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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中共二十大報

告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中國多位知名專家學者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實

現這一目標，美麗中國是重要建設內容和衡量標誌之一。他

們認為，西方國家通過過度開發自然資源、大規模破壞生態

環境而獲取的現代化，造成了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中國式現代

化不可能也不會走西方老路。在新征程中，中國須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

生的戰略高度，謀劃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的協調統一，正確處理當

前與長遠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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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走西方先污染後治理老路不走西方先污染後治理老路
山西焦煤集團鎮城底礦副隊長馬黎明：

要加快煤炭產業數字化改造提升，穩步推進煤炭智
能綠色開採，持續推動傳統能源模式向綠色低碳模
式轉變。

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委書記蔡成勇：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既
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心聲，也是當代社會發展的客
觀規律。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
文明教研部主任褚松燕：

要抓準抓好重點領域，扎實落實各項部署，在堅持系
統觀念的基礎上做好目標分解，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
面綠色轉型，促進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實現。

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州長洪慶：

東北虎豹國家公園2/3面積坐落在延邊州，我們全
面加大保護力度，積極開展虎豹棲息地環境修復、
種群保護、科研監測等工作，虎豹種群不斷恢復。

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長楊武：

我們堅持「重在保護，要在治理」，實施水土流
失和沙化草原治理等 47 個生態項目，修復濕地
1.93萬公頃，黃河沿岸草原沙化退化得到根本遏
制。

廣東省陽春市八甲鎮官河村黨總支書記廖
高珍：

是要「錢袋子」還是要「綠葉子」？綠色發展成了
解決難題的金鑰匙。官河村的實踐證明，綠色發展
不是「錢袋子」與「綠葉子」二選一，而是要走生
態美、產業興、百姓富的綠色發展之路。

貴州省自然資源廳廳長周文：

形成綠色低碳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依然任重道
遠，應結合實際，把握大勢，抓住規律，穩中求
進。只有做好經濟發展的綠色低碳轉型，才能實現
「雙碳」目標。

山西省自然資源廳廳長姚青林：
「雙碳」目標是黨中央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戰略決
策，關係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永續發展，不可
能一蹴而就，更不能脫離實際。

天津市河北區環境衞生管理一所工人徐
文華：
持續深入推進環境污染防治和生態保護，增強人們
的環保低碳意識，生態環境將越來越優美。

「我在這裏當保安 ，
又可以好好守着這棵樹
了」，在去年才建成通
車的德江至習水高速公
路桐梓段水銀河收費站
當保安的黎開清，是貴
州省桐梓縣木瓜鎮木瓜
村大坪子組村民。收費
站的進出口是黎開清家
老房子坐落的老屋基。高速公路開建之
初，黎開清搬離了村子卻一直掛念着老屋
百十米開外的一棵傳說已有千年樹齡的黃
葛樹。

因為樹齡古遠，村子裏的老人也說不出
所以然，從黎開清記事起，這棵黃葛便被
村民當做神祇用來祈福，不僅枝幹被披
紅，村民也經常帶着豬頭和香燭拜祭。在
高速公路建設之初，黎開清曾聽到傳說有
人要把樹給挪走，直到高速公路開通，他
的心才逐漸放下來——黃葛不僅沒被移
動，還被建了一個半徑十米開外，離地半
米左右的圓形水泥花台，又回填了兩三米
深的厚土。

事實上，黎開清最初的擔心有點多餘。
作為西部欠發達地區的貴州，基礎建設起
步相對東部較晚，施工理念和技術的起點
卻更高。黎開清所看護的這條高速便是人
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一個典範。在設計之
初，便將環境保護上升到與工程質量和安
全同等重要的高度，同步規劃、同步實
施、同步驗收投入使用。除了這棵千年黃

葛，沿線的另外7棵千年樹齡的老樹，及
南方珍稀樹種紅豆杉，也都得到貼牌劃
界、工程或生物措施等妥善呵護。此外，
設計和施工方還預設了45座涵洞、14座跨
線橋，供當地一百多種野生珍稀動物自由
遷徙。

