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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万里的环境保护与造林绿化思想

郭兆红，王国聘
( 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

摘要: 万里是我国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对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十分重视，为发展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和造

林绿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从万里所作的重要指示、讲话、谈话和文章中，我们可总结概括出保护环境就是为了

造福人民群众，经济建设必须与自然保护协调发展，从规划和建设上预防工业污染问题，环境保护事业要相信和依

靠群众，重视和抓好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认真抓好造福子孙后代的造林绿化事业等重要思想。这些环境保护与

造林绿化思想对于推进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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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Wan Li’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Afforestation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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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brilliant leaders of CCP and Chinese government，Wan Li has attached much
importance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afforestation． In his key
instructions，speeches，talks and writings，Wan Li has put forward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inking which insists tha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hould serve the people，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coordinate wi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ial pollution should be prevented by
reasonabledesign and planning，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hould have faith in and rely on the masses of
people，city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should be stressed and well dealt with，and the efforts to do well
in afforestation is beneficial to future generations． These ideas are of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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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环境保护工作的关注，是

引导我国环保事业前进的强大动力。”［1］我国环境

保护事业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步以来，不断发展

壮大，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不仅归功于当代

中国环保意识的逐渐觉醒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也得力于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万里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对环境保护工作的关注和重视。万里是

我国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先后担任过城市建设部部长、北京市副市

长、北京市委书记、原铁道部部长、安徽省委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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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重要领

导职务，1993 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退休。万

里不仅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特别是为中国的

改革开放大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也为发展我国环境

保护事业及造林绿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万里在

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

十分关心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20 世纪 80 年代，

“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首先就是得到他的

支持后被确立的。”［1］万里在环境保护与治理、城市

规划与建设、造林绿化等方面做了许多重要指示，发

表了一些重要的讲话、谈话和文章，提出了很多有重

要指导意义的观点和思想。本文对万里的环境保护

与造林绿化思想进行梳理、概括和总结，以期对推进

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起到一

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保护环境就是为了造福人民群众

环境问题不仅会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

会危害到当代人民和子孙后代的健康。因此，高度

重视和认真抓好环境保护工作，是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和“执政为民”政治理念的重要体现。那些真

正心系人民群众、关心人民群众的领导干部，肯定不

会对环境污染问题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的。
万里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他始终坚持

的一个奋斗目标是，建设一个经济发展和环境优美

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

活环境。万里认为，环境保护是事关人民利益、事关

子孙后代的大事，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保护好我们

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是最重要的。他说: “保护环境

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和造福子孙后代的大问题。
保护不保护环境，治理不治理环境污染，是为人民兴

