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

络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党对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高度重视。从 1973年到 2011年，

我国先后召开过七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大会)。
习近平总书记根据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积

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天人合一、万物并

育”的精华，创新性的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

体”的重大论断，并在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中

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为解决我国生态

环境发展面临的问题指明了方向。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到

安吉县调研，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科学论断。2018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正式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今年

7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召开，会议内容丰富

和发展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新征程

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新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在今年

全国人大把每年的8月15日确立为“全国生态日”。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

福。“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已经深

入人心，实行一体化保护修复，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也是努力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路径。如今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改变了曾经管山不治水、治水

不管山、种树的不种草、单一修复难见效果的局

面，切实做到了山上山下、城市乡村、治沙治土、造

林种草协同推进。

大道众行远，携手启新程。生态文明是人民

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

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由政

府发挥主导责任、企业承担好环境治理的主体责

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共同

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共同成为生态环境的保

护者、建设者、受益者。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

生态环境关乎全人类的未来命运，没有哪一个国

家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要求

当下，我们的经济能耗偏高、经济社会高碳，

生态环境保护任务十分艰巨，生态文明建设任重

道远。因此，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

全面领导，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

境，继续发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利剑作用，

持续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四个重大转变”。要

保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定力，做到不动摇

不松劲不开口子，增强严防的思维和严管的力

度。要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做好分工协

作，抓好共同责任，确保共同发力。要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比如建立国家生态文明的示范区，做

好宝贵经验的总结推广。要坚定不移贯彻精准治

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方针，持续深入推进污染

防治工作，积极组建专门攻坚生态文明建设团队，

加强研究和科学指导，不断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的针对性、科学性、有效性，利用好、储备好助推

生态文明建设的队伍和力量。

作为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的党员干部，

我将立足工作岗位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树牢政治机

关意识，学习贯彻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人民

政协的工作职能，按照委员会任务分工，配合完成好

《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实施

情况监督性调研、“沿黄九省(区)政协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商研讨第六次会议”相关工作、

全国政协提案素材报送和重点提案现场督办等下半

年工作收尾总结，积极谋划好明年的协商调研活动

等工作任务，为发挥好专委会基础性作用，为建设山

川秀美、生态优良的美丽甘肃贡献力量。

(作者系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办公室三

级调研员）

□ 张 静

深入学习把握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内涵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原汁原味再现了习

近平总书记知青时期的艰苦生活，记录了一位大

国领袖成长历程的重要阶段。在这部提升人生品

格、锤炼思想觉悟的生动范本中，青年习近平以亲

身经历为我们解码榜样力量，写下青春答案。

要把培育党性作为人生的必修课，在胸怀理

想中坚定信念。在梁家河，青年习近平心系群众，

村里缺地缺粮食，他就带领群众打坝修梯田；村里

缺水，他就带领群众挖深水井；不到两年的时间，

他给村里办沼气、办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磨坊

……从“群众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的每一个行

动和决策中，我读懂了习近平总书记“待入尘寰，

与众悲欢，始信丛中另有天”的博大情怀，也认识

到他在青年时期的选择与担当正是共产党员奉献

祖国、服务人民的精神信仰，正是一名共产党员终

生必修的党性修养。当代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

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要赓续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

