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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生态环境问题面临严

峻挑战，人类正站在可持续发展的十

字路口。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

史趋势。”世界的聚光灯下，习近平指

明方向。

绿色之约，不负青山不负人

挥锹铲土、培土围堰、提水浇灌

……3 月 30 日，习近平来到北京大兴

新城城市休闲公园，与群众一同义务

植树，种下了油松、碧桃、白玉兰、海

棠、小叶白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赴这场

与春天的“绿色约定”已是第十个年

头。他告诉在场群众，森林和草原对

国家生态安全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

用，林草兴则生态兴。

在他的推动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

厄·安诺生对此深刻印象。她说：“中

国已经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植树

活动……我们看到中国的森林面积

在 2000 年 至 2020 年 间 增 长 了 近

27%。这一数据非常亮眼。”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每个人

都是乘凉者，但更要做种树者，习近

平一语道出真谛。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京

津冀大气污染治理、浙江“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塞罕坝造林、毛乌素

治沙……亮眼的“绿色成绩单”正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东方大地上

的生动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生态

文明建设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

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

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

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 统 筹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沙 系 统 治

理，这里要加一个‘沙’字。”2021年全

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强调。今年的两

会，这个“沙”字与“山水林田湖草”一

起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当今世界问题丛生，但在以零

和博弈等为显著特征的工业文明框

架下，这些严峻问题都是无解的。”美

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项目主任

樊美筠说，时代需要一种新的生态有

机思维，更需要一种敬畏生命、以人

与自然共同福祉为目标的生态文明，

这也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突破“节用”“寡欲”等传统生态保

护思维、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中

心主义”等片面机械的西方生态哲学，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与发展统

一起来，“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

展”，以时代发展的眼光对生态价值进

行更为全面、科学的再认识、再评价。

近年来，习近平不断在国际场合

发出清晰有力的声音，呼吁构建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

的地球家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足迹

遍及中国各地，所到之处始终强调这

一点。就在几天前，习近平来到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倾听当地群众讲

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强调海

南要“生态立省”。

2013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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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

战略与行动》报告；2021年，联合国《生物

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

同体”为主题，是联合国首次以生态文明

为主题召开全球性会议……

天 人 合 一 、道 法 自 然 的 中 国 智

慧，赢得世界越来越多的肯定。

携手之诺，时代动力扬风帆

“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

家园！”

2021年，COP15第一阶段会议在

昆明召开。习近平的主旨讲话从昆

明传遍全球，世界与中国心灵相通。

在线聆听那场讲话的丹麦环境大

臣莱娅·韦尔梅林至今记忆犹新：习近

平宣布中国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

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向世界传达

了强有力的积极声音和中国承诺。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

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说，中

国的承诺不仅将推动达成“2020年后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更将确保框

架在达成后的有效执行。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

境污染，这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列出

的地球当前三大危机。安诺生说，中

国深度参与的多边环境体系对于扭

转标志性物种丧失、退化土地恢复以

及粮食和能源系统重塑至关重要。

从建设美丽中国到共建美丽地

球，中国一诺千金。

在肯尼亚东北部的加里萨郡，中企

承建东非最大光伏电站，不排放温室气

体又缓解肯尼亚“电荒”；中国的节水梯

田模式“拷贝”到埃及，在西奈半岛山区

涵养水源；非洲“绿色长城”有中国技术

支持，阻止撒哈拉沙漠南侵；中国电动

大巴在南美有效缓解环境污染，吸引时

任智利总统主动“代言”；北起中国昆

明、南至老挝万象的中老铁路，建造过

程中多次延长隧道、以桥代路，只为保

护象群生存家园……

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习近平的

视频演讲掷地有声：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

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

从推动低碳转型到全球气候治

理，中国知行合一。

中国全力以赴“构建起碳达峰、

碳中和‘1+N’政策体系”，推动经济社

会全面绿色转型。

中国“将生态文明领域合作作为

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内容”，绿色基

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

举措持续造福“一带一路”的伙伴。

中国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成

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应对气候

变化南南合作成果看得见、摸得着、

有实效”。

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高度契

合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

球发展”。

中国克服疫情挑战举办 COP15，
140 多个缔约方、30 多个国际机构和

组织超过 5000 名代表线上线下共话

地球生命共同体，“为未来全球生物

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明确路径，具

有重要意义”

