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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绿色发展新理念确立初探

周　琼
（云南大学 西南环境史研究所，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新理念，是云南省推进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的主要措施之

一，确立了生态环境保护要 “算大账、长远账、整体账、综合账”“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一

定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三个核心理念，与努力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生态建设与长远

发展相结合、“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等理念的普及共同推进，是当下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主

要思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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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在理论和实践
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由此带来的社会发展理念及

方式的转化，切实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生态、环保

及人文思想的面貌。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九大报告
肯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成绩，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

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将

“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

标，提升为 “千年大计”，尤其在绿色发展中明确

提出了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

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

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

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

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

用，实施国家节水行动，降低能耗、物耗，实现生

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倡导简约适度、绿色

低碳的生活方式，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

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理念，进一

步全面深入地诠释了绿色发展的内涵，使绿色发展

的理念及内涵更为丰富、更贴近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的实际需要。

云南省在 “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的目标下，

全面践行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精神，２０１５
年１月习近平总书记洱海考察讲话后，“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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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

求，就成为云南省绿色发展的号角及生态文明精神

的目标。此后，云南省委省政府明确以绿色发展新

理念为宗旨，坚持保护好生态环境、发挥好生态优

势作为各项政策的基础，以生态文明建设力促转型

升级为创新驱动力，积极发展绿色产业、生态经

济，努力实现绿色崛起。在全省范围内逐渐确立、

普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理念，以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为行动纲领，把绿色发展的理念、原

则、目标深刻融入和贯彻到 “五位一体”建设的

各方面及全过程，并作为执政智慧和责任担当意识

来宣传、推行，让绿色发展意识植根于群众心中，

培养全社会的生态操守、提倡生态道德，致力于建

设独特的云南民族生态文化环境。本文从当代生态

文明建设史的视角，对云南省绿色发展新理念的内

容及其建立过程进行梳理及探讨，以期裨益于生态

文明排头兵的具体建设。

一、云南 “绿色发展新理念”的形成

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
南洱海边的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时说：“经济发展

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长期

任务，要久久为功”；在村民李德昌家考察时说：

“云南有很好的生态环境，一定要珍惜，不能在我

们手里受到破坏”，再次强调：“要把生态环境保护

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

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

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云南在

一系列政策的推行中，首先确立了生态环境保护

“算大账、长远账、整体账、综合账”的理念。

生态环境保护的 “四盘账”理念具有深远的

内涵，“大账”就是要将建设生态文明排头兵看作

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长

远账”就是让循环经济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的原则，贯穿于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每个环节

之中。“整体账”就是要看到节能减排、发展绿色

经济、低碳经济和环保产业，经济上也是可取和可

行。“综合账”就是将能否保护好生态环境，看作

一个政党是否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站在时代发展前

列、保持先进性的试金石，要将经济账、政治账、

民生账综合起来一起算。正确理解 “四盘账”之

间的关系就是算好眼前经济账的同时要算好大账、

长远账，政府要算好与算准整体账和综合账，建立

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

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把生

态环境保护这 “四盘账”做细做实［１］。因此，算

好生态环境保护的大账、长远账、整体账和综合

账，就成为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及树立绿色发展新

理念的首要任务。

（一）“绿色发展新理念”的宣传及推行

云南省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

重要讲话精神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各种措施、规

划，发布各种政策及制度，切实增强云南省生态环

境保护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逐步贯彻、实

施 “绿色发展新理念”。２０１５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云南时特别强调： “生态环境是云南的宝贵财富，

也是全国的宝贵财富。”云南省各部门在学习、领

会和贯彻讲话精神的基础上，采取各类环保措施，

以保持好云南的绿水青山、蓝天白云为基础目标，

使云南的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空气更清新，

坚持生态立省、环境优先的原则，探讨保护云南生

物多样性宝库和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为子孙后代留

下可持续发展的 “绿色银行”的制度及具体措施，

使 “绿色发展新理念”成为云南省各级党政部门

重要的宣传思想及工作目标［２］。采取了以下步骤：

第一，正确解释并宣传 “绿色发展”新思想。

首先是通过中央宣讲团与云南省干部群众的交流，

解释并宣传 “绿色发展”的新思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１２日，中央宣讲团与云南省干部群众座谈交流，
指出云南走绿色发展之路 “大有可为”，云南省各

