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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8月 15日，习近平主席在首个全国
生态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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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对加快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进行系统部署，提出要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绿
色转型的要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同时中
国要“参与引领全球绿色转型进程”。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并为
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启示。中国共建清洁
美丽世界的理念和实践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肯
定，为人类绿色发展事业注入更多宝贵动力。

统筹经济生态建设 为全球绿色发
展提供借鉴

酷夏中，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
境内极度缺水的乌兰布和沙漠里，一排排光伏
板整齐排列。光伏板吸收大量阳光，不仅可以
输出“绿色电力”，还能在板下为梭梭等沙生植
物提供更适宜的生长空间。梭梭能发挥固沙之
用，还能接种肉苁蓉，助力发展中药材种植产
业。荒漠化治理、绿色能源、农业创收，就这样
结合在一起，形成一条“光伏发电+生态治理”
的绿色转型链条。

近年来，像这样令人眼前一亮的中国绿色
转型方案，不仅在国际舞台上获得认可，也频频
吸引海外人士前来取经。塞罕坝林场建设者、
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蚂蚁森林”
项目和“蓝色循环”模式，先后获得联合国最高
环境荣誉“地球卫士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曾为塞罕坝林
场建设者颁发“地球卫士奖”的联合国前副秘书
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
海姆多次引用习近平主席的话，向国际社会介
绍中国绿色发展经验。索尔海姆对中国统筹协
调生态治理和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之路尤为赞
赏。在他看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绿色转型不

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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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一直强调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美国国家人文
科学院院士、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创院
院长小约翰·柯布认为，许多西方人将经济发展
和环境保护视为尖锐对立的两面，而中国着力
于将二者协调推进，对生态文明建设怀有“坚定
决心”，这其中蕴含着“大智慧”，对世界其他国
家的绿色发展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着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新征程、新探索。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
关于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的一系列重大部
署，强调“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
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

南非西开普大学学者马哈茂德·帕特尔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扣时代命题，提出了一
系列具有原创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理念，引领
中国走出一条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双赢”的发展之路。
埃及国际关系和政治事务专家艾哈迈德·

马希尔·阿博-贾巴勒认为，中国近期为全面深
化改革、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不仅
关乎经济稳定发展，也关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应对气候变化等，这将对“全球南方”国家

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坚持以人为本 以生态改善增进民
生福祉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
幸福。”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的生
态治理顺应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大力推
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
的突出环境问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
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从攻坚克难打赢“蓝天保卫战”，到多措并
举推动农村环境整治；从有效管控土壤环境风
险，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加强生态
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今天的中国，绿水青山的“生态颜值”和人民生
活的“幸福指数”同步提升。

埃及气候与环境专家马格迪·阿拉姆多次
到中国考察学习。中国森林覆盖率逐年增加令
他印象尤为深刻，“日益繁茂的森林减轻了全球
气候变化的影响、减少了荒漠化面积”。“中国如
此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首先增益了中国人民的
生活福祉”，这是他在中国取经时的一个切身
感受。

美国过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安德鲁·施瓦
茨说，中国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成就有力造福

中国人民。他在珠海看到当地将保护自然美景
与现代化城市建设有机结合，为人民创造了宜
居的生活环境，在普洱见证了当地在发展规划
中将农业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推进，切实造福
当地民生。

今天的中华大地上，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画卷生动铺展。风沙地貌
中，广袤沙海与水天相映；长江入海口，水鸟悠
然栖息于草丛之间……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
活之美日益广泛地得到共享。

坦桑尼亚《卫报》国际版主编本杰明·姆加
纳认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发展理念在生态
文明建设等各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强调在发
展的同时也要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为坦桑尼亚
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智利前驻华大使费尔南多·雷耶斯·马塔
看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以资产增长作为国
家发展水平的唯一衡量标准，对提高人民生活
质量高度重视，这是对现代化的重新定义，这种
理念在智利等“全球南方”国家获得广泛回响。

完善全球生态治理 共建地球生命
共同体

“我们要同心协力，抓紧行动，在发展中保
护，在保护中发展，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习近平主席2020年9月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
会上呼吁。

中国在加快自身绿色发展、绿色转型的同
时，也积极推进“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广泛开展

