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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做好“生态美”“百姓富”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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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宣传办公室副主任杨波在“2020 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讨会”上作主题发

言。 我刊特此刊发以飨读者。
杨波介绍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学习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相关进展。 一是加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传

阐释。 面向林草系统开展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宣传活动, 走进高校开展宣讲活动。 联合中央宣传部开展

“最美治沙人”“最美生态护林员”等宣传活动, 推荐宣传“全国劳模”“时代楷模”“林业英雄”“治沙英雄”等先进典型

人物。 组织开展“国家森林城市”“森林小镇”“森林康养基地”等行业创建活动, 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样板, 提高

百姓幸福指数。 组织开展“童眼观生态”“三亿青少年走进森林”等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体验活动。 二是推进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方略, 守护好森林、 草原、 湿地、 荒漠及各类自然保护地。 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加强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建设。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综合治理, 推进林草治理体

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三是加强生态扶贫助力全面小康。 牵头在中西部 22 省份选聘 100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担任生态护林员, 带动 300 万贫困人口脱贫增收, 开展生态扶贫工作, 推动了贫困地区生态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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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围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核心内容,
开展系列理论阐释与实践典型宣讲活动, 实施生态保护

与修复系统工程, 推进林草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 发挥生态扶贫在一个战场打好生态文明建设与脱

贫攻坚两场战役的“双赢”作用, 努力为生态文明和美

丽中国建设、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新贡献。

1　 加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传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要做好做强马克思主义宣传

教育工作”, “让党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
我们把宣传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当前重要政治

任务, 组织典型宣讲、 宣传实践和研讨座谈等形式, 深

入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分享各地将“绿水青山”
打造为“金山银山”的成功经验, 从理论和实践不同层

面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有效实现路径, 努

力保护好、 培育好、 利用好“绿水青山”, 让“绿水青

山”源源不断转化为“金山银山”, 持续助力生态文明

建设。
我们面向林草基层一线开展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 10 大典型案例学习宣传活动, 组织甘肃八步沙“六老

汉”先进事迹报告会走进局机关、 走进北京大学等 7 所

“双一流”高校和 7 所林业高校, 宣讲林草典型热爱党、
热爱国家、 热爱人民、 热爱家乡的深厚情怀。 联合开展

“最美治沙人” “最美生态护林员”等宣传活动, 推荐选

送树立宣传“全国劳模”“时代楷模”“林业英雄”“治沙英

雄”等先进典型人物, 讲好林草行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感人故事, 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林草行

业落地落实、 见行见效。
我们组织开展“关注森林活动” “绿水青山看中国”

“绿色中国行”等主题宣传活动, 宣传展示林草系统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作为成效及惠及民生成果。 组织开展

“国家森林城市” “森林小镇” “森林康养基地”等行业创

建活动, 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样板, 提高百姓幸福指

数。 组织开展“童眼观生态” “走进森林研学”等青少年

生态文明教育体验活动, 着眼长远培养具有现代生态文

明理念的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

2　 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

(1)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守护好森林、 草原、
湿地、 荒漠及各类自然保护地是重要职责。 习近平总书

记要求,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坚持节约优先、 保

护优先、 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

间, 还自然以宁静、 和谐、 美丽”。 加强森林、 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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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 荒漠及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各类自然保护地保护

管理, 是建设美丽中国、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必然

要求。
我国森林面积 2. 2 亿公顷, 草原面积 60 亿亩(4 亿

公顷, 占 国 土 面 积 41. 7%), 湿 地 面 积
 

8. 04 亿 亩

(5360. 26 万公顷), 荒漠化土地面积 261. 16 万平方千

米(占国土面积 27. 2%)。 目前已建立自然保护区、 森

林公园、 地质公园、 海洋公园、 湿地公园、 风景名胜区

等各类自然保护地 1. 18 万个, 分别占陆域国土面积

18%、 海域 4. 1%。 我国有野生脊椎动物 7300 余种, 高

等野生植物 3 万多种, 是世界上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国

家之一。 目前, 我国连续 40 年实现森林面积、 森林蓄

积双增长, 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 沙化土

地面积由 20 世纪末年均扩展 3436 平方千米转变为目前

年均缩减 1980 平方千米, 实现了从“沙进人退” 到“绿

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我们还着重加强草原保护修复, 着力改善草原生态

状况, 持续提升草原多种功能。 实施湿地保护行动计

划, 加快湿地抢救性保护。 整合优化建立了数量众多、
类型丰富、 功能多样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体系。 提升

