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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美丽山川，筑牢高质量发展生态根基
Build beautiful mountains and rivers, and lay a solid ecological 
foundation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文 / 鞠昌华

2023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意见》指出，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我们要以党的二十大提出

的目标任务为引领，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

的目标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

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维护国家

生态安全，完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以高品质生态环

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现代化为导向的美丽中国建设新格局，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筑牢生态根基。

一、建设生态之美的意义
从民生福祉和公众获得感的角度来看，美丽中国

建设中公众获得感最为显著的就是自然生态系统所

展现的景观之美。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发现了自然

风景的美。孔子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识分子以

比德说建立起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中国美术形成了独

特的山水画和松竹花鸟画。在古代诗词中，也有无数

赞颂山水之美的传世佳作。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派，

将自然界的美景引入诗中，展现了山水的声色之美。

在国际上，欣赏自然生态之美已成为各国人民的精神

需求，尤其在西方，“荒野审美”广泛兴起。人们开始

关注并重新评估自然的审美价值，赞美自然风景，荒

野逐渐被视为具有内在固有价值、值得观赏和保护的

景观。《意见》在全地域建设要求中，详细阐释了西部

的壮美风貌、东北的辽阔风光、中部的锦绣山河以及

东部的秀美风韵，凸显了自然生态之美的重要意义。

“生态之美”是衡量美丽中国的最重要标尺之一。美丽

中国的突出表现首先应是持续健康、人地和谐共生的

自然生态所呈现出的山川湖泽秀丽奇峻之美，以及草

原荒漠辽阔壮丽之美。

从国家生态安全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角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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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自然生态保护在美丽中国建设进程中也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提

升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扎实推进生态保

护修复重大工程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改善自

然生态系统状况，稳定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实现

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保障生态安全屏障牢固、生态服

务功能健全、生态系统质量稳定，这是加快推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二、提升生态之美的重点任务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

压力尚未得到根本缓解，因此，需要坚持目标导向和

问题导向，解决突出问题，消除威胁因素，补齐能力短

板，统筹部署，严格空间管控，强化保护修复，提升治

理能力。《意见》明确以下重点任务，以实现提升生态

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的目标。

空间上筑牢自然生态屏障。加强面状的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和线性的重要生态廊道建设，稳固国家生

态安全屏障，重点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建设，构建点面结合的严格生态保护空间。

工程上实施系统保护治理。推行草原、森林、河

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加强荒漠化、石漠化和水土

流失的综合治理。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修复工程，聚焦影响北京等重点地区的沙源地及传输

路径，持续推进“三北”工程和京津风沙源治理，全力

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

战略上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落实“昆蒙框架”，

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

2030年）》。健全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全面保护

野生动植物，逐步建立国家植物园体系，深入推进长江

珍稀濒危物种拯救行动，建设现代海洋牧场。

制度上强化生态统一监管。推进自然生态资源监

测评价预警，加强生态状况监测评估，开展生态保护

修复成效评估。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制度建设，持

续推进“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建立生态保护红

线生态破坏问题监督机制，及时发现和查处各类生态

破坏事件。

三、推进生态之美建设
一是以生态之美激发推动生态保护。通过生态美

学教育和生态旅游培育，增强民众的生态审美意识，

激发对荒野等生态之美的热爱，进而转化为持续的保

护行动，保护其间的生态系统和栖息于荒野的物种。

深入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坚持以水定绿、量水

而行，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协调绿化、美

化、彩化，建设美丽山川。加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特别是加强国家公园建设。持续推进“绿盾”自然保护

地强化监督，实施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保护好荒野生

态之美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二是以生态保护协同推进环境污染治理。生态保

护和污染防治相互关联、相互影响，需要统筹规划、协

同推进。通过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

工程，扩大水体环境容量，降低污染物排放，提升水环

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植被净化功能，改善区域空气

质量；利用生态系统绿色植物及其共生微生物的作

用，修复重金属污染地块的土壤。

三是以生态保护协同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是全球

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全球气候

变化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两者的

协同应对。积极实施相关规划、战略和计划，推进大规

模重点生态工程，稳定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

持续性，增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四是以生态价值实现促进生态产业发展。将生态

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经济优势，发展绿色低碳产业。

在环境质量较好、适合生态农业发展的地区支持生态

种养产业，推广高效种植模式，发展生态养殖，打造特

色农产品品牌。在风景秀美、交通便利的地区，加强

吃、住、行、游、购、乐、医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休

闲旅游健康养老产业，依托山水景观资源发展生态旅

游。健全生态产业发展支持机制，推行绿色、有机农产

品产地认定及产品认证，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

系；完善物流设施，使生态农产品能运得出；支持生态

电商发展，让生态农产品销得动；支持生态旅游评估

体系建设，提高公众对生态旅游的认知度。

五是以美丽生态推进清洁美丽世界建设。生物多

样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地球生命共同体

的血脉和根基。人类正站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全

球可持续发展的十字路口，迫切希望扭转全球生物

多样性丧失趋势。中国作为COP15主席国，将积极推

动深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国际合作，共推全球

“3030”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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