生态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
与俄罗斯联手保护东北虎，老虎“跨境游”

越来越多；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建全球葱园，用于
保育和研究全球的葱属植物种质资源；在印度
尼西亚助力红树林保护工程，推进红树林的补
植修复工作……中国携手世界多国，扎扎实实
推动生态环境改善。

在阿联酋，中国承建的世界最大单体光伏
电站，成为阿布扎比沙漠腹地里的“能源绿洲”；
在埃及，中国节水梯田模式被成功“复制”，助力
西奈半岛山区涵养水源、发展农业；在埃塞俄比
亚，中国科研人员推广“清灌育草、封育轮牧、牧
养结合”的生态修复与发展模式……以生态为
优先、强调协同发展的中国绿色方案，为“全球
南方”共同发展开拓思路、注入新动力。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
书西蒙·斯蒂尔对新华社记者说，中国在绿色发
展之路上，致力于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南南合
作持续加大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展现了大
国担当。他特别提到，中国通过大力投资发展可
再生能源技术，助力全球减少对化石燃料依赖、
向低碳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

肯尼亚学者卡文斯·阿德希尔说：“中国积
极传播先进的生态理念、务实推进国际合作、积
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中国的努力令全世界有
目共睹、让很多国家受益，中国日益成为众多发
展中国家绿色转型的合作伙伴。”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
园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梦想。习近平主席指出：

“唯有携手合作，我们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
海洋污染、生物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实现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有并肩同行，
才能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全球生态文明
之路行稳致远。”

展望未来，中国将与世界其他各国和地区
携手前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
等全球性挑战，形成保护地球家园的强大合力，
书写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两山论”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 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中国启示与贡献

新华社记者 郭 洋 张代蕾

（上接第1版）
张中东告诉记者，团队还通过研

究土壤增碳机理、秸秆还田对土壤持
蓄水能力的影响等，研发出玉米膜侧
播种艺机一体化技术，此技术被农业
农村部推介为2024年农业主推技术之
一，生产实践取得显著效果。

机制创新，推动传统农业向
现代化迈进

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离不开机制
创新。近年来，晋中着力培育农业社
会化组织，推广寿阳“双层托管”模式，
发展代耕代种、代管代收、全程托管等
社会化服务，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实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和集体
双增收。

2016 年，寿阳县南燕竹镇南燕竹
村采取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和农户共
同参与的方式，整合本村及周边农机
户成立寿阳县金穗种植专业合作社，
通过土地“双层托管”模式，集中连片
发展现代农业，走上了规模化生产、机
械化耕作、市场化经营的现代有机旱作
农业之路。去年，该村又探索形成党支
部+合作社+农户+山西农业大学+供

销合作社、金融和保险介入的“5+2”
“保底+分红”模式，将越来越多的小农
户纳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目前，合作
社托管土地面积1.68万亩，涉及2个乡
镇7个村，辐射带动农户1200多户，助
力村集体增收170余万元。

经营主体强则产业竞争力强。晋
中深谙此道，围绕粮、畜、菜、果 4大支
柱产业和8大农业产业集群，积极培育
一批产销一体化全产业链企业，发挥
241个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牵引作
用，打造家庭农场等各类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做优“龙头企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小农户”主体矩阵，完善联农
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进一步壮大提升
经营主体体量质量，带动县级以上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营业收入 6月底完
成150.9亿元，特色优势产业竞争力进
一步增强。

持续发力、喜报连连。今年，山西
平遥国青禽业股份有限公司被认定为
国家级龙头企业，该市国家级龙头企
业达到 7家，全省排名第三；在已有榆
社、和顺两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的
基础上，榆次区东阳镇成功申报全国
农业产业强镇；祁县（乳制品）农产品

加工园区被省农业农村厅认定为全省
13家农产品加工园区之一，发展动能
持续释放。

农旅融合，让绿水青山造福
乡村百姓

左权县麻田镇泽城村，曾经的贫
困村，如今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
村”。“发生如此巨变，原因在于因地制
宜，农旅融合。”泽城村党支部书记赵
富生向记者介绍，泽城村靠山吃山，靠
水吃水，积极发展写生、核桃、水电、光
伏等产业，挂牌“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
地”，标准化打造运营，去年村集体经
济收入达到 151万元，辐射带动周边 6
个行政村 300余农户致富。中国北方
国际写生基地荣获“2023 乡村振兴示
范案例”大奖，同时入选文化和旅游部
文化和旅游赋能乡村振兴优秀案例，
是山西唯一入选的优秀案例。

