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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人
都应该做践行者、推动者。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必须正确处理自治与共治的关系，树立全民行
动观。

生态文明建设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
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
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
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
外。这次疫情爆发的一个深层原因，就是全民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仍然不强，关心、参与、监督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主动性、自觉性仍有待提
高。近些年来，野生动物疫源疾病越来越多，而
现实生活中人们对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治
理等“高认知度、低践行度”现象普遍，生态环境
的全民行动观还远没有落到实处，全民积极参
与生态文明建设依然任重道远。推动形成全社
会共同参与疫情防控的积极态势，用14亿人的
智慧和力量汇集起全面战胜疫情的磅礴力量。
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提升和锻造公民的道德素养
与生态道德品格。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通过
做公正的事成为公正的人，通过节制成为节制
的人。”这表明，具有某种美德的人是通过实践
锻造而成的，只有在日常生活中躬身践行美德，
我们才能把自己塑造成为社会所期待的有德之
人。公民的生态道德素养是从不浪费粮食、不
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和塑料袋、不践踏绿地草坪、不乱砍滥
伐森林树木这样一些具体道德行为的反复实践中开始生发
的，而热爱自然、保护自然、节约资源、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环
境正义、生态修复、生态审美、生态责任等更高层次的生态道
德理念和道德规范，则需要更持久的实践和磨炼，才能由外部
的他律转化为公民的自律，最后形成稳定的生态行为习惯和
生态道德品格。而随着公民生态行为习惯和生态道德品格的
形成，我们就可以日益减少对大自然的破坏和污染，通过发展
方式的变革和生态修复还大自然以原色，进而在全社会真正
形成尊重、关爱、保护自然和野生动物的伦理自觉与生态道德
风尚。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全民行动，要树立和践行全民行
动观，构建全民行动体系，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
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以疫情防控为契机，学深悟透
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内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通过多种方
式宣传环境保护知识，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生态文明素养，进而
转化为日常习惯和自觉行动。在种种的自然灾害面前，生态
文明不仅仅是国家政策，更是必须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的生活态度，人们向往青山绿水，向往春暖花开，向往恬静舒
适的田园生活。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每个家庭，每个人对生态
文明理念的践行。愿疫情早日结束，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取
得抗“疫”的最终胜利。黄鹤楼头，长江两岸，花朵盛开的时
候，一切都将变得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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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
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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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态环境就是
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
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一些地
方为了加快发展，毁林开荒、乱砍滥伐，
致使野生动物栖息的生态环境遭受破
坏。

要保护森林，减少乱砍伐树木我们
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生产和使用
木制一次性筷子客观上消耗了大量木
材资源，特别是木制一次性筷子属于一
次性消费，既造成木材资源的浪费，还
给环境带来了污染。消费一次性筷子
是一种浪费。中国的人均森林资源比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要低，节约将会给
森林带来更多的喘息机会。其次，减少
纸张消耗是我们随时可以做到的事
情。怎样做一名环保的纸消费者？首
先我们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消耗，此外，
我们可以使用再生纸和由环保原料生
产的纸张，确保纸张不会来自具有保护
价值的树种或造成濒危动物失去了栖
息地，而且可以借此推动造纸业进行环

保生产。最后，要进一步明确建设森林
生态系统的观念，根据森林的不同自然
条件，最大限度地把森林经营成功能最
多、效用最好的生态系统。比如，森林
面积、蓄积的增加是林业发展的基础性
目标，十分重要，但是必须考虑在扩展
同样面积、增加同样蓄积条件下森林功
能的完备和森林生态系统的形成。又
比如，一些地方森林资源匮乏，后备森
林资源不足，需要休养生息，但在一定
时期的休养生息中必须考虑森林生态
系统的恢复和健全，即讲求生态系统多
样性、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的增加。

不仅如此，每年大量来自原始森林
的木材被用作生产纸张。对我们大多
数人来说，把上百年的老树砍掉用来做
复印纸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然而一些
地区，这样的事情还在发生。历史上，
森林为国家积累了财富，支援了社会主
义建设。我们每个人都要以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绿色发展观为指导，贯彻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
间。

保护森林——
杜绝乱砍滥伐行为

3月 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考察新
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他在考察中
强调，要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从人居
环境改善、饮食习惯、社会心理健康、公
共卫生设施等多个方面开展工作，特别
是要坚决杜绝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提
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科学研究表明，高致病性禽流感等
疫情的病毒，多数病原体来自野生动物
或与之有关。我们早就认识到，食用野
生动物风险很大，但“野味产业”依然规
模庞大，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了重大隐
患。在此次疫情焦点之一的武汉华南海
鲜市场，曾经有一份网传菜单，鼠、果子
狸、孔雀等野味均在其中。当前，新冠肺
炎疫情爆发的真实原因还在探究之中，
但事实已充分证明，人类打乱了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平衡关系，给自身带来了疾
病和灾难。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
财富越来越丰富，在食物消费上，有些富
裕起来的地方和人群，就将吃野生动物
当做高档生活的象征，当做追求个性自
由和炫耀生活品位的一种方式。在许多
城乡，餐馆、酒店非法经营野生动物的现
象屡禁不止，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疫情既是一场灾难，或许
也是推动人们形成绿色生活方式的一个
契机。建议大家不要去吃野生动物，去

