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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5日，正值世界环境
日，中国主题为“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旨在倡导唤醒全社
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牢
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的理念，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这其
实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脉
相承。

2019 年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
表团审议时明确指出：“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关于生态
文明建设的思想不断丰富和完
善。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
基本方略。”

今年4月召开的领导人气
候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
系统阐述了“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和核心
要义。在一周之后的中共中央
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又将“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列
入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
有 的 重 要 特 征 之 一 。 这 是
习近平总书记思想深邃，为了
人民幸福、为了永续发展，依
据新时代新实践，作出的新部
署，提出的新要求，必须深入
学习领会贯彻落实。

第一，站在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高度谋划经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4月
30 日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
治局第 29次集体学习时告诫
全党：“要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保持战略定
力，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
强调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
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
的方针。”

在这里，新时代新发展理
念该怎样贯彻，什么才是真正
的战略定力，经济社会发展该
如何谋划，基本国策是什么，
在保护与发展中坚持什么优
先、什么为主，需要坚持的方
针又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的
这些谆谆教诲，都讲得清清楚
楚，为我们谋划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前进方向和重要遵循。
今后，我们各级政府、各类企
业等，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
部署安排工作时，都必须用
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谋定的这
一根本要求作衡量、作指导，
并用以检验实践。

第二，努力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我们在学习中注意到，一
个时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已
多次、反复强调了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使我们
对要为之努力奋斗的现代化，
是什么样的现代化，有了明确
方向和目标。

“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
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
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
应成为我们要建设和奋斗什么
样的现代化的分水岭，这也是
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根本所在。

这意味着，这种现代化要
求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必须是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而不能
是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必
须是能有统筹进行污染治理、
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一
系列综合的、根本的措施，进
而促进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而不能是牺牲自然环境、损害
生态为代价的。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延续了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哲理
思想和文明根脉，是源远流长
的中华文明精粹。要牢牢记住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教导叮嘱，
以自然为根，实现和谐发展新
要求。

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坚
定不移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为
我们设计的这一宏伟蓝图而不
懈努力，以确保我们业已形成
的重要共识和目标任务的如期
实现。

第三，深入贯彻全面落实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和告

诫，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
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这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
的关系，明确提出了人与自然共
处共生的要求，深刻阐述了人类
在利用、开发、生产、生活、发
展中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

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
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
规律。“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
限。”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
之不觉，失之难存。人在大自然
面前，只有牢固树立正确的科学
的自然观，老老实实“尊重自然
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
自然上走弯路”。

今天，我们在新时代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
的始终，都必须将这个深刻的道
理“铭记于心、落实于行”。要
使每个党政领导干部，都能带领
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认认真真
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贯彻落实
到实际的具体的工作中，自觉地

“多谋打基础、利长远的善事，
多干保护自然、修复生态的实
事，多做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
好事”，真正实践好、实现好
习近平总书记挂念希望的——

“让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让自然生态美景永
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
美丽。”

第四，坚持高质量绿色发
展，对各生态要素进行协同治
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

我们要积极抓住今天全党全
社会业已形成的生态文明的时代
际遇，更好地坚定生态自信，
提高生态自觉，实现生态自
强，更加注重加快形成与生态
文明、生态保护相匹配的制
度、产业体系和生产、生活方
式，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路径，让绿水青山更有颜
值、金山银山更有价值。我们
坚信，只要我们坚定坚持这样
做下去、做到底，那么，全面
推动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创
造高品质生活作为目标追求，
建设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
进步的现代化就一定能实现。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人口
资源环境委员会原驻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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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六五环境日当天，有着
48年党龄的老党员葛玉修被生态环
境部聘为生态环境观察员。他说，“这
是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我最爱大自然，
地球不属于人类，而人类却属于地球。
我会继续奔波在青藏高原，记录生命
中的美好。”

从摄影爱好者到“中华对角羚之父”

葛玉修是山东人，自1970年入伍
到青海，便再也没有离开。

“今年，是我到青海的第51年，也
是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第 48 年。我
1970年从山东曹县入伍来青海，后来
到青海金融系统，2014年元月退休。”
虽然离开了心爱的军营，但是部队赋
予的优秀基因，却使葛玉修终身受益。

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的葛玉
修，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摄影。多年
来，他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精力和
金钱都投入到摄影创作。

