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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在生态环境领域是一
个世界性难题，也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黄土高原曾经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
重、生态最脆弱的地区之一，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实
现保护与发展共赢，是摆在当地人面前的必答题。

近年来，地处黄土高原生态脆弱地区的山西省吕
梁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水资源、水环
境、水生态协同共治，不仅保护和改善了环境，也使
得生态资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银行”。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阐述了新征程上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的

“五个重大关系”，其中第一个就是处理好高质量发展
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

高水平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福建省长汀县一度水土流失严重，据 1985年遥感

普查，长汀县水土流失率为 31.5%，森林覆盖率仅在
10%左右，河岸侵蚀和河道淤积严重，危及着河流两岸
的民房及大量农田。

经过近 40 年的兴修梯田、打坝淤地、固沟保土，
流域内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2022 年长汀县水土
保持率提高到 93.43%，森林覆盖率达到 79.55%，经济
水平持续增长，实现了从全国水土流失重灾区到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的历史性跨越。

治理的是水土，推动的是发展，而且是高质量的
发展。2022 年，长汀县生态旅游接待游客 586.9 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49.23亿元。

给生态投了钱，看似不像开发建设一样能快速养
鸡生蛋，但最后会养出金鸡、生出金蛋。

由此看来，高品质生态环境既是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内涵和组成部分，又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
保障。

通过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境影响评价，遏制高
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中国为高质量发展把好
关、守好底线。

通过环境科技创新、绿色金融创新、产业模式创
新，中国正不断提升生态环保产业对经济社会绿色转
型的服务支撑力。

通过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产
业集群环境治理和环境标准提升，中国积极推动产业
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转型升级，倒逼实现
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

实践证明，只有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前提和基
础，自觉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
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才能在绿色转型中推动发
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高质量发展是高水平保护的坚强后盾

深圳，用 40年的时间迅速从一个落后的边陲农业
县建设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创新力的国
际化创新型城市。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为深圳改善生态环境保
护创造了条件，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十三五”以
来，深圳水污染治理累计投入超过 1500亿元，在全国
率先实现全市域消除黑臭水体，水环境实现历史性、
根本性、整体性转好，茅洲河、深圳河水质达到近 30
年来最好水平。

可见，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不断跃升，也
为实现高水平保护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财政、科技、市
场等支持。

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开发
绿色金融、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工具，推动生态环保

工程建设和环保产业发展，从而助力高水平保护。
高质量发展所依赖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可以提高

产品设计、生产工艺、产品分销以及回收处置利用全
产业链的绿色化水平，显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大幅
度提升环境治理效益。

高质量发展也可以通过积极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
态产业化，开展类型多样、特色鲜明的“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探索，创新环境导向的项目开发模
式，显著提升项目主体在生态环境治理上的投入意愿。

实践证明，只有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
能、新优势，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
境污染少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

协调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

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并不是“二选一”的选
择题，两者密不可分。

江苏省连云港市徐圩新区是中国七大石化产业基
地之一。近年来，徐圩新区坚决淘汰一批高污染、高
耗能落后化工产能，积极加大对园区环保基础设施的
建设投入力度，腾出环境容量引进盛虹炼化等优质重
大项目，加快了结构优化、提供了就业岗位、推动了
高质量发展，取得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的多赢。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是相辅相成、相得益
彰的。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
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协调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
平保护，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发展中保
护，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持续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严格生态环境准入管理，决不能以牺
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中国也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升
级，推动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促进生态
环保产业和环境服务业健康发展，大力培育绿色经济
增长点，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进入新时代，中国在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
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同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
和绿色发展奇迹。处理好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
关系，美丽中国的绿色发展之路必将越走越宽、越走
越远。

（作者单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
上图：云南省弥勒市湖泉生态园水清湖美，早晨

湖景在碧水蓝天映衬下倒影林立，水清如镜，宛如一
幅秀美山水画卷。 普佳勇摄 （人民图片）

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
刘智超 韩文亚

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
刘智超 韩文亚

【近镜头】 华 夏 北
端，沃野千里。走进北
大 荒 集 团 八 五 三 农 场 ，
蓝天、碧水、沃土就在
眼前。良好的生态，让
这 里 成 了 远 近 闻 名 的

“生态雁乡”，不仅在农
业生产上获得丰收，生
态 旅 游 也 发 展 得 如 火
如荼。

肥沃的黑土，在小
兴安岭南麓、松嫩平原
和三江平原地区，孕育
出中国最大的国有农场
群。这里有中国耕地规
模最大、综合生产能力
最强的国家重要商品粮
基地和粮食战略后备基
地——北大荒集团。

“今年，我家的水稻
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应
用了好几项新技术，不
光保护了环境，水稻的
分蘖、穗数和穗粒都增
加了，亩产比去年提高
了 10%。”种植户张鹏高
兴地说。