终身课题，常修常炼，常悟常进；要胸怀“国之大

者”，心系“民之所向”，把坚定的理想信念植入心

灵、融入岗位、嵌入实践，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

的价值追求。

要把坚持读书作为成长的必行事，在孜孜不

倦中增长才干。酷爱读书，是读完《习近平的七年

知青岁月》后，对习近平总书记最深刻的印象。青

年习近平到陕北插队，只带了两个行李箱，里面装

的全是书；“白天劳动、晚上看书”成为总书记知青

岁月的生活常态，而且一直坚持，广泛涉猎了历

史、政治、哲学、文学、外交、传统文化等领域的大

量书籍。从梁家河的窑洞到清华大学的课堂，从

基层工作到治国理政，读书已成为总书记的一种

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和一种精神追求。从基

层一线遴选到政协机关工作以后，我不时会感到

“知识恐慌”“本领恐慌”，是总书记勤奋好学的精

神一直激励着我不断精研业务，不断积淀底蕴，不

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和精神世界，在坚持学习中锻

造“硬核能力”，在勤勉思考中提升“人生厚度”。

要把吃苦奋斗作为前进的必经路，在勇于担

当中锤炼本领。七年知青岁月里，习近平总书记

经历了“扁担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层一层掉皮、出

血”到“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就不怕扁担磨

了”的高强度劳动，闯过了跳蚤关、饮食关、劳动

关、思想关等难关，他努力克服各种困难，锤炼了

坚强意志和毅力。虽然当代青年不会再有上山下

乡的那种历练，也很少会有吃不饱肚子的担忧，但

在工作中同样会碰到“苦”的环境、尝到“苦”的滋

味。研究室工作枯燥繁重，与文字为伴，与孤独为

舞，更需要发扬敢于吃苦、乐于吃苦、善于吃苦、不

忘吃苦的精神，在一次次精雕细琢的打磨中，在一

篇篇用心起草的文稿中，不问西东，磨砺自我，领

会苦难催人成长的朴素道理，收获苦尽甘来的幸

福喜悦、打牢成长成才的坚实根基。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七年知

青岁月，习近平总书记从一个懵懂迷茫的少年，成

长为一个沉稳自信、奋发有为的青年，他在田间地

头的一锄一犁、窑洞庭前的一言一行，构成了当代

中国青年树立正确人生观、励志成才的鲜活教

材。我们当以《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为榜样，

树立起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

求，让奋斗成为青春最动人的底色，在人民政协奋

进新征程中绽放青春风采、成就精彩人生。

（作者系省政协研究室综合处三级主任科员）

□ 孟庆丽

从《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找寻青春答案

近年来，省政协机关通过举办主题教育读

书班、政协理论大讲堂等形式，营造了人人爱读

书、人人读好书的良好氛围。“学如不及，犹恐失

之”的紧迫感促使我不断在书本中汲取新鲜营

养。下面与大家分享我读作家顾春芳根据“敦

煌的女儿”樊锦诗先生口述整理的《我心归处是

敦煌》。

“夜色袭来，四周愈发安静，随风传来叮叮

当当似有若无的铃声，仿佛游走在变幻莫测的

梦境。天地辽阔，满天星斗闪耀，更显人类渺

小，远处是人际罕至的荒野和山脉，那种无边无

际的寂寥感就那般覆盖下来，罩住了一切，挥之

不去。”