穿山甲保护等级, 对野生动物和濒危野生植物实行最严

格的保护。
(2)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加强重大

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建设是重要任务。 我们秉承“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抓住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重大

机遇, 实施一批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生态红利逐步

显现, 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向好。
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 22. 96%, 低于全球 30. 7%

的平均水平, 迫切需要持续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开展义务植树运动, 开展社会造林和城乡绿化, 实施三

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和长江流域、 珠江流域、 沿海防护林

体系建设及太行山绿化工程、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退

耕还林还草工程、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重大生态保护

与修复工程, 持续增加绿水青山数量、 提高质量, 持续

壮大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最近,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的 《全国

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 2021—
2035 年)》, 将重大工程重点布局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

区、 黄河重点生态区(含黄土高原生态屏障)、 长江重点

生态区(含川滇生态屏障)、 东北森林带、 北方防沙带、
南方丘陵山地带、 海岸带等“三区四带”及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9 项规划中,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牵头编制其中 4 项, 参与编制 5 项。 我们将立足各地经

济社会发展阶段, 准确聚焦重点问题, 明确阶段目标任

务, 科学把握重大工程推进节奏和实施力度, 促进全国

森林、 草原、 荒漠、 河湖、 湿地、 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

状况根本好转, 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3)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综合治理, 推进林草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重要要求。 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 要统筹兼顾、
整体施策、 多措并举, 全方位、 全地域、 全过程开展生

态文明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中, 山区大部分、 江河源

头部分、 湖区湿地部分及草原全部归属于林业和草原部

门管理, 这就决定了林草治理的质量和效果直接关系着

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综合治理的质量和效果。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推进林草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

家公园建设, 多次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 目前, 东北虎豹、 祁连山、 大熊猫、 三江源等 10
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稳步推进。 同时, 集体林权改

革已基本完成集体林地产权明晰、 承包到户任务, 4297
个国有林场改革任务全面完成, 国有林区改革完善了重

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管理体制。 草原改革不断完善承包

经营制度, 已落实承包草原面积 43. 04 亿亩( 2. 87 亿

公顷)。
创新林业草原管理体制机制是推进林草治理体系与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我们加快建立健全林

草资源保护修复、 利用监管、 产权保护、 科学经营、 生

态补偿等制度体系, 全面提升依法治林治草、 科技支

撑、 灾害防控、 林草信息化、 国际交流合作等能力体

系, 推动建立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 更加完善的林草治

理体系。

3　 加强生态扶贫助力全面小康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之年。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

就地转成护林员等生态保护人员”。 我国森林草原区、
生态脆弱区、 深度贫困地区“三区”高度耦合, 是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开展生态扶贫的主战场,
也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加强生态保护建设的重

点区域。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牵头在中西部 22 省份选聘 100

多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担任生态护林员, 带动 300 多

万贫困人口脱贫增收。 在 4 个定点县组织实施 51 个科

技扶贫项目, 培训基层干部和技术人员 3614 人次, 募

集生态扶贫专项基金 3836 万元扶持定点县实施产业扶

贫项目, 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百姓增收“双赢”。 近 3 年,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扶贫任务在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

第三方评估、 定点扶贫考核中连续获得 5 个“好”成绩。
开展生态扶贫工作, 推动了贫困地区生态产业快速

健康发展。 中西部 22 省份因地制宜发展木本油料、 森

林旅游、 林下经济、 种苗花卉等生态扶贫产业, 仅油茶

带动 173 万贫困人口脱贫增收; 2018 年依托森林旅游实

现增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达 147. 5 万人, 实现户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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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5500 元; 中西部 22 个省份林业产业总产值达到 4. 76
万亿元, 从根本上促进了贫困地区生态生产生活持续改

