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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以河南省为例

孟 　 娜　 　 　 周 　 立

摘　 要：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作为

农业大省与生态大省，河南省近年来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在构建绿色产业链体系的探索与

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仍存在生态环境脆弱、推进力度有待加强、法治环境有待优化等问题，需要在强化新发

展理念、加大建设力度、强化制度与法治保障等方面加强对策研究，以更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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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境与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良好的生

态环境是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生态文明

建设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突

破，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是推进地区经济社会

转型发展的关键所在。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要义

生态文明建设是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
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以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为基

础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方式。①保护和建设美好

生态环境，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全过程融合，是传统发展

基础上的一种模式创新，对于新时代推进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１．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要求

推动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经济是有

机统一、相辅相成的。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绿色

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受污染与恶化的生态环境必将

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如严重的农业面源污

染对农产品内在品质提升有着非常不利的影响，严
重阻碍居民绿色消费水平和农产品产业效益的提

高。 绿色发展呼唤绿色产业革命，“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是引领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

向生态文明转型的重要战略取向。 唯有以生态环境

高质量建设构建绿色产业链体系，才能加速资源节

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快速崛起，推进产业、产品

向高质量、高品质和高效化跃升。
２．生态文明建设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

关键所在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自然价值、环境民生福祉、生
态命运共同体等方面的理论创新与社会实践，建设

绿色生态宜居的居住环境已成为时代要求和社会发

展趋势。 当今，无论是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还是城

乡居民的消费需求，都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美好生态

环境的生活图景给予极大的向往与期待。 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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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主

要方面就包括人民对绿水青山等美好生态环境的需

要与生态环境质量不高之间的矛盾。 要解决这一矛

盾，就需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３．生态文明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支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

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也
是实现中原更加出彩的重要支撑。 乡村振兴是包括

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及组织振

兴的全面振兴，生态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

有之义，是统筹城乡建设的重要途径。 从生态建设

的视角看，要全面振兴乡村，就要全方位地推进村

庄、田园、河道、公路等按生态化、绿色化要求一体化

布局，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大力开展以

生态标准为导向的乡村精品建设项目，提升乡村人

居环境，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外部支撑。
４．生态文明建设是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

黄河流域生态建设，事关中西部发展大局，事关

人民群众福祉。 ２０１９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

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重大意义和重要任务，将其确定为重大国家

战略。 河南省沿黄区域是全省经济核心区域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生态环境的脆弱区，区域内干旱、洪
水等自然灾害较多，土壤沙漠化、盐碱化等面积大，
水污染较为严重，水资源短缺，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任务艰巨。 为改善和提升黄河流

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条件，需要大力推进生态保

护与生态建设工作，强化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

互融共进关系，加快黄河流域经济向生态化、绿色化

转型，形成生态建设高质量与经济发展高质量相得

益彰的良好局面。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河南实践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生态环境、推
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 近年

来，河南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

想，坚持生态优先、生态与经济互促共赢的发展理

念，以实施抓重点、强优势、补短板等举措为突破，大
力推进生态强省建设，使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迈出坚

实步伐，取得显著效果。
森林资源建设方面，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加快城

乡道路林带建设，基本形成了森林组团、生态廊道、
村庄与道路绿化相结合的城乡森林绿地系统；加强

自然保护区建设、天然林保护及生态公益林管护，强
化以森林防火、森林病虫害综合治理、野生动植物和

古树名木保护为重点的森林资源保护体系，有力促

进了林业的增长和森林资源的拓展，形成区域性森

林的河南样板。 截至 ２０１８ 年，河南省森林面积已达

到 ４０３ 万公顷，森林蓄积量增加到 ２．０７ 亿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２４．１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②