在读到这一段时，我眼前只剩下了大西北

的壮阔和苍茫，仿佛看见一位柔弱的女性，正站

在莫高窟前凝望······眺望······守望······

这份纯粹的信仰，让人动容······

在黄沙飞扬、缺水少电、物资匮乏、交通不

便的条件下，樊锦诗从青春少女，到为人妻，为

人母，再到耄耋之年，她的脚印留在了宕泉河西

岸的洞窟里，用毕生的精力从事着世界历史文

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这其中，也有过动摇，有过

徘徊，但是，却没有后悔！她把自己的生命交付

给敦煌的流沙和千佛洞，不为繁华易匠心，不舍

初心得始终，坚守大漠，终究铸就“成林敢锁狂

沙舞，独木能将傲骨扬”的铮铮风骨。

甘于奉献，锤炼出“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

入玉门关”的坚定意志。当年莫高窟的生活和工

作条件可以想象，但她却集聚了一批批想干事、

能干事、善干事的优秀人才深耕于此，如胡杨立

定于沙海，用毅力诠释“守一不移”的人生。

勇于担当，恪守着“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

楼兰终不还”的铿锵誓言。面对文物流失、石窟

遭毁的境况，她毅然扛起重担，通过建立研究

院、修复壁画石窟、推行保护制度等举措，让敦

煌瑰宝重焕光彩。

开拓进取，激荡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

关山五十州”的壮志豪情。随着游客的增多，岁

月的风化，莫高窟在无形中遭到破坏。为保护

莫高窟，她探索创立“数字敦煌”，只为让莫高窟

“容颜永驻”，积极推动保护研究的国际合作，造

就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文化盛景。

这种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

高精神”，从本质上来讲，是对文化的酷爱、对事

业的热爱、对祖国的挚爱。

山河大美，美不过璀璨的生命，日月流光，

掩不住无悔的深情。当一个人，将毕生都献给

钟爱的事业，而这事业又连接着五千年的星河

时，她的美就已超越世间任何一种姿态，透着大

地的吟唱，时空的回响。

我景仰这种“择一事、终一生”的人，更仰慕

这种用生命去执着追求与无悔的热爱。

凡心所向，素履所往。热爱的表达从来不

是空泛的，它凝结着无言的深情，照亮着难熬的

时光。把热爱的事情做到极致，便有了非同一

般的价值。一段时间以来，“最美”成为互联网

上的热词。我觉得，她是“最美”的人！

新时代新征程，全省上下正奋力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甘肃实践的崭新篇章。作为政协人责

任重大，作为政协文化文史委的人使命光荣，需

要我们每名政协人拿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之

情，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省之要者”“业之重

者”，投入对本职岗位的热爱之情，将小我融入

大我，专心致志，以事其业，才能在平淡中见奇、

寻常中出彩，在新时代的大舞台上绽放个人梦

想！

(作者系省政协文化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

会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愿得此身长报国，
何须生入玉门关”

□ 童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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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

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作为一名党员，每次

学习党章都有不同的认识和体会，对党的性质宗

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员的权利义务

等，都会有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解，使我在思想和

认识上有新的升华和提高。近期，通过再次学习

党章，对照党章，我将自己的言行和工作又重新

进行了一次审视和扫描，对今后严格规范自己的

言行和做好各项工作有了更加坚定的方向和目

标。

一是坚定理想信念，做政治的明白人。作为

党员，我们要通过学习、熟悉党章，常补精神之

“钙”、常培思想之源，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要把

党章放在当前所处的历史坐标、所承担的历史重

任、所面临的风险挑战中去理解，与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通起来去思考，在学

思践悟中把党章刻在骨子里、落到行动上，认真

履行好党员义务和责任，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在大是大非上立场坚定、

旗帜鲜明，在原则问题上敢于发声、善于发声。

作为一名政协人，要始终把工作置于政协党组的

领导之下，服从和服务于中心大局，确保在正确

的方向上行稳致远。

二是担当时代重任，做发展的推动者。牢固

树立党章意识，需要每一名共产党员有担当意识，

遇事不推诿、不退避、不说谎。新时代新征程，我

们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一点也不会比过去少，要把

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本色和敢于担当的鲜明品

格，作为践行党章的具体体现，自觉担负起“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

重任。要正视问题不回避、直面矛盾不上交，努力

在担当作为中历练本领，在尽职尽责中尽快成

长。要敢于尝试、勇于创新，苦干勤干、实干巧干，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努力做好每一件小事、完

成每一项任务、履行每一项职责。作为领导身边

工作人员，要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加

强对工作的思考谋划和分析预判，创造性地把各

项工作做好、做到位，努力当好助手参谋角色，工

作到位而不越位，参与而不干预，协助而不越权，

服从而不盲从，能够把握好度，时刻保持着谦虚谨

慎、不骄不躁的工作作风，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

作。

三是锤炼品德修为，做规矩的践行者。当今

社会摆在党员干部面前的诱惑越来越多，考验也

越来越大。要做到心中有党章，用党章约束自己

的一言一行，增强纪律意识、规矩意识，进一步养

成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的习惯。

要以平和之心对待名、以淡泊之心对待位、以敬

畏之心对待权，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

仆之心，处理好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的关系。

要以党章为“镜”、为“杆”、为“尺”，时常照一照、

比一比、量一量，党性意识是否弱化、道德品质是

否纯洁、精神状态是否“躺平”，谨防把苗头性的

“小节”铸成误终身的“大错”。要坚守精神追求，

注重修身立德，常怀饮水思源、懂得回报的感恩

之心，才能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正、走得更远。

(作者系省政协办公厅秘书处四级调研员）

坚决维护党章
自觉做党章的坚定执行者

□ 马 恒

省政协机关年轻干部读书交流分享会发言摘登（一）

—— 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感

—— 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