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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张建春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编者按】２０２２ 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讨会，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为主题，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线上会议方式举行。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建春出席研讨会开幕式

并致辞，在此摘登刊发以飨读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

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成为新时代 １０ 年伟大变

革的重要体现和显著标志。 党的二十大在全

面总结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成就的

基础上，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出发，深刻阐述了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之一、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

要求的重要内容，鲜明提出尊重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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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作出战略部署。 这充分反映了我们

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一个

新的高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新时代新征程建设美丽中国指明

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

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形成的理论创新成

果，体现着习近平总书记对人与自然、保护与

发展、环境与民生等一系列重大关系的深邃思

考，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下面，围绕学习

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我就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谈几点认识，同大家一起交流。

第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对马克思

主义自然观和生态观的丰富发展。 人与自然

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

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

中生存和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马

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继承和发展新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实践成果，以一系列原创

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新时代

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贯穿其中的鲜明主题就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 这一思想从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

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

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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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银山”，再到强调“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问题，为自然守住安全边界和底线”，既

讲是什么、为什么，又讲怎么看、怎么办，揭示

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

实践逻辑，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

论发展新境界。

第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对中华优

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热爱自然、敬畏自然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生生

不息、繁衍不绝的重要因素，中华传统文化很

早就形成了质朴睿智的自然观。 比如，“尽其

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矣”，“天地与

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万物各得其和以

生，各得其养以成”，等等。 这些观念都强调把

天地人联系起来、统一起来，为我们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重要思想启迪。 习近平

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

高度，传承发展“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取之

有度”等生态智慧和文化传统，提出“人与自然

是一种共生关系”“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

然和生态环境”等重要思想观点，深刻揭示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规律和实践要求，赋

予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体

现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第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 增进民生福

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我们党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发生变化，人民群众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已

经成为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从“盼温饱”到

“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人民群众

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的需求日

益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

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

是为了民生”，强调“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

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

要内容，是金钱不能替代的”。 这深刻阐明了

保护生态环境和增进民生福祉的内在关系，鲜

明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充分彰显

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性。

第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对西方现

代化理论的超越。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在

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难以弥补

的生态创伤，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弊端越来

越突出。 基于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

环境承载力较弱的基本国情，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指出，“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

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

强调“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

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 这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

化的中国特色，鲜明昭示了决不走以资本为中

心、物质主义膨胀、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现代

化老路，而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超越掠夺自

然、奴役自然、破坏自然，坚定不移走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以上四个方面，仅是一些初步认识，还需

要在学习和工作实践中不断加深对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理解和把握。 近些年，中央宣传

部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指导推动各级党委（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开展研究

阐释工作，推动成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

中心，编写出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

要》等学习读物。 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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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紧紧围绕总书记在生态

文明建设领域提出的重要思想观点和重大决

策部署开展深入研究，推出了一批具有重要

影响的研究成果，在学习研究、宣传阐释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上取得了明显成效、发挥了积

极作用。

下一步，我们将紧密结合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深入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学习研究宣传工作。

一是强化理论武装。 把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作为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干

部培训、党员学习的重要内容，指导各地区各

部门学好用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

要》，加快《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问答》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等编写出版进度。

二是深化研究阐释。 依托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国家社科基金、国家高端

智库等平台载体，充分发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研究中心的带动作用，设立一批专项课题，

推动联合攻关，推出更多有价值、有深度、有影

响的理论研究成果。

三是加大宣传普及。 组织中央媒体、地方

媒体和新媒体加大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宣传报道，通过设置专题专栏、权威访谈等形

式进行阐发解读，更好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最后，希望大家在这次研讨会上充分交流

思想、相互启发碰撞，共同为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言献策、贡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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