入贯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

设取得显著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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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西方治理与中国治理对比：

（1）以资本为中心 VS 以人民为中心

在“以资本为中心”的思维驱使下，西方采用“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陷入了“为一时经济繁荣

而牺牲和损害环境”的发展陷阱。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也接踵而至。在大

发展带来的大污染之下，英国伦敦曾沦为世界文明的雾都，而后再开始耗时良久的国土综合治理工程；

美国也曾在从镀金时代向进步时代的转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区别于西方式生态治理，中国式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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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现代化超越了资本逻辑的控制和束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核心理念，秉承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追求，致力于为最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创造生态良好的现实生

活空间。

（2）短视思维 VS 系统思维

在西方资本主义的逐利思维下，他们片面过度追求经济发展，一心谋求短暂的眼前利益，无视人类

的长远发展，使得向往进步的热切期望变成了资本逐利的畸形行为，使得多数人的利益始终为少数人的

贪欲让路，由此而来的是破败、支离破碎的人类生存环境。

习总书记指出：“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

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在全面开展生态系统健康诊断的同

时又立足区域差异性，依据先天自然条件精准施策、对症下药，在摒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简单化、

碎片化治理中突出统筹协调、整体谋划的系统思维。

（3）控制自然 VS 敬畏自然

17 世纪以后，随着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西方开始进入现代化模式的膨胀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与

自然的关系发生了严重的错位，“统治自然、控制自然”的观念开始萌芽。人从匍匐在大自然面前的奴

婢，变成了大自然的主人，成为控制地球的主宰。未得到尊重的自然，当然也不会向人展现出她如母亲

般温和的一面，被污染和被破坏的自然也极大地反噬着人类的生存环境。

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重视生态环境的优先性地位，倡导在自然的限度内进行发展、在协同治理中

给自然留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

可胜用也。”《孟子》中这段话体现出中国古人对这一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几千年来，我国先民很

早就懂得“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的道理，形成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领导人在内蒙古考察时说，发展经济的时候也要保护生态环境，而不是竭泽而渔，在保护生态环

境的时候，也不能不管经济发展。请谈谈你的理解。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观点启示类）——答题结构【点题表态-分析-对策-总结】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表态：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生态环境保护

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第二步——分析：

近年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污染治理力度大、制度出台频度密、监管执法尺度严，生态环

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和项

目被关停并转，一大批污染企业退出，经济增长在这段时间内会受到一定影响。然而，经济发展不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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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实际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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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生态保护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做得好，老百姓居居住环境更好了、自然资

源再生能力更强了，经济发展自然也就更加可持续，发展空间只会越来越广、发展前景也只会越来越好。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为生态保护提供物质保障。经济发展能够为生态补偿、生态治理修复等提供坚

实物质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

第三步——对策：

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今天，我们需要探索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新道路。

第一，要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培育壮

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

第二，要加快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

生态意识，培养生态道德和行为习惯，努力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第四步——总结：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要始终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不动

摇、不松劲、不开口子，努力探索出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