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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中国两会召开期间，第四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在肯尼亚
首都内罗毕举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多项成就频频受到
与会各方代表点赞。

2013 年，同样在内罗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
会议通过了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

近年来，中国大力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
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用实际行动描绘出生态文明的美好
图景。国际社会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认同和贡献的
认可不断增强，对分享中国成功经验的兴趣日益浓厚。

和谐共生 “奇迹”频现

在很多发达国家，“很难想象从国家领导人层面听到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
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等类似表述。但只有中国，把它们
作为国家愿景。”美国作家杰里米·伦特日前在一篇文章
中写道。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一种人与自然存在内在联系
的世界观。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源于中国，并
不令人惊讶。”伦特说。

美国科技企业家凯尔·斯特林对此持有相似观点：对
和谐与平衡的渴求，普遍存在于中国人心中。

2012 年，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 2018
年，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宪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已成为全民共识。

中国生态文明实践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可：
“三北”防护林工程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立为全球沙漠
“生态经济示范区”，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浙江省“千村
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千万工程”)先后荣获联合国环
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

塞罕坝沙地不再是“飞鸟无栖树”，库布其沙漠不再
是“死亡之海”，九曲黄河也不再是“万里沙”……这一
系列“绿色奇迹”让世界刮目相看。

美国航天局不久前根据卫星数据发布报告说，与 20
年前相比，世界越来越绿了，而中国的造林行动是主要贡
献之一。

污染防治 提供范例

“最近几年，来中国遇上雾霾天越来越少了。”每年
都会多次访华的斯特林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
国正在通过技术和政策来建设生态文明，毫无疑问，目标
终将实现。

2013 年以来，“大气十条”——— 《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水十条”———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土十条”———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相继出台，污
染治理的立体“作战图”全面绘就。中国污染防治攻坚战
取得的进展，越来越受国际社会瞩目。

第四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报
告，积极评价北京市改善空气质量取得的成效，认为北京
大气污染治理为其他遭受空气污染困扰的城市提供了可借
鉴的经验。联合国人居署报告说，中国治理污染河道的成
功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范例。

“中国在环保领域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成功经验。”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代理执行主任乔伊丝·姆苏亚说，她对中
国政府在两会上提出的“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大力
推动绿色发展”印象深刻，也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
量要在今年下降 3% 等目标表示赞赏。

姆苏亚指出，中国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做到环境保护和
经济增长的平衡，恰好证明了环保行动与保持经济增长并
不对立。

深度参与 全球担当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各国人
民的共同梦想。在解决自身环境问题的同时，中国更以理念

和行动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推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
展。

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
第一大国，清洁能源投资连续多年位列全球第一，源于
中国的绿色技术正在造福更多国家。

能让长颈鹿“昂首通行”的肯尼亚蒙内铁路、“油
改电”的斯里兰卡科伦坡集装箱码头、光伏板下可以长
草种瓜的巴基斯坦旁遮普太阳能电站……在一个又一个
合作项目中，中国企业将生态环保理念落实到细节。

《美国经济学与社会学杂志》主编克利福德·柯布
称赞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开辟了新路。他认为，中国走过
的发展道路完全不同于欧美国家，中国在为其他国家提
供借鉴样板。

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施泰纳所评价的，中国
政府近几年把自身的发展路径、经验和新发展思路与世
界分享，是对世界发展的重要贡献。

(参与记者：郭爽、杨臻、卢朵宝)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

世界点赞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

右玉的事迹很感人，右玉的稿子很
难写。掩卷沉思，说到底不就是种树吗？
但右玉人的树种得太悲壮。

新华社 11 日播发关于山西省右玉
县的题为《基层代表@你，曾经全县沙
化 、现在全都绿化 ，中国哪个县这么
“狠”？》的融合报道后，新华社微信公号
上有这样的留言：“我居然看得有点鼻子
酸，也太不容易了吧”。还有人说：“眼睛
里有泪珠翻涌，想起了子子孙孙无穷匮
也。”“这也不单单是一个励志的故事，更
是造福了后人。”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只是昨夜的
酒”，还有右玉人的手。

右玉曾经全县沙化。面对如此恶劣
的环境，人，可以选择离开，也可以选择
留下，可以选择忍耐，也可以选择改变，
可以选择抱怨，也可以选择行动。

1949 年，右玉第一任县委书记上任
后，开始带领大家种树。“智叟”们不会这
样做，这是“愚公”的选择。而右玉，不止
这一位“愚公”，全县人都甘当“愚公”。当
别人怨天尤人的时候，右玉人只是掸了
掸肩头的沙尘，种起了树。

种树在右玉已经成为一种信念，没
有一个孩子没种过树。有一位右玉人，死后，他老婆在棺材里放了一把
纸糊的铁锹，说“没了铁锹，他就没了魂了！”现实中，没有神话里“帝感
其诚”，但这样的一位位英雄激励了全县人与风沙不折不挠地“死磕”。

我们曾经以为，短暂的人生长度不足以衡量生态的变化；我们不敢
想象，无垠的沙化地要耗费多少代人的时光。但右玉人用行动给我们极
大的信心。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无论面对多么恶劣的
环境，只要认准一条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就有可能走出一片新天地。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选择吗？苍天为鉴，大地为证。NASA 和《自然》杂志
网站日前刊发的报告认为，过去的近 20 年中，全球绿化面积“逆势上
涨”，相当于多出一个亚马孙热带雨林的面积。其中，中国和印度的行动
主导了地球变绿，而绿植增加在中国体现得比印度明显，因为中国新增
绿化主要靠森林，与主要靠农田植被绿化的印度不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战略定
力”是什么？右玉人给出了回答。“战略定力”是一种永不放弃的执着。右
玉曾有一条沙带叫黄沙洼，种树最为艰难。但一年不行种两年，两年不
行种三年，三年后，这个即将掩没老县城的沙带被一棵棵树钉在那了。
“战略定力”是一种面对诱惑的拒绝。右玉的地下有煤矿，有煤不挖，相
信当年不少人会讥笑右玉人傻。但今天还有人笑得出来吗？又是谁笑到
了最后？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于是有种声音响起，“暂
时牺牲点生态，如何？”看看 NASA 的报告，再到右玉的大地上走一走，
相信能找到答案。

(记者陈凯星、王井怀，参与记者：姜明明、谷训)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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