破坏野生动物的生态环境，就是相当于
破坏大自然的生存法则，人们怎么去破
坏大自然的，大自然就会怎么对待人类
的。

但值得庆幸的是，疫情发生之后，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下发《关于加强野生动物市场
监管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
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全面
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
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安全的决定，确立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
动物的制度。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已部署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
改工作，拟将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增
加列入常委会今年的立法工作计划，并
加快《动物防疫法》等法律的修改进程。
从加强监管，到立法禁止。短短几个月，
人们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关注远超以往，
而要打好打赢疫情防控这场阻击战，就
必须科学自然观为指导，全面禁止非法
野生动物交易，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
陋习，在全党全社会范围内树立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价值观和
生态审美观。

不食野味——
革除乱食陋习

疫情是大自然的预警，而随着越来
越突出的能源与环境问题，节能减排也
成为各级政府以及人们关注的焦点。我
国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已经成为一个
普遍存在的问题，节能减排工作势在必
行。所谓“节能减排”，即降低能源消耗，
减少污染排放。这是在资源短缺和环境
承载力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必然之路。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过程
中，由于人类过分追求发展所带来的满
足和发展的速度而忽视或淡薄了其所
带来的负面效应，致使在极大满足自身
物欲的同时，也给自身未来的发展埋下
了诸多隐患，这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
暴露越来越明显，直至威胁到人类自身
的生存，如温室效应的出现、水污染等
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都归于
人们对发展的片面理解，认为只要经济
发展了，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忽
视了环境保护。事实上，只有科学的发
展才能不断解决人类所面对的问题。
节能减排不仅是企业生产、汽车尾气排
放等对环境污染所带来的问题。社会
的主体是人，节能减排的主体也必须是

人，节能减排必须从每一个人抓起。由
于个体的认识不足或者忽视，致使一个
水、电等白白的浪费掉、汽车无情地冒
着黑烟。不是没有人注意到环境的恶
化所带来的危害，而是多数人认为环境
污染问题离自己很遥远，不是自己的事
情，也不是浪费自己的钱财，甚至有一
些人认为自己有钱，无所谓浪费。殊不
知，水、电、气这些都是人类共同的资
源，现在的浪费，就给子孙后代带来无
穷隐患。发电厂发电所需要的煤炭等
资源以及所排放废气、污水、机器设备、
电脑耗材等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也
会给环境带来的巨大危害。

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
革命，要树立和践行绿色发展观，坚持绿
色发展理念；考虑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
节约、环境保护的关系，把经济活动限制
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载的限度
内，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
的经济增长；节约资源和能源，在消费过
程中注重对生存环境、物种环境的保
护。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协同共进，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
要求。

节能减排——
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

此次疫情的发生，从表面上看是一
个社会治理的问题，而在深层次上，则是
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态观念的问题。留
给我们的深刻教训是，只有加快构建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平衡的绿色生活方式，
才能以科学、健康、文明、安全的绿色生
活方式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
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自古以来，我国对绿色生活就有朴
素认识，人们也一直在践行着取之有度、
用之有节的生活理念。老子的“天人合
一、道法自然、抱朴见素、少私寡欲”，孟
子的“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
物不消”，都是我国传统生态文化留下的
宝贵财富。现代物质生活高度富有的社
会，标志美好生活的生活方式到底是什
么？毫无疑问就是绿色生活，绿色生活
是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
延续“好生活”的必要前提，是实现“美生
活”的主旨意蕴。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
式，同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应该做
践行者，疫情之下更应积极行动起来，从

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通过倡导居民
使用绿色产品，倡导民众参与绿色志愿
服务，引导民众树立绿色增长、共建共享
的理念，使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绿色居
住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让人们在充分
享受绿色发展所带来的便利和舒适的同
时，履行好应尽的可持续发展责任的方
法，实现广大人民按自然、环保、健康的
方式生活。比如，酒店不主动提供一次
性日用品；餐饮外卖，不得主动提供一次
性餐具。对消费者来说，细节的变化，促
使自己选择更绿色的生活方式，绿色生
活是一种没有污染、对环境友好、健康的
生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今天，践行绿色生活、实现垃圾减
量、破解“垃圾围城”的城市困局，已经成
为全社会的共识。干净、整洁的环境背
后，是城市的精细化管理和成熟的环保
理念。只有人们转变生活习惯和消费方
式，才能让环保理念成为生活中那条细
细的红线，推动绿色生活方式更加深入
人心。

绿色生活——
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良好生态普惠民生福祉
一场始料不及的疫情，来势汹汹，让人毫无防备，在举国抗“疫”的同时，其背后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引发了很多人的深度反思。从古至今，天灾人祸的事情，不会少见，往往都会给我

们留下惨痛的教训、深刻的领悟。
新华网之前发布的消息称：过去30年里，青藏高原冰川退缩的面积已超过15%，这是大自然对我们的提醒和求助。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科学自然观。自然是生命之母。自然界中的物质，构成了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
人类善待自然，就会得到自然的馈赠；人类伤害自然，就会遭到自然的报复，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
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灾难不可怕，每一次的灾难都会让我们反思过去的错误，也会让我们从行动上努力去消除导致类似问题的已知潜在隐患。这场疫情，
让我们更加明白生态环境对我们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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