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演
讲(汇总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演讲篇一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
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竹海镇农林村牢记“两山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绿色发展按下快进键，生态文
明建设驶入快车道，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小康之路。

保护好生态环境。在老村长陈福尧的记忆中，曾经的村庄，
家家户户造纸，村民乱砍滥伐，兴建矿厂，村里处处是“天
坑”，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为改变村庄面貌，农林人用新路径取代旧模式，创新绿色产
业，变竹林为园林、变农房为客房、变矿山为“金山”，探
索出了一条摆脱贫困走向美丽乡村的发展新路。

纵有不舍，讲大局的农林村群众收起了砍竹刀、绑竹绳，关
闭了矿石窑，告別旧生计，寻找新出路，4500亩集体林
地、“海中海”湖泊入股蜀南竹海旅游开发公司，采取党建
引领+景点承包经营+旅游设施租赁+自然资源分红模式，实现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走上了一条绿色发
展之路。



发展好绿色产业。眼下虽然已经过了旅游的旺季，但地处蜀
南竹海景区的灌家农庄却是一派繁忙热闹景象。贵阳游客单
女士高兴地说，“今天是第四天了，本来准备只玩三天的，
因为特别好耍嘛，又多待了一天……空气特别好，住得特舒
心，吃得又特别的开心、舒心。竹花、竹蛋、冬笋，好多想
不起名字的竹食材，以前都没吃过，食材好，有创意，明年
天热时约起朋友还会再来玩”。

作为地道的农林村人，灌蓉一家也曾外出打工谋生。随着蜀
南竹海旅游业不断发展，依托丰富的竹林资源和竹生态优势，
灌蓉一家在景区里开办起了农庄。以“竹”为主打，让曾经
外出打工的她尝到了甜头。

“这段时间相对来说是淡季，因为刚过了暑假。家里有20几
间客房，每天可以住上10几间，收益还不错。并且土地流转
得租金、参与经营得股金、劳动务工得薪金，大家的日子能
不火嘛。”灌蓉是这样说的。

2019年，农林村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47981元，集体经济收
入287万元，贫困人口全部实现提前一年脱贫。

优化好经济结构。农林村党组织书记灌兵讲，下一步农林村
将积极融入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历史机遇，依托蜀
南竹海创建5a契机，大力打造竹食品、竹文化、竹经济特色
商业街，把竹林变公园，把村庄变集市，打造游乐在竹海、
吃住在农林的抱团发展模式，成为城里人避暑纳凉、森林康
养的向往之地，让更多人感受到农林村的魅力，持续增加村
民的“钱袋子”，让群众生活质量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农林村正实现自
然财富经济财富双丰收。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演讲篇二

福州是有福之州，生态条件得天独厚，希望继续把这座海滨
城市、山水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好造福人民群众。

绿色是大自然的鲜明底色。当前，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
进入“快车道”，这是千百年来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战略、
成果等共同发展的显著标识，是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
性的卓越象征。我们要乘势而上、抓住机遇继续做下去，为
生态文明建设打造示范样本，寻求绿色发展最大“共”约数，
向着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不懈奋斗。

追求绿色发展“共荣”，洞见生态文明真谛。“取之有度，
用之有节”，是生态文明的真谛。人民追求“共荣”的实际
需求和现实需要不仅符合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
理念，还能有效指引全社会共同践行“两山论”，让生态文
明思想成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根本指南，努力打造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生态环境。要积极倡导厉行节约、绿
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筑牢统筹保护与发展的绿色价值理念，让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爱护自然”实现由“规定动作”
到“自觉行为”的转变，像保护眼睛一样、像对待生命一样
爱绿护绿增绿，让这笔意义非凡且无比珍贵的“生态财富”
能够泽被后世。要清醒认识到无序、粗暴对待自然的巨大危
害，必须协调规范好经济活动、产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等，
在合理合法合规的范围内、生态环境可承受的限度内讲新发
展。全社会要携手共同应对生态问题，学会算总账、算大账、
算长远账，把“共抓大保护”落实到一字一句、一步一行中，
坚持一棒接着一棒跑，群策群力、群防群控，坚决抵制奢靡
浪费思想，反对一切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不合理消费。

坚守绿色生活“共谋”，融入科学治理战略。生态文明建设
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的治
理原则为“共谋绿色生活”指明了新路径、提出了新要求，
惟有只争朝夕的拼搏，还有持之以恒的坚守，才能实现让生



态美景永驻人间的中国梦想。要遵循全方位、全领域、全周
期科学治理规律，在全社会乃至全球范围内织密“保障网”，
找准经济活动和发展方式共同促进的“切口”，决不能因小
失大、偏安一隅。“奉法者强则国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
执行，要坚持以制度管人管事管权，加快构建绿色发展的生
态体系，紧盯重要领域、关键行业、重要岗位，决不能在生
态环境问题整治上打折扣、搞变通。要运用好环境管理“全
链条”，特别是水资源集约利用、水土保持、精准治污、气
候治理等方面，着眼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和相关制度，打造
出可持续、具有特色的治理样本，让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决
策部署都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落实绿色福利“共享”，提升百姓幸福指数。环境就是民生，
绿色成果“共享”让发展更有力度、温度、厚度，让百姓在
家门口尽享绿色福利，必须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效益落
实到“民心里”。山水榕城，有福之州，为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了示范样本，也充分彰显出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发展的不
可分割。要守好世代传承的宝贵遗产，挖掘出生态环境各类
载体所蕴含的时代价值，在坚定文化自信中，让既能够“推
窗可见的绿”又让人“记得住乡愁”的景成为现实，延续历
史文脉，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让
文明新风尚蔚然成风。要抢占新发展格局“风口”，利用好
产业“延长链”创新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发挥好“互联网+”
工业、农业、服务业的能动优势，在保护和传承、创新和发
展中让更多文创产品焕发生机活力，持续释放绿色动力。要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取真经、谋机遇、
展风采，让人人参与、人人共享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金名
片”，凝聚磅礴合力，携手构建更加美好的家园生活，让绿
色成为每家每户引以为傲的“传家宝”。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演讲篇三