黎開清和千年樹齡的黃葛樹，只是近年
來貴州在發展中大力協調人與自然和諧關
係的一個縮影，而貴州，又是中國近年來
在發展中大力協調人與自然和諧關係的一
個縮影。

如今的黎開清，不僅仍然可以在「老
屋」守着這棵千年神樹，閒暇時他用磚塊
砌了一條長十餘米、寬一米多的便道，這
樣，人就可以走到樹台，像小時候一樣，
在黃葛樹粗壯而又茂密的枝幹庇護下乘
涼。他甚至可以用千年黃葛的視角，審視
着這片土地，只是村民再也沒有了難以繞
出崎嶇山路的千年困擾，筆直的高速公路
飛架在山谷之上，而黎開清原來修建在山
坡上的「老屋」，則成為了那些穿梭在雲
霧間汽車的必經之處。

◆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亞明 貴州報道

新征程新征程邁邁 上上

西方工業化伴污染 至今遺禍全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一存北京報道）

歐美19世紀進入工業化以來，「先污染」
時期長達百年之久，曾爆發多次大規模環境
污染事件，甚至造成大量民眾死亡；「後治
理」階段至今未能結束，污染時至今日都未
能消除。這意味西方國家通過過度開發自然
資源、大規模破壞生態環境獲取現代化，侵
佔了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發展空間，在自身
遭遇前所未有的大自然報復的同時，也給全
球遺留了嚴重的生態後果。
例如：19世紀，工業中心英國倫敦進入

急速發展期，大量化石燃料，尤其是煤炭
的消耗量不斷增加，使得倫敦大氣污染愈
演愈烈，形成了極濃的灰黃色煙霧。1952
年12月的「倫敦煙霧事件」，在前四天造

成4,000人死亡，接下來兩個月中共12,000
人死亡。英國自1953開始，決定分四階段
對污染進行治理，至20世紀七十年代中
期，才逐漸擺脫「霧都」的稱號，而目前
仍處第四治理階段初期，但治理時間已近
70年。

美是塑膠垃圾製造大國
美國情況相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煤
煙讓匹茲堡因空氣混濁而聞名；田納西首
府納什維爾亦因空氣污染而被稱作「煙霧
喬易」；有「死湖」之稱的伊利湖，最嚴
重時岸灘覆蓋着腐爛藻塊，港灣、河川充
滿油污和各式工業垃圾。五大湖區汞污染
時至今日仍嚴重超標。去年一份來自美國

的調查顯示，伊利諾伊州多個自來水公司
供 水 中 的 砷 、 鐳 和 總 三 鹵 甲 烷
（TTHMS）超標。芝加哥自來水被檢測
出含從氯仿、六價鉻到硝酸鹽和鐳等多種
化學物質。美國國家科學院、工程院和醫
學院一份報告指出，按人均計算，美國產
生的塑膠垃圾比中國多一個數量級，是全
球最大的塑膠廢棄物來源國。

中國仍會按期實現碳中和
歐洲近年大力推動綠色能源政策，導致對

天然氣倚賴大增。但俄烏衝突加劇了歐洲能
源危機，隨着冬日即將來臨，歐洲對煤炭等
傳統高碳排化石能源的需求節節攀升。知名
丹麥能源公司Orsted已經下令，重啟3個大型

化石燃料設施。他們強調：「它們都使用煤
炭作為主要燃料來源，以及備用Kyndby21號
機組，則是使用石油作為燃料。」包含德國
RWE等大型能源公司，也都加入了這個行
列。
「西方一些國家口惠而實不至，重要的承

諾也沒能實現，包括對發展中國家支持1千
億美元的承諾。但中國多次對世界宣布會按
期實現碳中和、碳達峰。」住房與城鄉建設
部全國村鎮建設智庫綠色低碳發展專業委員
會主任閆長明對香港文匯報表示，中國政府
提出「雙碳」目標，是中國基於推動構建人
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和實現可持續發展作出的
重大戰略決策，是面向未來的發展理念。從
全球範圍來看，發展清潔能源、降低碳排放

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全球就是
一個地球村，氣候危機不分國家，排放的二
氧化碳沒有國界，實現碳達峰、碳中和事關
全人類共同利益，」閆長明建議，要用科技
創新助力「雙碳」目標實現，「碳平衡、碳
循環是達到碳中和最生態的辦法，在此方
面，中國應該用高科技生產優良木材，大大
推動綠色經濟發展、助力生態環境高質量保
護。」
「在現代化進程中，中國與西方有顯著不