善。 2019 年全国林业产业总产值近 8 万亿元, 提供了近

6000 万个就业岗位, 生态产业已成为山区脱贫攻坚、 乡

村振兴的重要依托, 是“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的重要途径, 为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了重

要贡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是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的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职责使命。 我们将按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加大宣传贯彻力度, 落实好“守得

住青山, 富得了百姓, 对得起子孙, 让自然生态美景永

驻人间, 还自然以宁静、 和谐、 美丽”的使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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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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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714, China)

Editor’s
 

Note: Yang
 

Bo, Deputy
 

Director
 

of
 

Publicity
 

Office
 

of
 

National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 delivered
 

the
 

keynote
 

speech
 

at
 

the
 

symposium
 

on
 

In-depth
 

Study
 

and
 

Implementation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2020. Here
 

is
 

his
 

speech
 

report
 

to
 

share
 

with
 

readers.
Yang

 

Bo
 

introduced
 

the
 

National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s
 

progress
 

in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irst, we
 

will
 

strengthen
 

publicity
 

and
 

interpretation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Xi
 

Jinping’ 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hould
 

be
 

studied
 

and
 

propagandissed
 

for
 

the
 

forest
 

and
 

grass
 

system, and
 

promoted
 

in
 

universiti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e
 

carried
 

out
 

publicity
 

activities
 

such
 

as
 

“the
 

Most
 

Beautiful
 

Man
 

Fighting
 

Desertification”
 

and
 

“the
 

Most
 

Beautiful
 

Ecological
 

Ranger”,
and

 

recommended
 

and
 

promoted
 

advanced
 

and
 

typical
 

figures
 

such
 

as
 

“ National
 

Model
 

Workers” “ Models
 

of
 

The
 

Times”
“Forestry

 

Heroes”
 

and
 

“Heroes
 

Fighting
 

Desertification”. We
 

organized
 

and
 

carried
 

out
 

activities
 

to
 

establish
 

industries
 

such
 

as
 

“National
 

Forest
 

City”“Forest
 

Town”
 

and
 

“Forest
 

Health
 

and
 

Maintenance
 

Base”
 

to
 

build
 

demonstration
 

model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
 

people’ s
 

happiness
 

index. We
 

has
 

organized
 

and
 

carried
 

out“ Children’ s
 

Eye
 

View
 

of
 

Ecology”, “300
 

Million
 

Young
 

People
 

Walking
 

into
 

the
 

Forest”
 

and
 

other
 

activities
 

to
 

educate
 

and
 

experience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young
 

people. Second, we
 

will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Xi
 

Jinping ’ 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e
 

will
 

build
 

a
 

harmonious
 

strateg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protect
 

forests, grasslands, wetlands, deserts
 

and
 

all
 

kinds
 

of
 

nature
 

reserves. We
 

will
 

follow
 

the
 

principle
 

that“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and
 

strengthen
 

maj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projects. We
 

will
 

make
 

overall
 

plans
 

for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mountains, rivers, forests, fields, lakes
 

and
 

grasslands, and
 

promote
 

modernization
 

of
 

forests
 

and
 

grasslands
 

management
 

systems
 

and
 

capabilities. Third, we
 

will
 

strengthen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help
 

build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We
 

took
 

the
 

lead
 

in
 

recruiting
 

1
 

million
 

registered
 

poor
 

people
 

to
 

serve
 

as
 

ecological
 

forest
 

rangers
 

in
 

22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lifted
 

3
 

million
 

poor
 

people
 

out
 

of
 

poverty
 

and
 

increased
 

their
 

incomes. We
 

carried
 

out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and
 

promoted
 

the
 

rapi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industries
 

in
 

poor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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