族群众对国家绿色发展的思想及理念更理解，政府

逐步制定了结合自身实际，保护、利用好 “绿色”

优势，实现绿色发展［３］等新思想、新理念。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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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政策制定及党政部门召开各种政治学习的方

式，宣传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思

想及理念。２０１５年中共云南省委九届十二次全体
会议审议并通了 《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诠释了

云南省 “绿色发展”的内涵，提出云南省必须坚

持绿色发展、节约优先、保护优先，坚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阐释了云南省树立绿色理念

就是自然生态，营造绿色山川，发展绿色经济，建

设绿色城镇，倡导绿色生活，打造绿色窗口的观

念［２］。再次是通过省内各部门、媒体的报道，解

释、宣传 “绿色发展”新思想。云南各类媒体、

各部门以不同形式宣传、普及省委 “绿色发展”

的新思想、新理念，如推行严格环境保护制度，形

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等绿色思

想，准确解释重要生态区域为核心的 “三屏两带

一区多点”生态安全屏障［４］等符合云南省绿色发

展特点的新思想及新理念。同时，云南省高校、科

研机构召开学术研讨会，研究、宣传新理念的

内涵。

第二，完善 “绿色发展”新理念。通过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确立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逐步完善具有

云南特色的 “绿色发展”新理念。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４
日，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

布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 （草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云南绿色

发展的新目标，尊重、顺应、保护自然，推进绿

色、循环、低碳发展，保持和扩大云南的生态优势

等，进一步完善了云南省绿色发展的新理念；阐述

了从三个方面落实绿色发展，即推进云南资源的节

约循环高效利用、加强生态治理修复、加强生态安

全屏障建设等思想。［５］这就使十九大报告中 “实施

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

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

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的理念有了继续推

进及实施的空间。

第三，推行 “生态集体主义”价值理念。云

南省主要是把生态文明的意识、制度和行为作为绿

色创建的重要规范，以推广政府生态政绩观、企业

绿色生产观、公民生态文明道德观为主要宣传内

容，在贯彻和推行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 “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生态集体主义”

思想精髓和价值要求的目标下，在官方及民间多种

生态环保活动及政策宣传栏目中，积极推行人类

“命运共同体”或 “利益共同体”等 “生态集体主

义”思想，将绿色、共享作为 “生态集体”发展

的价值追求，普及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规

律，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理念［５］。

（二）树立生态环境保护算大账、长远账的新

理念

云南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积极推行生态责

任、树立久久为功等理念，引导社会成员践行从我

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的责任担当和

求真务实。认真实施生态保护 “算大账” “长远

账”的新思想［６］。主要通过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推

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 “我国的生态环境矛盾有

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

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等思想理念，使生态环境

保护算大账、长远账的新理念逐渐普及、深入

民心。

第一，推行 “生态惠民”的新理念。在生态

文明建设实践中，云南省始终坚持优生态、惠民生

的发展路子，推行 “生态惠民”新理念。始终把

“生态立市”和以人为本统一起来，坚持把深化生

态功能区调整、山区农民异地转移、集体林权制度

“三大改革创新”作为首要前提；提倡和推行包容

性绿色旅游扶贫的新理念，体现益贫式特点，实现

增长、减贫、生态 “三赢”路径［７］，在各领域普

及生态环境保护算大账、长远账的新理念。云南省

委省政府通过制定各项生态考评的制度、措施，积

极推行 “生态惠民”新理念。如普洱市积极推行

坚持五大发展理念，突出绿色导向，用绿色发展理

念引领发展行动，使干部绿色政绩看得见、摸得

着、测得准，推动绿色发展，在资源容量和环境承

载力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可持续发展。［８］

第二，宣传普及 “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

的发展理念。云南省确定了生态立省和环境优先的

战略以来，坚持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实现最大的经济

社会效益，在生态文明建设各部们消除 “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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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治理”的错误环保理念，逐层推行 “在保护中