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以
实际行动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不懈努力。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
建设一国之生态文明，正好比建设一家之小屋。房屋建设离
不开地基、柱梁与砖石，这和建设生态文明具有异曲同工之
妙。

以“惠民利民意识”为生态文明建设之“地基”。万丈高楼
平地起，造再高的大楼都要把基础打牢。山更绿、水更清、
天更蓝，是子孙后代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我们党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要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生态文明的千秋大计正牵系于一山一水之间，为子
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则是我们党为
民情怀的生动体现。当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
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创造更优的生态环
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人与青山绿水两不负。

以“绿色发展理念”为生态文明建设之“柱梁”。作为主要
承重结构，柱梁对房屋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正如绿色
发展理念之于生态文明建设。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生态文化
源远流长，环境保护思想自古有之。从“山林茂而禽兽归”，
到“竭泽而渔，明年无鱼”，再到现如今党中央站在历史和
全局的战略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新时代“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
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平衡和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要
算生态长远账，将良好生态作为发展的重要资源，作为引资
引才的“金字招牌”，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以“环保主体责任”为生态文明建设之“砖石”。没有一砖
一瓦的堆砌，哪来广厦千万间的恢宏?美丽中国是14亿同胞的
共同家园，长期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暴露出的生态环境问
题不容回避，每一个环保主体都应当主动自觉承担起自身社
会责任。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



样对待生态环境”，发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的主体责任担当，牢记“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
衰”的嘱托，坚定“舍我其谁”的态度，坚持从点滴入手，
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努力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空气更清新，自觉为美丽中国建设做贡献。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演讲篇四

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人类
必将能够应对好全球气候环境挑战，把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留给子孙后代。

自然规律告诉我们：和则生。自人类诞生以来，就与自然朝
夕相处，没有自然万物的滋养，人类就难以生存，这既是自
然发展规律，也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准则。工业革命
后，人类在创造发展奇迹的同时，大气、水等环境污染越发
严重，不仅影响着人类的生命健康，也制约着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已成为世界共识。自
古以来，中华民族就遵循天人合一的理念，今天我们取得成
就就是坚持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结果，尤其是党的__以来，我
们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努力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之
路，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力量”。“要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保护
自然环境的自觉已深入中国人的内心。中国的实践证明：遵
循自然规律，坚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就能走出一条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并相互促进的大道。

人类历史这面镜子告诉我们：合则兴。志合者，不以山海为
远。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家园，每个人都想贡献一份力量，
把这个“大家园”建设好，这是全人类的愿景。全球性气候
问题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民生福祉，是全人类不可回避的
问题，需要全球合作。独木难成林，只有携手合作，不断提
高合作水平，才能拿出有效的应对方案，才能让世界人民共
享更好的发展成果，进而持续推进人类文明实现欣欣向荣。



开展国际合作的前提是相互尊重、平等对待，只有这样才能
凝聚起应对全球气候挑战的“最大民心”，才能形成符合世
界各国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才能收获国际交流合作的
“最大共赢面”。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已前所未有地紧密联
系在一起，不仅是在应对气候问题上要众志成城，而且在应
对其他人类共同挑战时也是命运与共，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
潮流。历史滚滚向前，书写着人间正道。我们要共同营造合
作共享的国际社会治理环境，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
子孙后代享有更美好未来。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演讲篇五

为全球气候治理续写“中国新篇章”

要坚持绿色发展和多边主义，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面对全球性危机，中国将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重
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彰显，中国
方案、中国行动，为推进全球绿色复苏注入了新动力、为共
谋生态文明建设续写了新篇章。

新篇章体现的是中国着眼全局、放眼未来的长远眼光。“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
展生产力”……党的__以来，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长远眼
光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历史高度，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一
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以绿色为基调的生态文明思想，我们
对于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清晰，理解进一步深入。
正因如此，中国从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出发，呼吁秉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应对气候环境领域挑战，共同守
护地球家园。

新篇章蕴含的是中国心怀人民、心系后代的天下情怀。中华
文明历经五千年而不衰，得益于其开放包容，以“天下大



同”“协和万邦”的胸怀融汇不同文明，无论是人类命运共
同体，还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正是这一天下情怀的当代体
现。事实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面对世界各国不
断打压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中国愿意摒弃前嫌，致力于合
作推动全球生态建设，是植根于对生存环境与人类命运的深
切关怀，更是对世界各国人民对于保护生态迫切愿望的积极
响应。“环境就是民生”，也正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对优质公共生态产品的向往，才构成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
政治民意基础和现实动力，以及致力于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初心”。秉持天下
情怀，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同世界各国一道，
共谋生态建设，合作应对挑战，携手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以合作共赢改善生态环境、增进人类福祉。

新篇章彰显的是中国言出必行、责无旁贷的大国担当。回望
过去，从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到“长江十年禁渔”的实
施，从推动达成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到全面履行《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从大力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到
与60多个国家、国际及地区组织签署约150项生态环境保护合
作文件……中国一直为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砥砺前行。
展望未来，“十四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
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将生态文明领域合作作为共建“一带一
路”重点内容，发起系列绿色行动倡议，采取绿色基建、绿
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一系列举措，为世界生态建
设再作贡献，以实际行动向世界阐述“中国担当”。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开创
世界生态治理美好未来，相信通过本届领导人气候峰会，中
国将在生态文明思想的引领下，同各方一道，在推动高质量
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续写“中国新篇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