城市绿化方面，河南省以弘扬生态文化，增进绿

色惠民，倡导绿色生活，践行绿色人居、绿色旅游和

绿色教育为目标，对城镇街道、公共场所、内部道路

和宅旁隙地等区域合理搭配绿色植物，实施绿化美

化。 实施土地绿化提速工程，加快公园绿化提升改

造步伐，不断加大市区花卉苗木、草坪、绿化类树种

的栽培与覆盖面积，大幅度增加公园绿地面积，打造

以中心城区为主，乡镇建成区为补充的绿色生态人

居环境。 截至 ２０１８ 年，河南省公园面积达 １５７８７ 公

顷，城市绿地面积达 １０７１１２ 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达 ４０％，形成了以绿色为主格调的生态环境。③

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方面，河南省

各地从多方面采取有力举措加以推进，并在实践中

探索出了一些有益的做法。 郑州市近年来深挖生态

资源优势，以特色经济林为带动，统筹推进林下经

济、森林康养、林果加工和乡村旅游发展，开展森林

旅游，发展特色经济林、花卉苗木、林下经济和林产

品加工等林业产业，实现了生态与产业的有效融合。
新乡市开展了“一村万树”行动，已完成 ３７ 个绿化

示范村的建设，改善了乡村生态状况，加快了乡村振

兴步伐。 扶沟县推动资源利用方式转变，建立产业

循环发展体系，按照“生态农业示范基地—秸秆饲

料化利用—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有机肥还田”
为主线的循环模式，大力发展绿色蔬菜种植，年产无

公害蔬菜 ３７０ 万吨，产值 ４６．８ 亿元，被誉为“中原菜

都”，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④

在总结生态建设成效的同时，也需正视生态文

明建设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 从目前来看，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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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重任务，环境质量

尚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建设生态

强省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究其原因，主要是多年

来积累的大气污染、绿化的历史欠账等问题还没有

得到很好解决，生态环境依然脆弱。 据有关数据统

计，河南省的林业生态主要指标在全国仍然靠后，森
林面积在全国处于第 ２２ 位，人均森林面积为全国平

均水平的１ ／ ５，人均森林蓄积为全国平均水平的１ ／ ７，
尚有 １０８６．７４ 万亩无林地亟待造林绿化，南水北调

中线水源区石漠化土地亟待治理。⑤河南省空气污

染浓度仍然较高，ＰＭ２．５ 年均浓度比全国 ＰＭ２．５ 年

均浓度高 ２２ 微克 ／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低于全国

平均值，低幅达 ２２．７％。⑥

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与对策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经

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 为此，需要不断完善生态

建设领域的统筹协调机制，积极探索经济、生态与民

生互促共赢的绿色发展模式，实现整体协调发展和

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结合。
１．强化绿色发展新理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以

先进的发展理念为引领。 因此，要全面领会与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增强生态文明建设

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增强全民绿色环保意识，构建全

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格局。 具体而言，一要切

实强化生态与绿色发展思维，在推进经济快速发展

的进程中坚决摒弃牺牲生态环境换一时一地经济增

长的做法。 二要进一步加强绿色低碳产品的应用和

推广，提高绿色低碳产品的生产比例和市场份额，开
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倡导绿色出行，推动全社会形

成绿色消费的自觉性。 三要以推动生产、生活、生态

协调发展为出发点，以资源保护、节约和高效利用为

着力点，以水清、岸绿、景美为目标加强生态治理力

度，重视科技创新在生态保护与修复治理中的作用，
全面深入挖掘区域科技创新资源的潜力，为高质量

绿色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２．多维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依据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对生态环境建设进行

多层面、全方位的整治与提升。 一要重点加强生态

修复与建设，加快推进森林生态体系建设，大力保护

河湖等生态系统。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

护修复，以大规模国土绿化为重点，推进以退耕还林

（草）为代表的各项国土绿化工程，大力营造山区生

态林、农田防护林，开展路旁、渠旁、村旁、宅旁“四
旁”绿化，推动山区森林化、平原林网化、城市园林

化、乡村林果化、廊道林荫化、庭院花园化，抓好矿区

植被恢复、库区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林营造，形成

多层面、全方位的生态建设格局。 二要加快生态城

市建设，绿化净化城区环境，持续加强 ＰＭ２．５ 与臭

氧协调控制、大气污染与温室气体协同减排，大力改

善空气质量；进一步推进工业清洁生产，推进重点领

域节能降耗，提高节约集约利用资源能力，推进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优先支持具有比较优势、对绿色发展

