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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
化的生态观，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的生态自然观和“生态兴则文明兴”的生
态历史观为基础，以“公平普惠的民生福
祉”的生态价值论为旨向，以“坚持问题
导向”的生态认识论为指引，以“坚持系
统观念”的生态方法论为支撑，科学诠释
了人类生态文明现代化的基本要义，不
仅阐明了生态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
质要求与应有之义，而且从生态特色上
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本
质差别。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奠定生态自
然观基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以
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回答了什么
是生态文明问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生态自然观基
础。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的人化
自然观为哲学基础，兼收并蓄“天人合
一”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
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
断科学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与
有机联系，从而超越了传统的人类中心
论与生态中心论各执一词的思想对立。
作为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
是以生产劳动为基础和中介的物质变
换过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
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基本方略，是对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之价值内涵
更为具体深刻的表达。“和谐”表征着人
与自然之间协调平衡的应有属性和理
想状态，“共生”指向的是自然演化与社
会发展的互动共进关系。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以生命共同体为
其生态自然观基础，以合理调节物质变
换过程为主要任务，既以自然为基础又
以人民为主体，既追求自然的经济价值
又注重自然的生态价值，在利用自然的
同时保护自然，是人与自然、人与自身
不断和解的伟大实践。

　　“生态兴则文明兴”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夯实生态历史观基
础。“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习近平总书记“以史为证”，以生态与文
明的辩证关系回答了什么是生态文明问
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
化夯实了生态历史观基础。一方面，生态
决定着文明。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
的根基，直接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兴衰演
替。古埃及、古巴比伦以及资本主义工业
化进程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生态环境
之于人类文明的基础地位。另一方面，文
明反作用于生态。人类文明发展方式蕴
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状态，对生态环境具
有能动的反作用，通过生态环境的客体
制约性与人类文明的主体能动性之辩证
关系呈现出来。无生态则无文明，无文明
生态亦无意义，二者统一于人类社会生
产方式的发展历史之中。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在社会主义
生产方式基础之上达到生态与文明的共
契与统一，既超越了只注重生态而无视
文明的生态主义与地理环境决定论，又
扬弃了只注重所谓文明而无视生态的传
统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生态
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标准，坚持以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坚持在创新发展中创造人类文明新
形态。
　　“公平普惠的民生福祉”为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规定了生态价
值论旨向。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新时代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出“良好生态环境
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公平普惠的民生福祉”以“生态惠
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价值取向回
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问题，为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规定了生
态价值论旨向。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
至上，并且将生态与民生相结合，既以生
态民生的发展为宗旨，又以生态民生的
建设为基础性工程，彰显了生态正义的
价值取向和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正义

