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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美丽中国建设阔步向前
刘 瑾

12 月 24 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了第三批

38 个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名单。这些案例在

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与人水和谐等方面

取 得 了 良 好 成 效 ，既 各 具 特 点 ，又 各 有

侧重。

美丽河湖是美丽中国在水生态环境领

域的集中体现。2024 年，我国全面加强生

态系统保护修复，持续深入实施生态保护

红线制度，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修复工程，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等，一系列举措推动

了国土绿化面积再创新高，生物多样性保

护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步伐加快，美丽中国

的生态底色日渐深厚。

山野之间，层林尽染，绿色版图持续扩

容。我国 53%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有效

治理，沙化土地面积净减少 6500 万亩。中

国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人

工林保存面积、草地面积世界第一，还在全

球率先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

和沙化土地“双缩减”。今年以来，自然资

源部指导地方深入推进实施“十四五”时期

3 批山水工程，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总面

积超 500 万公顷。

城郊内外，公园林立，生物多样性保

护显成效。三江源地区藏羚羊种群数量

已经恢复到约 30 万只，保护级别已从“濒

危”降为“近危”。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由

4 群 30 只增长到 7 群 42 只，是全球现存 10

只以下极危物种中，唯一基于自然恢复的

成功案例。通过设立首批 5 个国家公园，

以及实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及野生动

植物保护工程，大量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群稳步增长，栖息繁衍环境稳步改善。

工业领域，向“绿”而行，扎实推进高质

量发展。今年新培育国家绿色数据中心 50

家，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平均值超过 50%。资

源利用效率不断提升，前三季度工业固废综

合利用量约 17亿吨，预计全年规上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超过 94%。绿色发展动能加快

培育，目前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

值比重已超过 18%，预计全年环保装备制造

业的总产值近万亿元。

美丽中国建设阔步向前，关键在于我

国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制度建设鲜明贯穿其中。我国实行最

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生态文明写入

宪法，形成涵盖 30 多部法律、100 多件行政

法规、1000 多件地方性法规在内的生态环

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建立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制度、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

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

面发力，为护佑绿水青山筑牢根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

走出了一条生态文明建设的光明之路。在

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沿着

美丽中国建设之路继续前行，让天更蓝、山

更绿、水更清，家园更美好，为子孙后代留

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宝藏，让中华民族在

生态文明的滋养下永续发展、繁荣昌盛。

全 球 首 份 长 江 江 豚“ 追 豚 地

图”和“赏豚攻略”于今年 10 月发

布。攻略详尽汇总了江豚观测点

位，精心规划了 5 条追豚线路，还

辅 以 人 文 风 光 讲 解 和 江 豚 拍 照

技巧。

长 江 江 豚 被 人 们 称 为“ 微 笑

天使”，是长江现存唯一的鲸豚类

动 物 ，也 是 国 家 一 级 重 点 保 护 野

生动物。然而，由于栖息地丧失、

渔业误捕、水污染、气候变化等原

因，江豚种群数量一度急剧下降，

2013 年 被 列 为“ 极 度 濒 危 物 种 ”。

得 益 于 长 江 大 保 护 的 深 入 实 施 ，

曾经难得一见的江豚重新活跃于

长 江 之 中 ，江 豚 种 群 数 量 稳 步 增

长 ，2022 年 达 到 1249 头 ，较 2017

年增长了 23.42%。

近年来，长江沿江省份把修复

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推进长江上

中下游、江河湖库、左右岸、干支流

协同治理，改善长江生态环境和水

域生态功能，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

稳定性，持续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确

保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

2020 年以来，长江干流水质连续多

年保持Ⅱ类，流域优Ⅲ水质断面比

例从 2015 年的 81.8%提高到 2023 年

的 98.5%。

今年塔里木油田累计申请绿证

突破 100 万张，成功挂牌出售绿证

30.844 万张，绿电生产、绿证交易数

量 得 到 有 效 提 升 ，绿 色 转 型 步 伐

加快。

绿证是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的

“电子身份证”，每张绿证对应 1000

千瓦时的可再生能源电量。1 千瓦

时电，蕴藏着绿色转型大空间。每

一张绿证的产生或交易，就意味着

有 1000 千瓦时绿色电力已经进入

公共电网或者被消费。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可再生

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及交易方

面，截至 10 月底，全国累计核发绿

证 35.51 亿个。其中，风电 13.23 亿

个，占 37.25%；太阳能发电 6.81 亿

个 ，占 19.18% ；常 规 水 电 12.77 亿

个，占 35.97%；生物质发电 2.64 亿

个，占 7.44%；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

567 万个，占 0.16%。

截至 10 月底，全国累计交易绿

证 3.84 亿个，绿证交易规模稳步扩

大，全社会绿色电力消费水平快速

提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聚

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

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

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

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的《中国

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24

年度报告》称，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

成效显著。2023 年，中国规模以上

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分别比上年增长 6.8%、2.7%，占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比 重 分 别 为

33.6%、15.7%，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7.1∶38.3∶54.6。2012 年以来，规模