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绿色发展新理念，宣传

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需要政府

本着科学规划、统筹兼顾、趋利避害、合理开发、

保护优先、防治结合的原则，努力创建环境和谐的

生态开发模式，群众及个人坚决从自我做起、从小

事从身边事做起的理念，起到了积极社会效果，尤

其是在昆明母亲湖———滇池的保护及治理过程中，

绿色发展及绿色行动成为各类环保组织的宣传口号

及行动目标，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甚至是投入到污染

监督及排污监督等环保活动中，滇池水质治理更是

成为昆明市新闻媒体及市民所关注的核心、焦点问

题，形成了 “人人参与环保、民众监督治理”的

良好局面，绿色发展新理念由此顺利普及和推进。

如云南省环保厅通过系列环境监管的政策、制度及

措施，开展环境监察工作，用实际行动推行 “保

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的发展理念。［９］澜沧江乌

弄龙水电站、云南澜沧江里底水电站、云南迪庆州

维德二级公路沿江段改建工程也是推行该理念的典

型的案例。［１０］

第三，推广 “不欠子孙债、不推自身责”的

新理念。首先是云南省委省政府确立并在各级部门

贯彻生态保护优先的思想，推行 “我们不能欠子

孙债，一定要履行好责任，为千秋万代负责，要有

这种责任担当”的生态建设理念。其次是环保部

门发掘各类环保人士及组织对绿色发展核心理念的

认同，扩大在群众中普及与推广的范围，尤其把握

全省各族民众喜爱、接受习近平总书记关注云南生

态环境并在洱海 “立此存照”的讲话的群众心态，

与宣传部门积极配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标题级方

式，利用微信、ＱＱ、网络等民间媒体，普及 “不

欠子孙债、不推自身责”的理念，使云南生态文

明排头兵建设的新理念更容易为民众接受。再次是

环保部门制定各类政策措施，推广绿色发展新理

念，如云南省环保厅将新 《环境保护法》作为全

省环境法制宣传工作重点，开展专题研讨及 《云

南省环境保护条例》立法调研，利用 “六五环境

日”“１２·４宪法日”等开展面向社会的法制宣传
活动，推行 “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

久久为功”的新理念。环保部门还支持 “云南蓝”

等环保益行动，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推进、社会

参与的多元化投资机制［１１］，在民众中建立了生态

担当思想及理念。

（三）树立生态环境保护算整体账、综合账的

新绿色理念

云南省委省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措施，积极推行

“生态环境保护算整体账、综合账”的新理念，增

强各部门对云南省生态全局观、生态及资源综合调

度及生态系统运筹等观念的认知及理解，深化绿色

发展的民间普及度。

第一，确立 “绿色财富”新理念。云南省积

极推行 “绿色财富”新理念，积极宣传保护生态

就是保护生产力、发展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绿色

生态就是宝贵财富的科学理念。云南省委省政府积

极把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云南的宝贵财富，也是

全国的宝贵财富”的思想贯穿在生态文明建设、

环境保护的各种政策及具体措施中，把良好生态环

境作为云南发展的独特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积极探

索有云南特色的 “绿色发展”新路径，大力推进

“美丽云南”建设，实现中央对云南发展的新定

位、新要求［１２］。

省政府相继出台了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

快林业产业发展的意见》《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

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意见》《云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既保护森林生态，又促进农民增收，真正实现

“百姓富、生态美”［１３］，并在云南省各县的攻坚扶

贫工作中，针对各县各乡的自然及民族、文化传统

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些绿色经济发展及提升措

施，“绿色财富”新理念得到了普及及推广。并以

新理念为基础，云南积极探索建立绿色发展试验示

范区，形成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对绿色发展牵引

机制，提升实现云南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保护环

境的整体能力；发掘、保护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生

态文化，提高全社会的绿色意识，推动绿色理念入

脑入心，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绿色发展的氛围与

环境。［１４］

第二，构建云南 “绿色银行”的新理念。该

理念是通过自定各种政策及法规来完成的，首先是

２０１５年４月，云南省委九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

４２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４月



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闯出跨越式发展路子的决

定》，提出了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

神为指引，在更高起点上谋划和推动云南跨越式发

展的新思想，明确提出把保护好生态环境作为生存

之基、发展之本，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坚持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在

