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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是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内

在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协同推

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重要路

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

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我们必须加快

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

和。”作为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

特征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强调以科

技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

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能够

破解传统发展方式瓶颈，带动生产方

式、产业形态等方面系统性变革，大幅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与传统生产力主

要依靠要素投入、依赖能源资源消耗

的发展方式不同，新质生产力通过促

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

字技术与绿色技术深度融合等，重塑

传统资源、能源、技术的利用方式，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将大

大推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

一，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加

速迈进。我们要充分认识发展新质

生产力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意义，以新质生

产力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

低碳发展。

加快培育新产业，多维度促进降

碳减污。以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新产

业，能够在生产端和治理端推动降碳

减污，助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在生

产端，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节能

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产业迅速

发展，有效控制污染物产生。比如，三

峡乌兰察布新一代电网友好绿色电站

示范项目采用风电、光伏发电与大规

模储能技术相结合方式建设而成，

2024 年正式投运，年发电量约 63 亿千

瓦时，相当于节约标煤约 200 万吨，减

排二氧化碳超过 520 万吨。在治理

端，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促进节能技

术与设备加速迭代，推动环境监测与

治理产业、生态修复与保护产业发

展。比如，一些地区在河流污染治理

过程中，借助“大数据+AI+物联网”技

术加强对污染物溯源管理，为环境执

法精准定时、精准定位提供助力。为

此，要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做强绿色制

造业，发展绿色服务业，多维度促进降

碳减污。

加快发展新模式，多领域助力绿

色发展。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是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随着

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开展“人工智

能+”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农业、制造

业、生态保护、医疗等领域进行深度融

合，能够创造出新的服务和商业模式，

多领域助力低碳发展。比如，发展“人

工智能+农业”，运用物联网技术、遥感

技术等监测作物生长状况，既能够实

现精准施肥、灌溉和病虫害防治，又能

够有效控制农业污染；发展“人工智

能+生态保护”，充分运用卫星遥感、图

像识别等新技术对森林、草原、湿地等

区域开展智能监测，将为生态系统保

护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形成生态保护

新模式。为此，要以人工智能为着力

点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增强人工智

能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建立新一代人

工智能关键共性技术体系，以新模式

助力绿色发展。

加快形成新动能，多途径增添绿

色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加强能

源资源管理、推进资源循环利用、促进

低碳技术广泛应用，打造清洁

能源利用、低碳交通运输、零碳建筑居

住等场景。这有助于加快形成推动绿

色发展的新动能，助力发展方式绿色

转型。以交通运输行业为例，作为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

和服务性行业，交通运输行业也是国

家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领

域之一。我国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

融合能源、5G、互联网、半导体等多个

赛道，产业链长、关联度高、附加值大，

不仅有助于减少交通运输行业的碳排

放，也具有显著经济效益。为此，要完

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等

政策，积极推动我国先进绿色技术推

广应用，打造高效生态绿色产业集群，

为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新动能。

（作者为北京理工大学国家安

全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来源：《人民日报》

（2025 年 01 月 15 日

第09版）

以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助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 王科

“天水花牛苹果又大又红，东山澳

角村渔获满舱。麦积山石窟‘东方微

笑’跨越千年，六尺巷礼让家风代代相

传。天津古文化街人潮熙攘，银川多民

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五年新年贺

词中深情回顾过去一年到地方考察时

的难忘瞬间，热情点赞人民群众多姿多

彩的幸福生活。“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

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

暖”，这样的殷殷嘱托，激励党员干部践

行党的初心使命，以好作风好形象创造

新伟业。

正气蔚然成风，奋进正当其时。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党员干

部的作风和形象、干事状态和奋斗姿

态，直接关系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

斗力。作为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

信之举，党中央以制定和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治

“四风”，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

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

疾，以作风建设新气象汇聚起团结奋

斗的时代伟力。

这一徙木立信之举，旨在密切党与

人民群众关系。干部作风，素来是人民

群众观察评价党风的晴雨表。办事方

便了、窗口优化了、笑脸增多了，“三

农”、教育医疗、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

全等领域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得

到整治……狠刹“四风”成为巩固党心

民心的重要途径，重塑了党在人民心中

的形象。

作风建设，一定要站稳人民立场。

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焕发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坚决同一切

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作斗

争。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同我们党的

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所以全

面从严治党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和高压

态势，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

这一徙木立信之举，重在严明纪律

规矩。党中央走在前、作示范，言必信、

行必果，给全党树立了典范。各地各部

门自觉对标对表，使党章党纪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以八项规定为切口，管

党治党不仅解决了“老虎吃天不知从哪

儿下口”的问题，而且真正把不正之风

“吃进去、消化掉”，丰富了党自我革命

有效途径。制度发威、监督发力，帮助

党员干部更好厘清公与私、义与利、俭

与奢、苦与乐等价值命题，厚植为民务

实清廉的政治本色。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

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时强调：“党性修养

好、党性坚强，遵守党纪就会更加自

觉。”正风肃纪的着力点，在于纠治“节

日病”“懒散病”“富贵病”“官僚病”等顽

瘴痼疾，更重要的目的是推动党员干部

“把党性修养正一正、把党员义务理一

理、把党纪国法紧一紧”，补充理想信念

的“钙质”，纠正观念上、作风上的“亚健

康”。党的纪律是“安全防护栏”，党员

干部自觉修枝剪叶、正心明德，收获的

是受益一生的宝贵财富。

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坚持零容

忍，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

杠”。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

歪风陋习必须露头就打，隐形变异必

须时刻防范。“吃公函”“吃老板”“吃下

级”等违规吃喝，利用电商平台、快递

物流等方式收送礼品，借培训考察、党

建活动等名义搞公款旅游……从通报

案例看，“四风”在面上有所收敛，但

并没有绝迹，而是改头换面、花样翻

新。精准发现、从严处理，把握演化规

律，风腐同查同治，方能标本兼治、正

本清源。

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以好作风

凝聚正能量。廉洁自律的修身追求，崇

尚实干的干事氛围，为改革攻坚、经济

向好提供坚强保障，为社会发展、文明

进步注入清风正气。

来源：《人民日报》（2025年01月16

日 第05版）

以好作风凝聚正能量
□ 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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