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

超过 36%。

今年冬天，吉林长白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频现东北虎踪迹，标志

着野生东北虎时隔 30 年重回长白

山腹地，也标志着野生东北虎栖息

地进一步扩大，从东北虎豹国家公

园向西扩展了 200 多公里。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基础，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

血脉和根基。我国通过国家公园建

设、栖息地保护、人工繁育培植、放

归或回归自然等多种措施，加强濒

危物种保护研究和国际合作。数据

显示，我国 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

型和 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

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大熊猫、藏羚

羊等一批珍稀动物实现“降级”，曾

经野外消失的麋鹿总数突破 8000

只，有“东方宝石”美誉的朱鹮野外

种群超过 7000 只。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生态

保护红线制度，建立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生物

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最严格

执法监管，一大批珍稀濒危物种得

到有效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

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走出了一

条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

路，为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作

出了积极贡献。

12 月 24 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了

新 一 批 38 个 美 丽 河 湖 优 秀 案 例 。

我国自 2021 年启动美丽河湖建设，

迄今已公布 3 批 94 个美丽河湖优秀

案例，越来越多的河湖呈现出人水

和谐的新景象。

2024 年前三季度，我国地表水

环境质量总体持续改善，3641 个国

家 地 表 水 考 核 断 面 中 ，水 质 优 良

（Ⅰ—Ⅲ类）断面比例为 88.5%，同

比上升 1.4 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

例为 0.7%，同比持平。

近 年 来 ，我 国 全 面 加 强 水 生

态保护修复，完善水治理体系，31

个 省 份 全 部 建 立 了 河 长 湖 长 制 ，

实 现 了 每 条 河 流 都 有 人 管 理 ，推

动 解 决 了 一 批 河 湖 管 理 保 护 难

题，河湖状况逐步好转，水生态环

境持续复苏。

建设好造福人民的水利工程。

今年，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迎

来全面通水 10 周年。10 年来，伴随

着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建设，

华北地区地下水位持续回升、湖泊

河流生态环境改善、人居景观提升，

生态效益日益显现。

坚持和落实节水优先方针，合

理利用水资源，推进节水型社会和

节 水 型 城 市 建 设 。 最 近 10 年 来 ，

在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近 1 倍 的 情

况下，我国用水总量实现零增长。

我国以占全球 6%的淡水资源，保

障了全球近 20%的人口用水，创造

了 全 球 18%以 上 的 经 济 总 量 。 我

国水资源利用方式实现了从粗放

低效向集约高效的转变。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

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

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日前提请十四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报告显示，2023 年，沿黄 9 省区

完 成 造 林 2541.38 万 亩 ，种 草 改 良

5200.92 万亩；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

复与污染防治成效显著。黄河干流

全线连续 2 年达到Ⅱ类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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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扩绿、兴

绿、护绿并举，持续开展大规模国土

绿化行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11 月 23 日

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我

国森林覆盖率超过 25%，森林蓄积

量超过 200 亿立方米，年碳汇量达

到 12 亿吨以上，人工林面积居世界

首位，成为全球增绿最多的国家。

同时，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推动森林“水库、钱库、粮

库、碳库”联动，实现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目前，我国

林草产业总产值超过 9 万亿元，形

成了木竹加工、森林食品、林下经

济、生态旅游等 4 个年产值超万亿

元的支柱产业，成为全球主要林产

品的最大贸易、生产和消费国。

11 月 28 日，全长 3046 公里的

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绿色阻沙

防护带实现“合龙”。卫星遥感影像

显示，这是世界最长的环沙漠生态

屏障。塔克拉玛干沙漠实现锁边

“合龙”，是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荒

漠化防治的一个生动缩影。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

的 国 家 之 一 ，经 过 40 多 年 不 懈 努

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积极推进荒漠化防治及“三北”等

重点生态工程，防沙治沙取得举世

瞩目的巨大成就。截至目前，我国

53%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

理 ，沙 化 土 地 面 积 净 减 少 6500 万

亩，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

增 长 ”、荒 漠 化 和 沙 化 土 地“ 双 缩

减”，保护生态与改善民生步入良

性循环。

我国坚持系统观念，扎实推进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

理大格局，综合运用自然恢复和人

工修复两种手段，持之以恒推进生

态建设。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国家生态

保护修复公报 2024》显示，我国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取得

新成效：52 个“中国山水工程”完成

修复治理面积超过 6.7 万平方千米；

支持“蓝色海湾”整治行动等重大项

目 175 个，全国整治修复海岸线约

1680 公里、滨海湿地约 500 平方公

里。我国从山顶到海洋、从高原到

平原、从国家到地方的生态保护修

复蓝图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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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赛里木湖冬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赛里木湖冬

日景色日景色。。 朱振龙朱振龙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河 北 省 邯 郸 市 峰 峰 矿 区河 北 省 邯 郸 市 峰 峰 矿 区

义义 井镇万亩秀林中盛开的海井镇万亩秀林中盛开的海

棠花棠花。。郝群英郝群英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秋叶衬托下的西安城墙秋叶衬托下的西安城墙。。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邹竞一邹竞一摄摄

游客在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湿游客在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湿

地踏青赏景地踏青赏景。。

施亚磊施亚磊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