生产力布局、城镇化发展、重大项目建设中充分考

虑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子孙后代留下

可持续发展的 “绿色银行”等系列新理念。

其次是云南省财政厅出台了 《云南省林业贷

款贴息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省林业厅出台 《云南

省观赏苗木抵押登记管理办法》等政策，这些政

策充分调动林业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盘活

森林资源资产，实现森林资源从资产向资本再到资

金的转变。让绿色山林成为全省林农名副其实的

“绿色银行”的理念办成现实。

在各种政策措施中，云南逐步构建起的 “绿

色银行”新理念主要包含两个内容，一是完善绿

色财政、税收政策，建立健全绿色税收体系，指引

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完善绿色税收政策，

促进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践行绿色发展。二是大

力推行绿色金融政策。通过绿色信贷支持项目财政

贴息、设立绿色发展基金等措施支持绿色发展，实

现云南绿色金融创新。此理念在云南普遍推行，如

曲靖市实施繁茂山林变身 “绿色银行”，增绿与增

收同步推进［１５］；双江推行 “绿色银行”理念，勐

勐镇彝家村委会退耕还林带来巨变［１６］；临沧全面

推进 “生态立市、绿色崛起”战略。［１７］

第三，确立了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

政策、新目标。在这一点上，云南省还是通过制定

政策法规的方式，制定了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道路的目标。最为突出的是自从党的十八大以

来，省委、省政府按照 “五位一体”战略布局要

求，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实施

“生态立省、环境优先”战略，先后出台 《关于争

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决定》《关于努力成

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实施意见》和 《关于贯

彻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实施意见》，

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优先理念逐步得到推

广，并不断完善绿色发展新理念，制定了林业产

业、生态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在省内农

业各级部门中逐步推行实施打造云南高原特色现代

农业的生态牌，确定各地区的特色绿色农产品，通

过这些产品的试种退关，具体推动云南绿色发展新

理念的落地实施。

“十三五”期间，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战略定

位进一步明确，在各项政策及法规中逐步确立下

来，如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云南省委省政府印发了 《云

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
带动了全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理念、新

目标的确立，努力建设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空气更清新的美丽云南成为各级环保部门的基本

目标。

第四，推行 “产业绿色转型发展”新理念。

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理念的确立，是通过 《云南省

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制
定与发布、实施来实现的，成为云南积极推行产业

绿色转型发展理念的基础。在规划推行的过程中，

各政府部门积极贯彻落实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云南
行动计划，积极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推动生产方

式绿色化、生产过程清洁化，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

程度，使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理念及计划逐渐深入民

心，得到民众的认可及支持。同时，云南还制定了

推动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的具体任务目标，以统筹污

染治理、总量减排和环境风险管控，逐步构建起环

境安全防控体系，并在政策推行中逐步强化环境风

险防范，提高涉重、涉危污染物风险防范能力。通

过政府的政策支持，“产业绿色转型发展”新理念

的普及面也日益广泛。

二、“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理念的推广

云南省通过制定各类政策法规，逐步树立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绿色发展理

念，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

环经济和低碳技术，在民众中推广 “生态环境也

是生产力”的理念，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作为

云南各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在工业、农业、林

业等领域推行绿色环保的产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

谱写时代新篇章。

（一）普及 “两山”理论的新理念

２０１５年３月，中央政治局通过 《关于加快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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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把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正式写入了中央文件，

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云南坚守

“两山”理念，以绿色减贫、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

底线的为践行该理念的基本原则。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６
日，云南省环保厅在 “政务信息·领导讲话”栏

发布了省政府重视并推广 “两山”理论教育学习

的新闻，指示各部门切实承担起发展和保护双重责

任，坚持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新实践；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把保护好生态

环境作为生存之基、发展之本；加快云南省推进资

源节约和循环高效利用，树立绿色生产和生活观

念，确保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

大进展；加强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保护好云南独特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推动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

法垂直管理。［１８］此外，云南省各党政部门提供各类

培训学习，各种媒体、新闻的宣传报道，把 “两

山”理念推行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领域、普及到

社会各阶层、群体中。主要通过以下路径来推广新

理念：

第一，推广 “绿色边疆”新理念。云南省推

广、普及 “绿色边疆”的新理念，主要是通过各

种活动及政策、措施，普及、宣传加强西南边疆生

态安全和生物安全建设、保证边疆生态系统稳定协

调、捍卫国家边疆生态安全和形象等绿色边疆建设

新理念。尤其是在边疆地区加大宣传、普及力度，

通过各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部门的具体建设工

作、学术研究团队的项目研究，积极发掘边疆各族

群众长期养成的生态意识和良好习俗，与生态文

明、绿色发展理念更好地融合起来，形成云南特有

的 “绿色边疆”新理念。

云南提倡保护水源水质、空气质量和土壤健康

等关系边疆人民的生活生产、生命健康等的安全问

题，推广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呼得到新鲜空

气”的生态生活目标，通过开展绿色边疆建设活

动来强化云南省 “两山”建设的新理念。如怒江、

德宏、临沧等地的边防部队及党政部门在 “青山

绿水、和谐边疆”义务植树活动中积极宣传建设

以先进生态文化、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和良好生态环

境为基本内涵的新思想。

云南省强调绿色发展与美丽边疆同步建设的属

性及理念，强调以绿色低碳循环为主要原则、以生

态文明建设为基本内容，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

取向，推行先进生态文化、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和良

好生态环境的理念，以维护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和保障国家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天更蓝、地更