一次偶然的拍摄中，葛玉修接触
到我国特有的物种——普氏原羚。

“7只褐黄色的动物排成一线在
草原上跳跃着狂奔，美极了。”葛玉修
回忆说。他抓拍了这组照片，并填补了
普氏原羚图片的空白。

但让葛玉修难过的是，他也看到
它被野狼残害的场景。“那场景血肉模
糊，四周狼藉，我当时就涌起一种想保
护它们的责任感。”

20世纪 90年代，普氏原羚先后
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皮书列为濒危
级动物，当时仅存300余只。

如何保护？葛玉修想到了手中的
相机，“我要拍出更多它们的照片，呼
吁公众都来关注它们。”

为了拍摄到普氏原羚更为珍贵的

图片，葛玉修经常穿梭在青藏高原广
袤的无人区，风餐露宿，挨饿受冻；曾
遇到过野狼群威胁，侥幸“狼口脱险”；
还陷入过海拔4000多米荒无人烟的
沼泽地，掉进过零下20摄氏度的冰窟
窿，身陷绝境，欲哭无泪……

功夫不负有心人。葛玉修的普氏
原羚照片越拍越好，甚至拍到了这些
可爱的动物求偶、交配、瞬间跳跃和直
立的照片。专家说他拍摄到的照片，是
目前国内关于普氏原羚质量最高的第
一手视觉资料。

正因为对普氏原羚的感情越来越
深，葛玉修总觉得作为中国独有的羚
羊物种，应该拥有一个很中国的名字。

“经请教专家、朋友建议给其增加
个中文名字‘中华对角羚’。”葛玉修说。

让葛玉修想不到的是，他的倡议
得到了众多人的响应，很多人认为这
是“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体现，如
今“中华对角羚”的名字越叫越响，也
被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所认可。

这也让葛玉修有了“中华对角羚
之父”的称号。

青海环境变化的见证人

路越走越远，照片也越拍越多，葛
玉修觉得自己在生态保护这条路上已
经停不下来脚步了。

“青海是‘地球第三极’重要组成
部分，被称为万山之宗、万水之源，有
中华水塔的美誉。其环境变化影响着
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生态平衡。青海
又是一个具有丰富生物多样性的省
份，资源动物蕴藏总量名列全国前
茅。”

尽管不是土生土长的青海人，但
葛玉修已深深爱上这片热土。他觉得

还能做得更多。
葛玉修发起创办了青海省第一个

民间生态环保摄影网站“青海青”，把
“关注野生动物，维护高原生态，爱我
绿色家园”作为网站的口号。他呼吁国
家有关部门立即采取措施，尽快建立

“中华对角羚专属保护区”，挽救这一
极端濒危物种。并以“青海青”网站的
名义与学校和西宁环保团体组织开展
了“拯救中华对角羚”宣传签名活动。

2008年 12月，中华对角羚特护
区在青海湖北岸成立，他被聘为保护
站荣誉站长。

从事环保志愿行动20多年来，葛
玉修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休闲和应酬，
一头扎进他所钟爱的生态环保事业
中。

为了近距离观察拍摄候鸟，葛玉
修曾独自在青海湖一个名叫“三块石”
的岛屿上坚守了7天7夜，饿了啃一
口饼子，渴了喝一口凉水；离岛的时
候，精心喂养过的小鸟，居然依依不
舍，几番下水相送，让他泪流满面。

为了追踪青藏高原野生动物的生
活习性和生态变化，他先后200余次
赴距西宁200公里的青海湖，25次进
三江源、15次到可可西里无人区，历
尽千辛万苦，拍摄了20余万幅珍贵的
野生动物及生态图片，撰写了150余
篇反映野生动物及生存环境的文章。

葛玉修说自己最幸福的事就是无
意间成为青海环境变化的见证人。

“20世纪70年代，西宁的南北两
山光秃秃的，没有什么树木，更没有什
么鸟兽。青海湖周边没有太多的野生
动物，青海湖的湟鱼数量也在减少，甚
至仅有3000吨。”葛玉修说。

如今，在青海省委、省政府的重视
下，青海加大了生态环境保护的保护

力度，采取坚决措施，封湖育鱼，不仅南
北两山绿树成荫、郁郁葱葱，环颈雉、野
兔时常出现，青海湖的湟鱼已经达到了
现在的10.4万吨。如今，仅冬天在青海
湖栖息的大天鹅，也在夏天出现了。葛玉
修就曾在青海湖拍摄到一对大天鹅带着
小天鹅游弋的图片。