利除害，还是听任‘三废’污染环境、危害人民，这是

对人民的态度问题，是对为人民服务思想的重大考

验。”［2］在万里看来，有些工厂、企业隐瞒“三废”污

染的真相，暗地里偷排有毒废物，是欺骗人民群众的

一种犯罪行为［2］。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的农药污

染问题很严重，有机氯农药在农副产品中含量过多，

威胁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特别是下一代的健康

成长。针对这一状况，万里坚决要求全国停止“六

六六”和“滴滴涕”这两种农药的生产，进口和研制

高效低毒农药。他强调，虽然采取这些措施要付出

很大的经济代价，但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

就必须要停止这两种农药的生产。我们的政府要对

人民的健康负责，要对子孙后代的生存负责，对于这

件事的决心要大，要当机立断，要立即采取行动，

“不能再拖了，再拖就是犯罪。”［2］

1982 年，武汉发生了一起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群

体性事件。交通部长江航务武汉港务局的一个煤码

头，处在人口稠密区，卸煤时煤灰满天飞，对周围居

民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周围的居民要求武汉

港务局采取一些防治污染的措施，改变环境污染的

状况。但是，武汉港务局对居民提了几年的意见置

之不理，这引起了居民们的强烈不满，他们阻止码头

卸煤，使生产不能正常进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万

里在看了反映这起事件的材料之后立即作了批示，

指出“闹事”的责任不在居民而在武汉港务局，武汉

港务局污染了环境，影响到了群众的生活，却又长期

不治理，应该受到处罚。根据万里的指示，武汉市政

府要求煤码头限期治理飞灰污染，问题很快得到了

解决，居民也就不再“闹事”了。
万里认为，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要对人民

的健康负责，要对子孙后代的生存负责。在处理环

境问题和环境污染事件当中，“我们的政府应该是

非分明，应该维护人民的利益，不能官官相护，不顾

百姓利益。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要时

时刻刻想到人民的利益。”［2］他指出，“搞好环境保

护，是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对人民负责的一个重要体

现。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从这个高度来认识

环境问题。”［2］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对环境保护的认

识，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认真治理环境污染，切

实保护广大人民的身心健康，“对于那些污染环境，

群众意见很大，又不认真治理的工厂和单位，要依法

严肃处理，绝不能袒护。”［2］ 对于那些严重污染环

境、破坏自然景观、对人民群众损害大的工厂，一定

要关闭，千万不要舍不得［2］。

二、经济建设必须与自然保护协调发展

万里对自然保护工作十分重视。他认为，自然

资源和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础的物质条

件。自然保护事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保证经济持续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繁

荣，造福全人类的一项重大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我国人民在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

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

了很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发生了一些指导思想失误、
开发利用不当、严重破坏自然资源的事情。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入了大规模的经济开发时期，

自然资源的消耗速度比过去大大加快，带来了严重

的生态环境问题，并且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

的控制，形势十分严峻，这不仅直接制约现代化建设

的发展过程，而且也危及子孙后代的生存［2］。
防治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保护自然资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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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关键是要处理好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与

环境保护的关系。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

系问题上，有两种错误的观点和做法: 一种是先发

展、后治理，只讲发展、不顾环境污染，以牺牲环境谋

求经济发展。当污染形成公害，引起广大人民的强

烈反对，并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时，才被迫去治理，为

此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工业发达国家就是沿着

这条道路走过来的; 另一种是为了保护环境，维护生

态平衡，主张实行经济停滞发展的方针，更有甚者主

张回到农牧时代去。这两种主张实质上都是把经济

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3］。在环境保护与经济

发展的关系问题上，万里反对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

护对立起来的观点和做法。他明确指出，“我们要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发展经济不行，而发展

经济，不改善生态环境也不行。”［2］我们一定要富有

远见，务必把经济建设同改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把

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发达和环境优美的国家。经

济建设必须与自然保护协调发展，是我国人民在几

十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条

重要 经 验，也 是 自 然 保 护 工 作 的 一 个 重 要 规 律。
“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得到保护，经济建设就可以

持续地发展; 经济发展了，就为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

提供了更好的支持条件。从总体上说，两者是相互

依赖、彼此促进的。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发展经济

就必然要破坏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或者要保护自

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就不能搞开发利用，一切原封

不动，都 是 不 正 确 的，不 利 于 人 类 的 发 展 和 进

步。”［2］我国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一

定要按生态规律办事，“要正确处理发展和保护的

关系，既考虑经济效益，又要考虑生态效益; 既要

考虑眼前的经济效益，又要考虑长远的经济效益;