绿、水更清，人民更健康、更幸福的绿色发展目

标［７］。通过这些理念的宣传、普及及民族优良生

态理念的挖掘，形成了发展绿色、循环、低碳经济

的社会共识，普遍具有了 “蓝天白云” “青山绿

水”就是边疆 “长远发展的最大本钱”的思想理

念。这些工作使十九大报告中 “完成生态保护红

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

工作。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推进荒漠化、石漠化、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加强地

质灾害防治”等理念在云南的推广实施有了基础

及可能。

第二，普及 “绿色消费”新理念。树立 “绿

色消费”理念、推广绿色生活方式是云南推行

“两山”理念的另一重要措施。 《云南省委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对云南 “绿色消费”理念作了阐释，提倡把绿色

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把绿

色生产、绿色消费作为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

兵的全民行动。

云南省政府倡导企业注重生产绿色产品、鼓励

消费绿色产品、自觉选择绿色产品的理念，并通过

宣传、制定政策等方式，把云南建设为吃有绿色食

品、穿有生态服饰、住有绿色建筑、行有绿色交通

的绿色社会等思想观念推广到民众中，形成全社会

推广、使用绿色标准产品的理念得到认可。２０１４
年制定 《云南省加强节能标准化工作实施方案》

《云南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云南省加强节能标

准化工作实施方案》等，在全社会推广 “绿色”

标准、绿色消费、“绿色办公”的思想理念，形成

人人参与、全民行动的绿色消费的社会风气。

第三，推广 “绿色生产” “绿色生活”新理

念。树立、践行 “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理念是

云南省推行 “两山”理念的又一重要措施。在经

济生产、项目开发中积极推动生产发展方式和生活

方式绿色化，淘汰高污染、高耗能的落后产能，在

云南省绝大部分地区资源紧缺、河流污染、湖泊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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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生态脆弱的背景下，积极宣传、普及在全社会

培育和发展新材料、文化创意、生物、信息和节能

环保等绿色产业的理念，以加快促进云南省社会资

本投向绿色环保产业和服务业的转化，促进全省经

济发展的绿色化程度。

同时，云南省委省政府积极宣传、普及云南省

特有的花卉苗木、林下经济、森林旅游等绿色增长

点，普及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绿色交通和绿色能源

等新理念，初步实现了能源领域的绿色化生产，如

云南利用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已经在各地州县发展

了林药、林菌、林菜、林禽、林下产品及其加工，

以及林下休闲旅游等林下经济发展的模式，取得了

较好的社会及经济效益，这种以绿色经济、绿色生

活特色见长的模式，得到了各族群众的普遍认可及

接受，目前，云南省约有森林蔬菜 （野菜）六百

余种，如臭菜 （羽叶金合欢）、刺五加、甜菜、香

椿、树头菜、金雀花、苦刺花、攀枝花、棠梨花、

大白杜鹃花、松杉尖、青刺尖等已经成为餐桌上最

受欢迎的生态绿色食品，林下养殖的野猪、梅花

鹿、山鸡、豪猪、野生蜜蜂等在超市及餐馆成为最

受欢迎的绿色消费品，松茸、牛肝菌、块菌、奶浆

菌、羊肚菌、香菇、木耳、竹荪、猴头菌、青头

菌、鸡枞、鸡油菌、干巴菌等成为最具云南特色的

生态绿色食品的傲娇品牌深受欢迎［１９］，这种绿色

生产及消费就切实地存在与民间、存在于普通民众

身边的现象，使云南 “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的

理念成为最普通的存在状态。同时，云南还积极推

广使用节能、低排车辆和新能源汽车，引导城乡居

民选择公共交通、非机动车交通工具出行等的理

念，促使云南逐步实现交通运输的绿色化等，这与

“绿色生产”新理念的推行有密切关系。

（二）推广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新理念

云南省通过各种政策及措施，积极贯彻 “正

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

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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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