在手机 App 上点咖啡、智能机器
人做咖啡、“空中的士”空中投递……
这是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最新潮的
体验，充满活力的新产业让过去无人
问津的小山村人气爆棚。

泽城村的变化是晋中市以游兴

村、以游兴乡、以游富民的一个缩影。
该市把农旅融合发展作为产业振兴、
村民致富的重要渠道，先后建成介休
市龙凤镇南庄村、榆次区乌金山镇后
沟村、平遥县段村镇横坡村、昔阳县大
寨镇大寨村、寿阳县宗艾镇下洲村5个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榆次区北田镇
张胡村、太谷区阳邑乡阳邑村、祁县古
县镇东城村等21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
村，“融”出乡村振兴好风景。

在介休市龙凤镇南庄村，记者看
到，两侧青砖屋，脚下石板路，一进村，
古风古韵扑面而来。村民说：“现在古
村保护与村民生活相得益彰，环境好、
生活便利，这才是好日子哩！”

南庄村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为契机，依托传统古村落，留住悠悠
乡愁，对玄帝庙、龙王庙 2 座古庙和 4
处明清古宅进行保护性修缮，投资建
设南庄至西宋壁村旅游步道，打造“绵
山观光—古堡地道—南庄休闲”旅游
品牌线路，目前已发展农家乐 4处、采
摘园 6处、民宿客栈 2处，建成南庄酒
文化博物馆、“大拇指”游乐园、南庄滑
雪场等休闲场所，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实现了从“单一模式”到“农旅融合”的
精彩蝶变。

太行山水焕新颜，汾河两岸产业
兴。在晋中，乡村全面振兴的高歌嘹亮
又激昂，这片古老而英雄的土地正在展
现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壮美景象。

发 展 现 代 农 业发 展 现 代 农 业 造 福 乡 村 百 姓造 福 乡 村 百 姓

（上接第1版）第三，这是推动高质量
发展、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
化的迫切需要。第四，这是应对重大
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
远的迫切需要。

习近平指出，在决定稿起草过程
中，我们重点把握以下几点：一是总结

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
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确定遵循原
则，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二是紧紧围
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落实党的二十
大战略部署来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坚持问题导向。三是抓住重点，突出
体制机制改革，突出战略性、全局性重大

改革，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凸显
改革引领作用。四是坚持人民至上，从
人民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
谋划和推进改革。五是强化系统集成，
加强对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使各方
面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高效。

习近平指出，决定稿锚定 2035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重点部
署未来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在内容摆
布上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注重发挥
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第二，注重构
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第三，注重
全面改革。第四，注重统筹发展和安
全。第五，注重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

（上接第1版）
百草坡房车营地，四周被郁郁葱

葱的树木环绕，空气中弥漫着大自然
的清新与宁静。营地不仅建有游客接
待中心、宴会厅、房车露营位、星空舱、
凉亭、小木屋，还建设了休闲体验区、
户外运动区等配套设施，让游客的体
验更加丰富多彩、便捷舒适。

基于榆次区乌金山镇白龙谷原始
风貌建设的莫奈山谷，坐落于类丹霞
山体围合的峡谷间，环城绿道旅游公
路穿谷而过。傍山依形，棚、帘、台、阁
等建筑物吸附在悬崖峭壁之上，顺势
而建，与原有的树林、山丘、小溪等自
然地貌汇聚成山水人文风情的特色文
旅小品，旨在打造集生态观光、文化休
闲、户外游乐、养生度假于一体的综合
休闲农业旅游度假区。