……

独立公共政策智库澳大利亚研究

所气候和能源项目主管里奇·梅尔齐依

然记得，《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26）中，习近

平在书面致辞中提出维护多边共识、聚

焦务实行动、加速绿色转型三点建议。

梅尔齐认为，这三点建议“至关重要”，

将助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而中美两国

发布的联合宣言提出多种具体举措，更

是给大会带来了“急需的动力”。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

下，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治理参与者、

贡献者、引领者，促共谋谋团结，以笃

行行担当。

大道之行，命运与共护家园

国际社会这样解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它是“独特的中国礼物”，有“美

丽的诗意”，能“实现美好未来”……

2021年的世界地球日，在领导人

气候峰会上，习近平首次全面系统阐

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丰

富内涵和核心要义。

“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

困难，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

和行动，勇于担当，勠力同心，共同构

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共建地球

生命共同体”……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在生态环境领域延展开

来，为人类文明永续发展进步指出方向。

当前，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和新冠

疫情叠加，地球生态恶化，人与自然

关系亟需调适。

习近平强调：“面对生态环境挑

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

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

每每谈起中国的生态文明思想，

COP26 气候行动高级别倡导者尼格

尔·托平都难掩激动：“人类命运共同

体”“生态文明”这些中国理念“有一

种美丽的诗意……好像用诗歌般的

语言描述经济和科学，我认为这可能

是一份独特的中国礼物”。

“未来我们需要深刻改变人类社

会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和消费方

式，”巴西外交家鲁本斯·里库佩罗

说，“生态文明是一个更高级、更高尚

的概念，实现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中国

追求的目标，我认为它也应该成为世

界上所有国家的共同目标。”

（参与记者：陈晨、林晶、白林、黎
华玲、郭爽、高山、吴丹妮、姚兵、岳东
兴、白旭、谭晶晶、高春雨、陈威华、赵
焱、王天聪、谢照）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大道笃行系苍生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可持续发展指明方向

□ 新华社记者葛晨 张忠霞 罗国芳

在云南省安宁市青龙街道，村民张桂枝开了一家农资商店，当

下正值春耕春播，生意很是红火。和农资商店一样人来人往的，还

有隔壁的一家名为“乡愁书院”的乡村书店。

这是云南第一家乡愁书院，它在 2017年“世界读书日”那天落

成后，已逐步与乡镇融为一体。街边集市上叫卖声阵阵；书院里，

却别有一番天地。书店里，一面土坯墙、几张老照片，记录乡村的

过往；村民专注地读书、写字，静享美好时光。

“以前一年翻不了几页书，闲时就打牌、遛弯儿。”张桂枝说，现

在一有空就往书院跑，农忙卖农资、农闲来看书，生活很充实。

新华书店安宁分公司负责人孙维媛介绍，乡愁书院是云南出

版集团规划建设的项目，旨在乡村推广全民阅读。

过去，青龙街道的群众买书只能去安宁市区的书店，来回 60
多公里，一天就两趟公交。现在，很多人和张桂枝一样，常去附近

书院逛逛、买书。

然而书院建成之初，也有过少人问津的局面。如何才能吸引

村民来访？

“秘诀在于给村民普及农业科学技术，引导他们用知识富起

来。”孙维媛介绍，目前书院 4500多册图书中，农技类书籍能占到

三分之一。此外，书院还和当地政府一起，通过送书到村、举办文

化活动、开展融入直播等新兴业态的“阅读+”探索等，让书院受到

更多关注，从而打开局面。

自 2017年开业至今，书院共计到访近 3万人次。青龙街道党

工委委员尹正勇说：“以乡愁书院为阵地，青龙街道阅读氛围越来

越浓，乡村的精神风貌也越来越好。”

有耕有读，乡村振兴的路就越走越宽，青龙街道养鸡大户杨振

荣对此深以为然。

“我家关于养鸡的书少说有五六十本，现在每周末都会去书院

看看有没有新书，两个女儿也喜欢在那看诗集。”杨振荣笑着说，希

望孩子们好好读书，看见更大的世界，将来继续建设家乡。

如今，杨振荣的养鸡场和农家乐规模越做越大，带动周边村子

上百位留守老人养鸡致富。

“目前云南已建成 167家乡愁书院，还有 24家正在建设中。”云

南新华书店集团相关负责人杨敏介绍，通过寻找民间匠人、收藏陈

列老物件或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用具等方式，书院将聚焦历史文化

名镇、民族边境小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再现当地历史风貌、民

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前不久，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文化产