首先是宣传、推广 “生态底线”新理念。生

态底线理念是云南省贯彻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

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理念，

留住绿水青山就留住了生存的本钱、留住了希望等

生态底线，成为云南省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中的重

要思想。云南省彻底摒弃、禁止以牺牲生态环境为

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陈旧理念，充分认识到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后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而导致各种
环境危机以后，在处理生产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关系

上，严格坚守 “生态底线”的新理念。这些理念

的推广，使十九大报告中 “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

扩大退耕还林还草。严格保护耕地，扩大轮作休耕

试点，健全耕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

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等云南生态

文明建设中最迫切需要的生态保护理念及措施，有

了更为基础和具体的目标。

其次是弘扬 “民族生态文化价值”理念。云

南一直注重发掘优秀民族生态文化资源的整理和保

护、发掘传统生态文化内涵，为了进一步确立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新理念，在文

化、教育等领域采取各项宣传及推广措施，逐步发

掘各少数民族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理念，并通

过不同的宣传方式普及、弘扬云南各少数民族长期

与自然相依相存中形成的优秀传统生态文化，鼓励

公众积极参与，实现生活方式绿色化，使云南民众

对少数民族的生态理念从陌生、淡然发展到逐步熟

悉、认同、接受的转变。

云南省重视民族生态文化观念的价值是丰富南

生态文明建设内涵的重要举措，尤其是注重把尊重

和敬畏自然的民族传统行为文化，发掘运用各民族

生态农作技术，支持和推广民族优良环保理念和行

为规范，是最切合农村实际的措施。如在各种宣

传、弘扬各民族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的习惯法和乡

规民约的措施中，表现了政府对民族传统生态文

化、对妨碍及危害生态及环境发展的行为予以规范

及制裁的民间法的认可态度，对促进云南省普及生

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新理念起到了积极作用，对进

一步发掘云南民族对自然资源的适度开发与有序利

用的观念、普及各民族乡规民约中绿色法律传统文

化的属性及理念起到了促进作用。云南省第十次党

代会也强调，发挥民族文化众多、生物多样性特色

鲜明这两个不可替代的优势理念。

经过宣传及各种相关措施的实施，云南逐渐确

立了弘扬 “民族生态文化价值”为云南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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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基本指导思想的理念，并在各项相关政策及法

规中以不同角度及层面体现，尤其是在科研项目及

民族文化传承过程建设中贯彻实施，取得了积极的

社会效果。

（三）确立生态建设与长远发展结合的新理念

首先是宣传和普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舟水

关系”理念。环境如水，发展似舟。水能载舟，亦

能覆舟。云南省确立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舟水

关系”理念，从不同角度诠释、推广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及其理念。云南各级党

政部门在相关政策及理论宣传中，确立经济发展与

环境保护 “舟水关系”理念，宣传生态环境优先的

发展理念，让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的理

念，成为在云南省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的重要理论

基础。并在云南省各族人民心中生根发芽，潜移默

化地表现出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其次是推广 “生态问责”新理念。相对于资

源和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具有持久性、隐秘性的特

点，如超采河水地下水、滥伐森林、毁坏推平草原

等行为，都会导致当地的生态系统出现严重破坏。

云南省面对各地不同类型的生态危机、发展困境和

时代呼唤，积极推广 “生态问责”等新绿色发展

的理念，积极贯彻２０１５年 ８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

害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提倡出现生态环境损

害情形应追究相关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成员的

责任即 “党政同责”的原则，追究生态破坏尤其

是造成严重生态破坏后果的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严

格实行赔偿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作为生态文

明教育的新理念积极推广，普及把生态负责及问责

纳入到党政领导和相关领导的责任考核体系的理

念。云南省委九届十二次全会提出关于绿色发展的

部署，提出了健全绿色发展的法律制度、完善党政

领导干部考评机制的新理念，提出了较新颖的构建

领导干部绿色发展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新常态下的

绿色 ＧＤＰ核算、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新理念，
宣传、普及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的理念，