有重要贡献的大企业加快发展，打造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的经济体系。 三要大力发展节水、节肥、节药、
节地农业，减控农药和化肥的使用；积极发展生态循

环农业，推进畜禽粪污、秸秆、农产品加工副产物等

资源化利用；同时，采取经济、行政、法治手段综合施

策，坚决将农业面源污染降下来。 四要以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发挥地方特色和区域生态优

势，把水系建设和生态涵养、人居环境优化结合起

来，打造以生态环境美化为主格调的乡村小镇、田园

综合体、美丽小镇、美丽乡村，保护传统村落，共同建

设生态宜居的居住环境。
３．高水平促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建设

针对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特点，以“防洪保安全、
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境、先进水文

化”为目标，推进黄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此，要坚持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方针，统筹水资

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治理，筑牢沿黄生态屏

障。 具体而言，一要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修

复工作，加强水污染防治和土壤污染源头管控，突出

重金属、大宗固废、农业面源污染、生活源污染防治，
持续提升沿黄土壤环境质量。 二要持续推进退耕还

林（草）、太行山绿化、黄河故道沙化土地治理等国

土绿化工程。 大力营造山区生态林、农田防护林，加
快生态廊道网络建设，确保区域国土绿化全覆盖。
三要以沿黄复合型生态廊道建设为牵引，以国土绿

化、水土保持、矿山整治为重点，实施黄河区域生态

廊道、湿地公园、水土流失治理等工程，提升黄河流

域生态系统稳定性；实施防洪减灾、河道综合治理、
滩区提升治理工程，牢牢守住水灾害防御底线。 四

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坚持量水而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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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为重，坚持开源节流、优化挖潜并举，开展农业节

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乡节水降损等行动；制订

黄河流域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高耗水、高污染、
高风险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４．加强生态建设与保护的机制创新

创新生态建设与治理的体制机制，强化制度建

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 在推进生态建设的

过程中，需要把制度建设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真正

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为

此，一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生态文明建设中存

在的短板问题和薄弱环节，加强资金、技术、人才等

方面的要素投入，形成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保障。 二

要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

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管理制度，进一步深化燃

煤污染、工业污染、挥发性有机物、移动源污染等综

合治理，切实保护和提升耕地质量，加强耕地质量检

测评价，持续提高耕地地力，强化耕地污染防治和源

头管控，不断完善天然林及公益林管护政策，加强有

害生物防控和森林防火，探索实施污染防治奖惩办

法。 三要全面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法治化、
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深
入推进排污权、用能权、水权等合理交易，探索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方式。 四要健全和完善区域内横向生

态补偿机制和生态破坏赔偿机制，落实生态环境保

护责任制度，完善生态建设绩效评价考评和责任追

究制度；同时，加强生态环境风险防范，提升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５．发挥严密法治的保障作用

加强生态治理法治建设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必要条件。 为此，一要围绕源头预防、过程控制、破
坏赔偿、责任追究，强化制度执行，严密法治屏障，严
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森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强化对矿山、耕
地、森林和湿地的保护，管控生态保护红线、资源利

用上线，加强森林经营和节约集约利用，严厉打击毁

坏土地资源、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查

处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二要

以实施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为契机，更好地发挥

人大、政协及新闻媒体的督察监督作用；进一步完善

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做好生态环

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工作，切实发挥

法治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中固根本、稳预期、利长

远的保障作用，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和刑事

司法衔接机制，依法严惩重罚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

为，以最严密的法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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