既要考虑局部的经济效益，又要考虑整体的经济

效益。这样，就可以逐步实现我国自然保护与经

济建设的协调发展。”［2］

三、从规划和建设上预防工业污染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在工业布局方

面犯了很多错误，把产生有毒、有害废物的工厂摆到

了城市的上风向、水源上游和居民稠密区，由此带来

了严重的“三废”污染问题，危害了广大群众的身心

健康，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首都北京在发

展工业过程中由于对环境保护缺乏认识，没有认真

抓“三废”的综合治理，结果水源被污染了，煤烟造

成的空气污染，施用化肥和农药造成的农作物污染

都非常严重。1971 年 3 月，北京发生了官厅水库污

染事件，一些居民因食用被污染的鱼而出现中毒症

状。周恩来总理对这件事非常重视，立即指示要查

清原因，并在调查结果出来后批示要开展污染治理，

尽快改变被污染的现状。于是，当时刚被“解放”出

来的万里，被委以重任主抓这项工作。万里敢抓敢

管，勇于负责，先是调查研究，然后分批进行治理。
经过多年的治理，官厅水库的污染被控制住了。这

可以说是在新中国历史上由国家进行的第一项污染

治理工程，取得了很大成功，为以后的环境治理提供

了重要的经验［4］。
周恩来总理是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开创者和奠

基人。他高瞻远瞩，对环境保护工作十分重视，为了

唤醒当时整个国家各个方面对环境保护的注意，从

1970 年到 1974 年的 5 年间对环境保护做了 31 次讲

话［4］。为贯彻落实周总理的指示，时任北京市委书

记的万里分别在 1973 年召开的北京市环境保护工

作会议和北京保护水资源动员大会上作重要讲话，

强调要把北京建成一座清洁的城市。他说，“‘人无

远虑，必有近忧’。为了建设一个清洁的首都，今后

不能再建那种有严重污染的工厂了，就是建一般工

厂，也必须同时考虑‘三废’治理。我们的工业才开

始发展，一开始就注意对‘三废’危害的预防，可以

使我们少走或者不走弯路，要把工业发达国家走过

的弯路当作前车之鉴。”［2］对于北京的环境保护工

作，如果我们认识得早，就可以从规划和建设上避免

“三废”污染问题。我们要记住这个经验教训，“就

是在扩建与新建工厂时，首先要考虑合理布局问题，

不要等建完厂再去督促搞‘三废’治理，再不要干这

种蠢事了”［2］。各部门要把好工业布局关，哪个单

位办厂，要先问有没有“三废”污染治理，治理不治

理，治理得彻底不彻底? 凡是达不到环境保护要求

的就不批准。
1972 年 6 月，在国务院批转的文件中第一次提

出了“工厂建设和‘三废’利用工程要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产”的要求［5］。1974 年，万里在讲话

中强调指出，“只有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不行，还要有

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积极性，要有两个积极性。要

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不发展工业是不行的，在发展

工业的同时要治理‘三废’污染，不能使‘三废’污染

危害人民。发展工业和治理‘三废’看起来矛盾，实

际并不矛盾。”［2］他还强调，“新建、扩建工厂必须认

真考虑‘三废’污染防治，不允许一边在治理污染，

一边又在产生新的污染。‘三废’污染的防治工程，

要和 工 厂 主 体 工 程 同 时 设 计，同 时 建 设，同 时 投

产。”［2］万里的这一重要思想，是我国在环境保护实

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宝贵经验，后来发

展成为我国所独创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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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即“三同时”制度。这项制度与之后的环境影

响评价制度相辅相成，成为我国预防环境污染问题

的重要措施。

四、环境保护事业要相信和依靠群众

1973 年，我国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这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开始起步。会议审议通

过了“三十二字”环境保护工作方针，即“全面规划、
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

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在这次会议上，万里发

表讲话特别强调了“依靠群众”的方针。他指出，对

工厂的污染治理要依靠群众，对社会上的环境污染

治理，也要依靠群众。“环境保护这种事业，只有相

信和依靠群众才能做好。”［2］

万里指出，搞好环境保护，首先要提高广大群众

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和重视。环境保护工作搞得不好

的地方，都有着认识不足或重视不够的问题。“要

提高全民族的生态环境意识，必须大力加强宣传教

育，要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有计划地加

强对资源和环境保护科学知识的宣传。同时，还要

从儿童教育抓起，小学、中学基础教育，大学专门教

育和其他教育都要增添环境方面的课程。”［2］我国

的现代化建设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

下进行的，一切工作的成效，既受经济规律的制约，

又受自然规律的制约。我们对自然规律的作用认识

和运用得还很不够，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经常发生。
因此，“要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生态意识，

使我们的各级领导人和各个方面都能按照自然规律

办事，增强科学性，减少盲目性。”［2］

万里认为，环境保护是一件关系到经济顺利发

展和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大事。搞好环境保护，要

相信和依靠群众才能做好，要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

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要积

极动员群众参与环境污染的治理，要依靠群众进行

监督。光有政府的监督，而无人民群众的监督，环境

保护工作也做不好的。”［2］环境保护事业离不开广

大群众对环境保护的参与和监督。要搞好环境保

护，不能光讲道理，还必须依照法规严格监督，包括

对环境质量、污染防治情况、环境法规执行情况的全

面监督。要健全法制，做到既有法可循，又能认真监

督。不仅要有专职机构的监督、各级政府的监督、各
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还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行使

好自己的民主权利，依法进行监督。“要发动群众

对各类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监督，这样，我

们的环境保护事业才能真正成为全民的事业。”［2］

五、重视和抓好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

市化进入了新的阶段。从 20 世纪 50、60 年代一直

到 70 年代末，随着城市人口和城市工业的增长，由

于经济活动违背客观规律，工业布局不合理，城市规

划不到位，城市管理跟不上等原因，带来了很突出的

工业和生活污染问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远远适应

不了城市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针对这种状

况，万里在多次讲话、谈话中要求各地要重视和加强

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他认为，城市是社会

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是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的中心。城市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和