现在的北大荒，处
处黑土生金。丰收后颗
粒归仓的背后是生物菌
剂除草、旱平垄作高效
栽培、有机肥替代化肥等保护生态又节本增效的农业新技
术的“加持”。

“近年来，八五三农场有限公司有效地保护和改善了农
业生态环境，培植了丰富的生态农业资源，生态农业技术
得到全面推广和应用。”北大荒集团八五三农场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李文鹏介绍。

生态保护已经延伸到八五三农场现代农业建设的全过
程——通过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农药替代传统化学农
药，沼液沼渣还田，保护性耕作替代传统翻耕，地表水替
代地下水，以及规范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流程等一系列措
施，在减少投入品、增加生物多样性、增加碳储量等方面
均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日雁窝岛，千年北大荒”。在八五三农场，春有鸟
归夏有水，秋有丰收冬有雪，这些极富特色的生态资源，
使八五三农场成了人们向往的生态旅游目的地。

“告别了城市的喧嚣，来到八五三，到处都是原生态的
美景，满眼都是迷人的风光，我打算今后每年都带家人来
这里旅游。”来自北京的游客孟想在游览过雁窝岛湿地
后说。

“绿色林业采摘”“休闲林业生活”“健康林业养老”等
特色产业，也都在八五三农场火热地开展起来。

“八五三农场良好的生态也在滋养着各项产业蓬勃发
展，挠力河水灌溉的大米、玉米和大豆，野生放养的雁窝
岛鸭子和鸭蛋，榛子、木耳、蜂蜜等完达山特色山货，走
进了全国百姓的家中，被端上人们的餐桌。”八五三农场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李雪说。

下图：风光秀美的雁窝岛湿地。 北大荒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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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镜头】 在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的
宁波货运北站北侧建设工地，工人忙碌作
业，施工车辆来回穿梭；地面下，源源不断
的污水流入再生水厂，处理后变废为宝，成
为当地的城市环境用水……

作为人口密集的老城区，缺少集中式污
水处理设施、生活污水溢排漏排，曾经是宁
波市江北区生态环境的“痛点”。而工业地块
的稀缺，同样是该区无法避开的空间短板。
在这样的“两难”境况下，江北区探索出一
个办法：采用“地下建设再生水厂、地上进
行产业园开发，地上地下同步、民生与产业
并重”方式进行整体开发。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江北分局局长
褚有为介绍，这个开发模式要克服诸多技术
性难题，没有可以复制的案例，是硬着头皮
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

2020 年 6 月，地下空间以划拨方式供应
给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有限公司用于建造下
沉式再生水厂。2022 年 3 月，地上空间由江
北区北坤公司开发建设新兴智能智造产业
园。4 个月后，地下水厂箱体结构刚完工，
地上产业园就马不停蹄地开工了。

再生水厂作为污水处理终端，必须有健

全的管网输送污水，才能发挥作用。
因此，在建厂初期，江北区就确立了

“厂网同步”建设理念，不给污水处理效率拖
后腿——完成管网检测、修复 716 公里，三
级及以上缺陷整治 14537 处，各类涉水污染
源整改358处；完成130个居民小区、44所中
小学校、500 余家企业 （工地） 雨污分流改
造；打造城乡排水管网数字化智能化管控平
台，设置近 400 只物联网传感器，安装污水
系统感知设备267套。

目前，在宁波市江北区，清水徐徐流
淌，互连互通式“韧性”地下排水系统已初
步建成。

今年 6 月，当地上的产业园还在热火朝
天地建设时，地下新植入的排水系统“肾
脏”——地上地下统筹开发的下沉式再生水
厂已悄然投入运行。

40 岁的谢浩杰是下沉式再生水厂的员
工，也是水厂旁边费市村的村民。“早上睡到
自然醒，送完女儿上学后，路过一棵棵大
树，转弯经过小桥，听着潺潺的流水声，听
2首歌的时间就到水厂了。”

“跟当初街道和村委会说的一样，没有噪
音和异味。”

“我就说嘛，怎么村里的河道干净了不
少。”

住在周边的村民，大多是听谢浩杰谈起
自己的工作，才知道再生水厂已经投用了。

截至今年 8 月底，宁波市江北区城镇污
水集中处理量同比增加 51%，日均水处理量
约 7万吨，服务人口近 30万，通过水厂水源
热泵系统供热制冷，更是极大减少了碳排
放量。

“地下的再生水厂生态效益已经显现，地
上在建的产业园也将在明年 5 月底完工后迎
来相关入驻企业。”宁波市江北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未来，这里既是江北污水的再生处理
中心，也是小微企业安心成长的双创“摇
篮”，更是人才大有可为的沃土。

左图：下沉式再生水厂上方的产业园。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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