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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自然，现实中总是存在一些

结构性的矛盾。以水污染为例，流域本

身是有生命的、结构性的，适合开发的

地方该发展，不适合开发的地方需要保

护，但我国流域污染却呈现从上游到下

游、从干流到支流、周边区域都在高度

开发的现象。之所以出现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间较为突出的矛盾，与发展模式

较粗放，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源、环境

消耗和增加投资有关。虽然经过多年努

力，我国主要流域水污染得到了一定程

度控制，但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总量

的扩大，资源、能源消耗的持续增长，环

境保护仍将面临更大压力。

两难如何成为两利?发展与保护

让流域的“生命"得到充分尊重
口孟伟

如何协调?

首先，法制必须先行。需要严格执

行环境质量反降级政策，不能因经济社

会发展而降低环境质量。自然保护区、

重要湿地、饮用水源保护区、水源涵养

林与重要栖息地等具有重要功能和生

态价值的区域，必须是禁止开发区。

其次，把节约资源作为重要途径。

不能为发展经济而过度消耗资源和大

量排放污染物，应以节约资源和提高

利用效率为约束条件，建立可持续生

态经济体系，实现循环发展、绿色发展

和低碳发展。同时，把提升自然生态系

统保护水平作为关键措施。

再次，要把优化完善国土空间开

发格局与流域城市发展布局，作为建

设流域生态文明的重要抓手。划定“红

线”，以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流域开发

与城市布局。依据环境基准，实施最严

格的环境保护标准，以环境承载力优

化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实施流域生

态建设，加大流域与城市自然生态系

统修复和环境保护力度。

需要强调的是，建设流域生态文

明的关键，还在于贯彻保护优先的发

展理念。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

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其实质是提

高生态产品的可持续生产能力，提高

生态服务功能，通过发展生态产业，实

施生态补偿等途径。释放环境保护生

产力。

生态文明下的发展并不复杂，说

到底就是尊重自然规律的发展、尊重

自然规律的布局。理顺人与自然、环境

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坚持科

技创新，完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综合

考评机制，着力形成提升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进而提高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的

新机制，就能推动建设流域生态文明，

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口

面对生态恶化我们该警醒了
口赵蓓蓓

我国被世界称为人工林最多的国

家，森林覆盖率、林地面积以及木材蓄

积量都在增长，但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

却并未因此而得到遏止。沙尘暴、水旱

灾害、虫灾、泥石流等恶性自然灾害接

连不断，地下水位下降、生物多样性锐

减、水土流失等环境危机的不断加深，

表明我们的植被状况并不令人乐观。

为何森林覆盖率以及林地面积的

增长未能遏制住恶性自然灾害的频发?

它与我们长期以来对生态问题认知上的

缺失、偏颇。与绿化工作中的误区，与急

功近利的发展观、发展方式密切相关。但

较之森林，我们对于草地的重要性及草

原生态的恶化更缺少重视。草地是重要

的植物种类之一，约占我国土地面积的

40％，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绿色生态屏障。

我国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及其主要的

支流均发源于草原区，天然草地是我国

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但由于多年来我们

对草地生态保护的忽视，致使我国草地

面临的危机十分严峻：草地“三化”(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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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荒漠化与沙化、盐碱化)面积迅速扩

大，水土流失、植被破坏、鼠虫灾害严重，

野生动植物濒临灭绝。由于草地植被大

面积开垦以及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开

采，造成植被覆盖度降低，土壤裸露，水

土流失加重。

受破坏的还有湿地。多年来由于

湿地围垦、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湿地

环境污染、湿地水资源过度利用、大江

大河流域水利工程建设、泥沙淤积、海

化、环保也成了某些人手中的逐利工

具，不少环保工程、绿化工程成了名副

其实的面子工程：砍大树种灌木，搞大

草坪，搞名贵树种的大树进城⋯⋯绿

化对观赏性的重视远远胜过对生态功

能的重视。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我们在发

展过程中急功近利、追求超额回报付

出的惨重代价，最终会导致生存环境

的恶化。而恢复生态平衡需要付出的

代价则是所得的数倍乃至数十倍，同

时还得忍受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生态

灾难。这样得不偿失的事情，我们不能

再干了!口

嚣鬻篓萎善嗍督什么是环髂量
地生态系统退化，面积缩

环境容量，又称环境负载容量、地臻环境承栽

小，水质下降，水资源减容量或负荷量，目前多指在人类生存和自然生态不

少甚至枯竭，生物多样性受危害的前提下，某一地区的某一环境要素中慕种

降低，湿地作为“地球之污染物的最大容纳量。

肾”的功能降低甚至丧
一个特定的环境，比如一个自然区域，一个城

失。在许多大城市中，湿市、一个水体，对污染物的容量是有限的。环境空间

地几乎消失殆尽。 越大，环境对污染的净化能力就越大，环境容量也

此外，对政绩、经济就越大。污染物存在的数量超过最大容纳量，这一

效益的功利性追求，使绿环境的生态平衡和正常功能就会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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