到寿阳，启程亲子之旅——
寿阳潇河岸边，既有江南烟雨的

诗情画意，又有凉爽宜人的太行风情，
是现代都市人远离喧嚣、回归自然的

“世外桃源”。游客可幕天席地，笑青
吟翠，戏水消暑，激情烧烤，畅享野营

乐趣。
占地面积 350亩的燕州小镇现代

农业观光园，充分注重经济、社会、文
化、生态的有机结合。除设置有水果
采摘、儿童乐园、稻田景观、萌宠乐园、
自主烧烤等旅游项目及主题餐厅、特
色民宿外，还有南燕竹猪头肉、白建明
豆腐干、李记夹肉饼、韩愈茶食、太安
驿红烧饼等特色美食，吸引了来自太
原、榆次、阳泉等周边城市的大量游
客。如今的燕州小镇，不仅是南燕竹
镇重点打造的农康旅融合发展示范项
目，更是周边群众的旅游热地、网红打
卡点。

在昔阳，沉浸农文旅新场景——
树木茂密，翠影摇曳。来到乐

平镇崇家岭村，山川俊秀，风光旖
旎，目光所及之处皆是一幅原生态
的自然画卷。今年以来，崇家岭村
立足自然森林、气候生态等康养资
源优势，通过奋斗创业、新兴产业、
特色农业、配套物业、带动就业，做
足“山水”文章、做强“民宿”经济、做
优“康养”业态，打造春踏青、夏避

暑、秋休闲、冬滑雪的四季生态康养
度假区。崇家岭“气候之宜、山水之
秀、生态之美”的康养优势令游客陶
醉，国际滑雪度假区、星光营地、环
山自行车赛道、湿地公园等一批项
目的实施，也赋予了乡村别具一格、
充满活力的新风情。

步入乐平镇西南沟村，在距今200
多年的毛家大院里，仿佛穿越了时空
隧道，历史的深邃与现代的活力巧妙
交织。这里，每一砖一瓦都诉说着过
往的故事，而每一处现代元素的融入，
又让这份古老焕发出新的光彩。今年
以来，西南沟村先后引入两家专业设
计团队，相继实施毛家大院共享旅拍
基地、大小汉服馆等10项工程项目，将
现代田园风、古典文化风两种特色文
化元素融入其中，打造以古装汉服共
享旅拍产品为核心的“古院文化沉浸
体验区”。“汉服+古院”，旅拍解锁流量
密码；“现代+古风”，古今交融创新提
质；“文化+古村”，打通增收致富之
路。如今的西南沟村正以其独有的特
质，在田野间散发出无穷的魅力，吸引

着众多游人到来。
旧轮胎花盆、饮料瓶景观墙、啤酒

瓶造型树、墙面立体画……走进沾尚
镇沾尚村潇河源文化主题公园，随处
可见就地取材、变废为宝制成的各类

“艺术品”“微景观”，“别样创意”演绎
着“美丽乡村”变奏曲。沾尚村围绕

“一街一河一园一站”完善基础设施、
建强产业项目、优化人居环境、创建花
园乡村。沿“潇河路”新建垂钓园、废
物利用人造景观、共享柴火炉等农耕
农作体验设施，建设集生态涵养、文化
休闲、水动力、风动力体验功能于一体
的自然生态型潇河源主题文化公园，
添花造景形成“花海沾尚”，吸引大批
游客前来打卡。

……
一路体验，一路观景，一路感叹。

从古老的街巷到现代化的旅游综合
体，从壮丽秀美的自然风光到深邃丰
富的人文景观，晋中推出的九大业态
群落，历史与现代交织，自然与人文相
融，每一处都经过精心规划，每一景都
蕴含着惊喜。

全力叫响“怡然见晋中”城市文旅
形象，推动全市旅游高质量发展行稳
致远，晋中诚邀您一起漫步在历史的
长廊，徜徉在自然的怀抱，一同书写属
于您的旅行故事！

悠 然 漫 步悠 然 漫 步 ，，邂 逅 城 市 美 好邂 逅 城 市 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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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星强调，要在强化经济检测分

析上实现更大提升。要强化沟通对
接，发挥好金融数据作为全市经济运
行的先行指标、“晴雨表”功能，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要搭建银
企对接平台，健全完善银企协调沟通

机制，加强金融政策与其他政策协调
配合，定期举办座谈会、项目推介会等
活动，为银行和企业合作做好服务，促
进合作共赢。要全力支持金融发展，
在发展上多协调、困难时多帮助，切实
减轻金融机构负担，不断创优金融
生态。

加强沟通对接加强沟通对接 优化服务供给优化服务供给
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水平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