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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阅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考生在平时可以多阅读一些权威媒体的报道或时评，一是对阅读素材的积累，二是对写作手法的借

鉴。展鸿教育挑选了一些文章，供各位考生阅读参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

美生态环境需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对于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以及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经济增长与生态优化相统一的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但也积累了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善于总结经验、

汲取教训、不断发展壮大的党。面对生态环境问题，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逐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态转向。在理论层面，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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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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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层面，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

系建设，促使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环境高水平保护的统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生态价值、经济价值与人的价值相统一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发展观偏

重于生态系统中的资源环境之于人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生态价值与人的价值的实现，人与自然的关系

是敌对的、冲突的、异化的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

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生态价值就是绿色 GDP，生态本身就是价值。“绿水青山”不仅能

创造出林木等资源本身的生态价值，还可以创造出由资源环境所带来的生态农业、林下经济、旅游经济

等经济价值。同时，人通过有意识、有目的地利用和改造自然，促成人的价值的实现。当前，我国社会

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不仅

包括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还必然包括提供更优质的生态产品，建构更加清洁美丽的生存环

境。这要求我们一要树立整体观、系统观、全局观，将自然、人、社会看成一个有机整体，盘活山水林

田湖这个生命共同体；二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改善生态环境的

热切期盼，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新的增长点；三要加强制度供给，强化

制度执行，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构筑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如此，

“绿水青山”方能发挥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实现民族复兴与世界大同相统一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

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

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中国从不主张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

而是秉持兼容并蓄的理念，与世界各国一道解决全球问题。中国共产党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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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谋复兴，还要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面对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部分发达国家意图继续

坐享“红利”，仅仅依靠技术的手段缓解生态环境压力，提出较保守的治理策略；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

却面临着如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的现实困境。对此，中国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模式，这是对西方式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反思与超越，为那些既希望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而又不

希望走西方传统“破坏—治理”老路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系

统总结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我国乃至世界如

何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中国共产党站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立足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美丽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目标，系统而深

刻地阐明了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断。这是一项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空前

伟大的事业。展望未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将以美丽中国的生动画卷，为人类现代

化进程提供全新选择与全新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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