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提出，到 2025年基本建立文化产业赋能

乡村振兴的有效机制。

在西南边陲一条条老街新巷中，缕缕书香不仅熏陶着一方水

土一方人，还将传承耕读文化，点亮乡村振兴之路。

新华社昆明4月23日电

新华社北京 4月 23日电 （记者 史竞
男 徐壮） 4月 23日是世界读书日，第十九

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当天在京发布。

调查显示，2021 年我国成年国民包括书报

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

读率为 81.6%，人均纸质图书和电子书阅读

量继续上升，“听书”“视频讲书”等阅读形

式为读书提供更多选择。

2021 年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较

2020年增长 0.3个百分点。其中，人均纸质

图书阅读量为 4.76 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

为 3.30 本，均较上年有所提高。纸质报纸

和纸质期刊的人均阅读量则呈下降趋势。

从阅读形式上看，2021 年有 45.6%的

成年国民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

这一数字比 2020 年更高。中青年群体成

为数字化阅读的主体。有 77.4%的成年国

民进行过手机阅读，71.6%的成年国民进行

过网络在线阅读。超过三成的成年国民养

成了“听书”的习惯，通过“视频讲书”方式

读书成为新的阅读选择。

从阅读时间上看，2021 年我国成年国

民人均每天读书时间比 2020 年增长一分

钟 ，达 到 21.05 分 钟 ，但 仍 不 敌 人 均 每 天

101.12分钟的手机接触时长。

调查还显示，2021 年我国 0 至 17 周岁

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 83.9%，人均图书阅

读量为 10.93 本。未成年人阅读情况继续

向好。

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由中国新

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2021年 8月开始启

动，采用网络在线调查和电话调查方式，在

162个城市进行样本采集，覆盖我国 30个省

（区、市），调查可推及我国人口 13.2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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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81.6%

这是这是 20192019年年 1212月月 1313日拍摄的肯尼亚加里萨日拍摄的肯尼亚加里萨 5050兆瓦光伏发电站兆瓦光伏发电站。。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谢晗谢晗 摄摄

4月 23日，河南省焦作市温县一家书屋，家长带着孩子在阅读图书。

4月 23日，在湖南省常宁市西岭镇，两位老人在阅读图书。

当日是“世界读书日”，人们走进图书馆、书店、农家书屋等场所，享受阅读带来的快

乐。 新华社发（徐宏星 周秀鱼春 摄）

（上接1版）
2021 年 10 月，吕梁市图书馆正式

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这是吕梁人民文

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的开放为市

民提供了优质的学习场所，有力提升

了吕梁的城市品位。在图书馆投运的

同时，我市另一座地标性建筑—市群

艺馆主体已完工，正在进行室外管网

和景观绿化工程。

2021 年省文旅厅批复我市“五个

一批”群众文化品牌 1 个，山西省乡村

群众文艺队伍（文艺小分队）233个，山

西省乡土文化能人艺人 219个，山西省

乡村文化带头人 311个。一年中，全市

群众文化品牌、文艺小分队、乡土文化

能人艺人、乡村文化带头人等共计开

展活动 13453场。“送戏下乡一万场”惠

民 演 出 完 成 1344 场 ，超 额 完 成 299
场。组织开展两期“吕梁市 2021 年乡

土文化能人艺人培训班”，培训乡土文

化能人艺人 102名，有力提升了群众文

化队伍传带能力。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

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我

市高度重视文艺作品的创作生产，文艺

队伍不断壮大，文艺精品不断涌现。

2021年，市文旅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重点创作推出大型舞剧《刘胡

兰》和木偶戏《红军娃》，对晋剧《刘胡兰》

《吕梁儿女》《奇袭白虎团》进行复排并演

出35场，创作完成现实题材剧目《湫水河

清清》剧本并成功申报山西省舞台艺术

重点文艺作品扶持项目。

盘活文物资源 岁月焕发新魅力

文物是承载历史、凝结乡愁的重要

载体，我市对传承、保护、利用文物高度

重视，采取了多项文物保护利用措施，

一大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防护能力进

一步提升，留下岁月沧桑痕迹的文物古

迹得到了修缮保护，让这些文物焕发新

光彩、新魅力，向八方游客们述说着一

个个精彩的吕梁历史故事。

2021年，以建党百年为契机，我市

开展红色文化遗址调查认定，全市共

完成红色遗址实地调查 413处，申报省

级红色遗址 84 处，省政府公布的第一

批省级红色文化遗址吕梁市有 37 处，

数量位居全省第二。完成全市不可移

动革命文物名录上报工作，省首批公

布的我市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104处，可

移动革命文物 165 件。完成第六批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上报工作，我市共有

30处文物保护单位入选。

在强化文物活化利用方面，我市运

用吕梁市馆藏文物数字化综合管理系

统和文物数字化利用系统管理和展示

全市馆藏珍贵文物，并完成了孝义市一

级皮影木偶文物和吕梁汉画像石数字

化保护项目。吕梁市智慧博物馆项目、

晋绥边区政府及军区司令部旧址文物

数字化和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工

程得到积极推进。全市一级文物数字

化扫描完成了 300余件珍贵文物数据采

集工作及馆藏文物说明册的编写。

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

见 证 ，又 是 具 有 重 要 价 值 的 文 化 资

源。为了让历史文化焕发新时代魅

力，我市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

发展，大力实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

扬工程。2021 年，我市组织开展文化

资源普查工作，对全市国家级、省级、

市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数据

进行摸底调查，为全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数据库建设奠定基础。

文与旅相伴，旅因文而兴。文化

和旅游的融合交汇，让诗与远方从美

好的憧憬成为可以惬意享受的体验。

新的一年里，我市将继续乘着文旅融

合发展的东风，全面整合文化旅游资

源，打造更有活力、更有魅力的文旅产

品，奋力书写我市文旅融合的新篇章。

文旅融合释放发展新动能

读书日 品书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