同，中國的基礎更薄弱，人口規模更大，所
以我們要反思和揚棄西方傳統工業化道路，
繼承和發揚中國生態文化傳統的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等優秀理念，將這些理念融入進現
代化發展中。」馬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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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大代表熱議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

◆水銀河收費站俯瞰。清晰可見圖中右偏下的黃葛樹，以及更遠處的水銀河。桐梓縣融媒中心供圖

◆ 江蘇園博園是
在廢棄礦坑上建造而

成，通過治理採石宕口、
活化工業遺存，廢棄礦坑蝶
變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
城市「桃花源」。

資料圖片

◆黎開清和他心心念念的黃葛樹。 桐梓縣融媒中心供圖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
會和生態文明部生態文明建

設教研室副主任郭兆暉接受香港
文匯報採訪時表示，中國式現代
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
化，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
神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
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
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
優美生態環境需要。這是中國式
現代化最顯著的特點之一，也是
區別於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
現代化重要標誌之一。中國社會
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黨委書記
楊開忠表示，中國取之以時、取之
有度、天人合一的文化傳統，根植
於國人世界觀和方法論。與此同
時，中國與西方式現代化也存在諸
多不同，西方代表資產階級利益，
中國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
益。這使中國式現代化能夠從根本
上體現中華民族和人類社會永續發
展的要求，把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
生作為基本特徵和本質要求。其次
中國人多地少、生態脆弱、災害頻
繁對現代化構成重大挑戰，中國式
現代化也因此必須將促進人與自然
和諧共生作為基本特徵和本質要
求，走資源節約、生態安全、環境
友好的現代化道路。

中國已具超越傳統發展模式的能力
楊開忠說，西方式現代化在其推

進實現時，人類社會活動規模相對
地球承載力很小，不存在生態系統
極限挑戰問題。但中國式現代化推
進的時代，人類活動已經逼近地球
資源環境承載力極限，生態挑戰日
益尖銳，因而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
生成為中國式現代化本質要求和基
本特徵。
西方國家在自然的發展過程中已
經實現了碳達峰，但中國尚未實現
碳達峰，故此要人為加速進程，
「難度很大，但要迎難而上，實現
承諾。」內地知名專家、公眾環境
研究中心主任馬軍接受香港文匯報
採訪時表示，二十大報告將「人與
自然和諧共生」提升到新高度，為
下一階段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提供了
基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馬軍認為，要將人與自然視為生

命的共同體，在保護和修復自然的
同時夯實發展的基礎，尋找新的發

展機遇，實現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
和生態保護協調統一，最終構建起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他亦
強調，在邁向現代化道路上，中國
已經具備了超越傳統發展模式、以
新的更和諧的方式發展的能力。

將量化碧水藍天保衛戰指標
「當下是『十四五』中期，將進

入生態環境質量提升的爬坡期，環
境保護工作需要堅持以提高環境質
量和促進高質量發展為核心，解決
水、大氣、土壤、固體廢棄物、生
態等領域的存量問題，推進提升生
態環境質量，用更高的標準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堅戰，」馬軍指出，
中國在現代化發展進程中也遭遇了
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而目前來
看，在新冠疫情、能源短缺、地緣
政治緊張等國際形勢下，協同經濟
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關係，實際上也
面臨巨大挑戰。
不過，中國在過去十年將環境保
護和經濟發展放到了同等重要的位
置，亦作出巨大政策調整，因而兩
者都取得了重大的進展。馬軍認
為，中國在環境治理方面一直在量
化標準，下一步要從具體層面量化
指標，比如藍天保衛戰，碧水保衛
戰，土壤的污染防治等。

推動綠色低碳生產生活方式
「我們最關注的就是中國如何實
現公平的綠色轉型，如何將生態文
明和經濟社會發展協調起來。」世
界資源研究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阿
尼魯達．達斯古普塔認為，中國的
做法和經驗將給全球帶來巨大借鑒
意義。
「生態環境問題源於發展，也

必須在發展中解決。」能源基金
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鄒驥
舉例說，產業結構調整實際上正
是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
與發展緊密結合，並找到二者最
大協同點。他相信，生態環境保
護會創造出新需求，進而成為支
撐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馬軍表示，未來發展大的方略要

以減污降碳為主要抓手，以經濟社
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為引領，加快
形成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產業結
構，做好國土空間布局，優化山水
林田湖草沙的系統治理。

天人合一是中國式現代化重要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