发展。要重视城市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作

用，重视城市规划建设问题，提高城市规划、建设和

管理水平。既要总结中国经验，也要学习和借鉴发

达国家的经验，要严格按照统一规划来建设、管理城

市，还要学会城市的现代化管理。
20 世纪 50 年代，万里在担任国家建筑工程部

副部长、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城市建设部部长等职务

时，对国内外城市的规划建设问题进行了广泛考察

和认真研究，认识到城市建设，首先要搞好规划; 城

市规划要有长远打算，不能只顾眼前。他指出: “城

市规划要讲科学，有远见，不能只顾眼前。要看到下

一个世纪，看到子孙后代。”［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我们的干部队伍从农村进入城市，管理城市的知

识有限，不懂得怎样把城市建设好、管理好。“一

五”计划时期，我们主要是从苏联学习了一些城市

建设经验。但是，在“文革”期间，我国城市的规划

和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有的还遭到破坏。建

国三十多年，我们在城市建设、管理方面有很多经验

教训，“不认识城市的重要性，不会管理，我们始终

没有把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纳入到现代科学的轨

道。”［2］根据这些经验教训，“我们进行新城市建设

或者管理城市重点工程建设，无论如何得按规划进

行建设。凡是重点建设必须按照城市规划程序来

干，不能再犯错误了，必须严格遵守。”［2］现代社会

发展很快，经济高速发展，规划工作更要加强。城市

建设如果缺乏长远打算就容易落后，容易劳民伤财。
所以说，“城市建设，包括旧城改造，一定要搞好规

划，搞规划一定要树立长远的和发展的观点。”［2］

万里认为，城市规划和建设不仅要有长远观点

和发展观点，还要有“群众观点”。搞好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好城市，首先是为城市人民创造一个良好的

工作和生活环境。“现代城市不能只搞工业、商业，

还有许多其他的内容。要考虑群众生活，为子孙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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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着想。所以，城市规划工作必须加强，由最有群众

观点的人来搞。搞好城市规划，实际上就是最大的

经济。”［2］在城市建设中，要多为老百姓的生活着

想，搞好这方面的基础建设。比如说，抓好“菜篮

子”工程，搞好城市副食品基地的建设，让市民吃上

新鲜蔬菜; 加快危房改造步伐，尽快解决住房“特困

户”的困难。另外，城市建设不能破坏景观，要保护

好名 胜 古 迹 和 有 特 色 的 建 筑，要 重 视 建 筑 艺 术。
“城市建设就是要注意保持自己的风格，注意建筑

造型和建筑艺术，千万不要千篇一律。”［2］城市建设

也不能污染环境，“要特别注意城市的环境保护，防

止水 和 空 气 污 染，这 是 造 福 当 代、荫 及 子 孙 的

大事”［2］。
万里还指出，在城市的发展战略上，要注意结合

我国的国情、国力，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把大中城市的建设发展和小城镇的建设发展很好

地结合起来”［2］。大城市的发展，主要是发展它的

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提高它的多种功能，进一步

发挥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但要

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不能任其过度膨胀、急剧膨

胀，以免“水也不够喝了，房子也不够住了，车子也

开不动了，空气、水也都被污染了”［2］。要合理地发

展中等城市，发挥它更大的潜力和作用。大力促进

小城镇的迅速发展，改善我国生产力布局，缩小和消

灭城乡差别，容纳和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减轻大中

城市人口膨胀的压力［2］。另外，“必须在搞好城市

建设的同时，安排一定的力量，在教育、科技、设计、
规划、环境、给排水、防洪等方面，支援农村搞好建

设。把城市和农村一道建设好，中国的面貌才会有

更大的变化。”［2］

六、认真抓好造福子孙后代的
造林绿化事业

万里为我国的造林绿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20 世纪 70—80 年代，我国森林面积少，覆盖率低，