更让他高兴的是，中华对角羚在
2020年已经增加至2700只左右，甚至
在公路上就能看到它们漂亮的身影。多
年不见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鸨，也出
现在摄影家的镜头里。

“所有这些都说明生态环境的明显
好转。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习近平总书记
期望的‘一江清水向东流’的目标正在
实现。”葛玉修说。

做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

因为对青海的热爱和对环保事业贡
献，诸多赋予葛玉修的荣誉也纷至沓来。

“北京奥运火炬手”“感动青海人物”“绿
色中国年度人物”“斯巴鲁生态保护奖”

“中华宝钢环境奖”“2019中国百名最美
环保志愿者”……

但对于这众多殊荣，葛玉修说，“我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志愿的，很值得！”

他也并未因此停下脚步。“我要一直
做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

实际上，从2002年开始，葛玉修就
带着自己图片和视频制作的课件，从小
学到大学，从社区到国家讲堂，穿梭在全
国各地，生态环保公益讲座达600余场。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
发，葛玉修用自己的作品，制作了《冠状
病毒再敲警钟》《保护野生动物，共创和
谐家园》等12个美篇。播发后，受到广泛
赞许，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

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后，葛玉修在作
9场演讲的同时，还作了7场直播公开
课。其中，2020年11月13日在“大江大
河大奔腾”活动中，葛玉修在海拔4700
多米的长江源头作的《我把江源说给你
听》直播，收看点击达425万人次。

能让更多的人关爱环境、关爱野生
动物，葛玉修觉得就是巨大的成功。

对于刚刚当选的生态环境观察员，
葛玉修说，这是荣誉更是一份责任。

“一方面要继续传递生态环保的理念，做
绿色生活方式的倡导者，影响和带动更
多的人投入到环保事业当中去，让天更
蓝、水更清，鸟儿自由飞翔；同时我也会
继续用镜头记录生态环境带来的美好变
化，讲好美丽中国的故事。”

小镜头，大生态，大责任，大人生。
如今，葛玉修虽已68岁，但仍未停

止脚步，继续奔波在青藏高原、“三江源
头”，继续用镜头记录着他对祖国这片热
土的无限爱恋……

葛玉修葛玉修：：小镜头记录大生态小镜头记录大生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菡娟王菡娟

今年六五环境日当天，全国政
协常委、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
青海举行的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
动上发表主旨讲话时指出：“优美生
态环境为全社会共同享有，需要全
社会共同努力、共同建设、共同保
护。”

黄润秋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
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
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决心之大、
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人民
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显著增强，厚植
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绿色底色和质

量成色。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面临
诸多矛盾和挑战，满足人民群众的期
待和美丽中国建设目标要求，仍需全
社会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黄润秋表示，“十四五”时期我
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征程，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
要求，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保持战略定力，把实现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加
快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空间格局，持续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

修复监管，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
新进步。

黄润秋希望社会各界坚决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高水平保护促
进高质量发展，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智慧
和力量。积极培育和弘扬生态文化，
进一步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加强生态
文明宣传产品的制作和传播，讲好中
国生态环保故事。做生态文明建设的
践行者、推动者，倡导简约适度、绿
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今年六五环境日的主题是“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旨在进一步提升全社
会践行生态文明意识，促进全社会形成
自觉行动，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凝聚共
识、汇聚力量。

活动现场揭晓了2021年“美丽中
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
意识行动计划先进典型宣传推选活动
百名最美生态环保志愿者、十佳公众
参与案例、十佳环保设施开放单位名
单，并向 10名 2021 年生态环境特邀
观察员颁授聘书。活动还宣布2022年
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将在辽宁省
举办。

全国政协常委、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本报记者 王菡娟

他曾是一名军人，退伍后成为金融行业的一员。
因为热爱摄影，他走遍了青海的山山水水。青海湖
畔，与飞禽走兽为伴；草原深处，与中华对角羚亲密
相偎……多年来，他用20多万张野生动物照片记录了
青海生态环境的变化，也影响了更多人加入环保行列。

lvserenwu

绿色人物

葛玉修拍摄的中华对角羚葛玉修拍摄的中华对角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