不仅意味着人们经济利益、政治权利以
及发展机会的公平，而且包含生态资源
与生态产品分配的公正。生态环境是人
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因而应该是最公平、
最普惠的。优质生态产品被纳入民生范
畴，不仅民生具有了新时代意蕴，人的需
要也被极大地拓展了。生态财富成为人
民需要与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中国式
现代化必须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态环境的共同需要。如果说“和谐共
生”是生态正义的“基本内核”，体现人与
自然之间的生态安全关系；那么“公平普
惠”则是生态正义的“合理内核”，体现人
与人之间的生态利益关系，两方面辩证
统一、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生态
价值论，为中国式现代化规定了生态文
明的价值旨向。
　　“坚持问题导向”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生态认识论指
引。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问题是时
代的声音”。“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
义实践认识论的具体体现，既是一种认
识价值论，也是一种实践方法论，为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生
态认识论指引。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
形式，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
遍性与客观性。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在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展开、深化与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既伴随人类社会现
代化进程而产生，又并非现代化进程的
一般规律与必然结果。正是在中国式现
代化的伟大实践之中，生态环境问题得
以不断认识和解决，人与自然不断走向
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
深刻体现了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这既
是一种问题意识又是一种直面问题的实
践回答，既是对生态环境承载力和人类
社会现代化之生态制约性的理性认识和
问题自觉，又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何以能
够化解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践新道路的积
极探索。正是基于生态环境的问题导向，
中国式现代化遵循“像保护眼睛一样保
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持“站在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正是基于
生态环境的问题导向，才得以用绿色发
展的新理念、“碳达峰碳中和”的新思路
以及“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新办
法推进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才得以用
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回答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
之问、时代之问。
　　“坚持系统观念”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生态方法论支
持。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集
中体现，不仅体现了唯物辩证法之方法
论要求而具有普遍意义，而且以现代系
统科学的视野审视和把握了自然生态系
统与人类社会系统之间的有机统一关
系，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
化提供了生态方法论支持。坚持系统观
念就是要坚持战略思维与历史思维，要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
展”，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
明建设，实现生态文明从自然生态系统
到人类社会系统、从生命共同体到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性拓展。坚持系统观
念就是要坚持辩证思维与系统思维，统
筹考量自然生态各要素之间、各生态系
统之间以及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
相互联系、彼此支撑的辩证关系，依据
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结构性及其动态演
化规律，从系统工程和辩证角度寻求生
态环境问题的治理之道。坚持系统观念
就是要坚持创新思维，依靠创新驱动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生态化与生
态经济化。坚持系统观念就是要坚持法
治思维与底线思维，以“最严格制度最
严密法治”划定生态红线，守护绿水青
山。坚持系统观念从方法论维度彰显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合理性与优越性，只有
坚持系统观念，才能推动生态环境治理
现代化，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中国式现代化。
　　（原文载于《大众日报》8月15日6版，
作者系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我们一路走
来、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继往
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总书
记近日在内蒙古考察时，对开展主题教育
提出明确要求，对“以学正风”作出深刻阐
释，强调“要养成俭朴之风，把生活作风问
题作为检视整改的重要内容，督促广大党
员干部保持清醒头脑，筑牢贯彻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的堤坝”。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节俭
朴素，力戒奢靡，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保
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指出“现
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
神一点都不能少，必须坚持以俭修身、以
俭兴业，坚持厉行节约、勤俭办一切事
情”，要求“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
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
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铺张
浪费、奢靡享乐，不仅浪费有限资源，更会
腐蚀人的心灵、消磨人的意志，败坏党风
政风，最终会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
性、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的古训，懂得清廉
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警醒自己，坚
决抵制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永葆共产党
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以好的作风振奋
精神、激发斗志、树立形象、赢得民心。
　　生活是工作的基础，生活上做不到自
觉自律，工作就难以做到清正廉明。养成
俭朴之风，关键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从日
常生活严起，保持严肃的生活作风、培养
健康的生活情趣，特别是要增强自制力，
做到慎独慎微。“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
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尚俭戒奢”是《中
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提出的明确要
求。在主题教育中抓实以学正风，养成俭
朴之风，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
结合、学查改相贯通，把生活作风问题作
为检视整改的重要内容，对作风之弊、行
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切
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广
大党员干部要保持清醒头脑，以“检身若
不及”的自觉要求自己、反思自己，主动查

找是否存在生活奢靡、贪图享乐、追求低
级趣味等问题，勇于改正自身的缺点和不
足，确保在生活作风上清正廉洁、一身
正气。
　　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
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
们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必须常抓
不懈、久久为功，直至真正化风成俗，以优
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党的二十大对锲
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出新部
署。我们要把握党性党风党纪内在联系，
把握“四风”与腐败风腐同源、风腐一体特
征，以这次主题教育为契机，抓住“关键少
数”以上率下，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
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
思想和特权行为，推动全党坚决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
抓，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
坚持下去，筑牢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
实施细则精神的堤坝，继续在常和长、严
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推进作风建设常
态化长效化，不断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

入。广大党员干部要清醒认识到，中央八
项规定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要
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增强检
视整改实效，形成克己奉公、拒腐崇廉、戒
奢尚俭、激浊扬清的理性自觉。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
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解决大党
独有难题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既需
要常抓不懈，又需要集中发力”。奋进新征
程，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时
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坚持不懈将作风建设引向深入、坚定不移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注重解决好出现的
新问题，又注重解决好存在的深层次问
题，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
我革新、自我提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我们就一定能确保党永远不
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为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提供坚强保证。
　　（原文载于《人民日报》6月16日1版）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生态观

以学正风，养成俭朴之风
——— 推动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