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越来越差，这种状况严重影

响到国土质量、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针对这种状

况，万里指出，“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必须采取有力

措施治理国土，发展林业，这是国家的一项根本大

计。”［2］他强调，“绿化祖国，是治理国土、造福子孙

的伟大事业，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件大事来抓。”［2］

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是邓小平首先倡议和亲自抓

的。1981 年 9 月 16 日，邓小平同志与国务院副总

理万里谈话，提出了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的倡议，

后来又 做 出 指 示: “植 树 造 林，绿 化 祖 国，造 福 后

代”; 全民义务植树“这件事，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

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6］。为了加强对全民义

务植树运动的组织领导，1982 年 2 月国务院决定成

立“中央绿化委员会”( 1988 年改称“全国绿化委员

会”) ，由 国 务 院 副 总 理 万 里 兼 任 委 员 会 主 任

( 1982—1988) 。万里多次强调，要深刻领会和认真

贯彻小平同志的指示，脚踏实地地做好工作，把全民

义务植树活动要深入、扎实、持久地开展下去。他指

出:“绿化祖国是一个世世代代持续进行的伟大事

业，不能图形式，做表面文章; 不能只讲植多少棵，不

讲活了多少棵。”［2］实现我国的绿化是一项伟大的

事业，“既要有信心，又要有毅力，不能热一阵冷一

阵，一定要持之以恒，把绿化祖国大地当作一个世世

代代持续进行的大工程。干一年两年就丢下来是不

行的，表面上轰轰烈烈一阵子，工作不实在，只讲种

了多少棵，不收实效，浪费民力，更是要不得的。”［2］

务必做到栽一片活一片，种一个山头绿化一个山头。
无论是林业生产建设，还是全民义务植树，都要逐步

实行集约经营，科学管理，注重实效。
“绿化好不好，关键在领导”，这是我国造林绿

化工作很重要的一条经验。1982 年以后，我国开展

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把国土绿化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绿

化的速度和成效还是跟不上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

的需要。有的地方作为不大或无所作为; 有的地方

放松领导，削减投入; 有的地方乱砍滥伐林木，破坏

林草植被，侵占国有林地。万里认为，之所以出现这

些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没有解决好认识上的问题。
“绿化工作搞得不好的地方，都有认识不够的问题，

那里的领导干部只抓粮棉油，不抓林草木; 只重视现

有资源的利用，不注意培育新的资源; 只顾眼前的利

益，忽视长远利益; 只重视经济利益，轻视生态效益;

只搞基建工程，不重视生物工程。”［2］在他们那里，

大量的宜林荒山荒滩得不到治理。国土绿化问题解

决不好，结果经济发展不快，生产后劲不足，群众生

活上的一些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因此，有必要在领

导干部中开展宣传教育，使他们真正懂得“国家要

富强，人民要富裕，不大力发展经济不行; 经济和社

会的发展，不培育森林、不改善环境也不行”［2］。只

有使领导干部对绿化事业的战略地位在认识上有个

新的飞跃，才能把绿化国土、改善环境放在国策的位

置，变成自觉的行动。
万里认为，搞好绿化事业，一是要放宽政策，充

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鼓励承包荒山荒滩，提倡

兴办家庭式或合作的林场、苗圃、果园、茶园等，让他

们放开手脚，植树种草，治山治水，利国利民; 二是要

放宽视野，绿化不仅仅是种树，还要种草、种花，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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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多样化，造林的方式方法也要因地制宜，多种多

样; 另外，还要搞好城市绿化，建设一个优美、清新、
舒适、方便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改变城市的面

貌［2］。总之，我们国家要使义务植树、绿化祖国的

活动年年岁岁、世世代代地开展下去，把我们伟大祖

国的河山建设得更加美好，为全体人民造福，为子孙

后代造福!

七、结 语

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与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有符

合中国国情、切合中国实际的思想和理论来指导。
当前，我国理论界主要还是在引进和借鉴西方的环

境思想和生态文明理论，对在我国环保实践中总结

和创造出来的思想和理论不够重视，缺乏更多更深

入的研究。“我们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生态文明理

论，而应当立足于当代生态危机问题产生的实际根

源，以及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实际，在吸收西方生态文

明理论对生态价值观重建等积极内容的基础上，建

立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实现生态文明理论

的本土化、中国化。”［7］万里的环境保护与造林绿化

思想，是他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对我国环保事业和造

林绿化事业的总结、认识和思考，是“本土化”“中国

化”的生态文明理论，不仅为当时我国的环境保护

工作指明了方向，对我国主要环境保护方针、政策的

制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对推进我国环境保护事

业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

去深入研究、认真总结和大力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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