逐步形成了领导干部应该自觉践行绿色发展的倒逼

机制等新理念，普及环保问责人人参与人人监督的

理念，使各位基层官员不再奢望 “法外开恩”或

“法不责众”，而应该兢兢业业地以绿色发展、保

护环境、提高环境质量为己任。

再次是推行 “生态扶贫” “绿色减贫”新理

念。云南省大力实施、推广生态扶贫、产业扶贫、

政策扶贫为一体的绿色扶贫，实现城镇添绿农民增

收的双赢目标等 “生态扶贫” “绿色减贫”新理

念。云南省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与扶贫工作完好地

结合在一起，广大乡村迎来乡土生态产品复兴的机

遇，不仅打开了 “两山”通道，实现就地脱贫、

稳定脱贫、长效脱贫，还立足绿色扶贫、减贫理

念，在脱贫攻坚战的生态精准扶贫发展中增强扶贫

开发工作中，注重产业扶贫与生态保护的有效结

合，实现 “金山银山”减贫经济效益与 “青山绿

水”长远生态保护的双重成效理念；强化扶贫开

发工作者的绿色发展理念，加强生态扶贫的理论学

习和人才培养，尤其是通过举办云南省国际交流

会、研讨会等形式的集体探讨，深刻认识绿色发展

理念，保障生态扶贫的高效治理思想及理论的顺利

推行，利用生态资源将扶贫开发的功效达到最大

化，将绿色发展理念应用于扶贫、减贫工作中，完

成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当然，建立生态环境与扶

贫进程有机结合的政策综合决策和评估机制，也是

云南的努力目标。

此外，在新理念的推广普及中，云南面积广大

的农村，环境现状依然不容乐观，云南很多山区、

农村的基础设施较为落后，没有统一有效的收集处

理系统，农村大部分生活垃圾和污水随处倾倒，白

色污染极为严重，河流湖泊成为大部分垃圾倾倒的

目的地，不仅污染了农村耕地、空气、水源，进而

影响农作物生长环境，影响粮食蔬菜等农产品质量

也受到威胁，因此，在云南广大农村的生态环境保

护及攻坚脱贫工作中， “生态扶贫” “绿色减贫”

新理念是急需普及和推广的，对农村地区的宣传及

普及力度有待加大，只有广大农村的 “生态扶贫”

“绿色减贫”理念被农民接受，具体工作取得成

效，云南才能真正走上城镇、农村的绿色共进共赢

之路。

三、树立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新理念

为树立 “一定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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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新理念，云南省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以政策促动及优化云南环境保护新理念的

普及

云南省自觉遵循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原

则，推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

构、生产生活方式，确立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

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的新理念。

首先是树立 “云南蓝”的生态建设新理念。

云南省积极树立保护大气、水体和土壤资源，实现

天蓝、水净、地绿的 “云南蓝”生态理念。云南

省第十次党代会明确提出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云

南的靓丽名片和宝贵财富，也是云南实现跨越发展

的独特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理念，使具有云南

特色生态环境 “云南蓝”理念得到广大民众的认

可及接受。２０１６年云南省编制了 《云南省土壤污

染防治工作方案》，完成 《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

“十二五”规划》《云南省 “十三五”水土保持规

划》《云南省水土保持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云
南省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规划》《云南省坡耕地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规划》《全省水土保持监测

规划》《云南省 “十三五”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方案》 《云南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等重要规

划，逐步树立了 “云南蓝”的安全建设及发展新

理念。

其次是树立 “创新生态文明制度”新理念。

云南省委省政府通过制定系列政策、制度来普及、

推广 “创新生态文明制度”的新理念。根据２０１５
年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 〈云南省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总体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各地州为全面提

升当地生态文明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制定了各地的

生态文明制度、提出新理念。如昆明市制定了

《昆明市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实施方

案》，制定了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深

了民众对云南省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理解。此外，

云南省委九届十二次全会提出了关于绿色发展的部

署外，还提出了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新理念，

对推广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及创新理念发挥了积极

作用。

同时，《云南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在推广

云南省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的新思想，着力树立

“创新生态文明制度”新理念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对构建生态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建立系统完整

的制度体系，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制度化

轨道等新理念的宣传普及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加强

生态执法监测监督，以零容忍态度打击环境违规违

法行为的新理念，加大生态保护行政执法检查监督

力度，创新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方式、维护新修订环

保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权威等理念①。因此，２０１６
年底出现 “森林云南建设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

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生态修复、水土保持、地质

灾害防治有序推进”［２０］等成绩，与制度理念的推进

密不可分。这些工作，使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加强固体废弃物

和垃圾处置。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强化排污者责

任，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

罚等制度。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

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

环境治理，落实减排承诺”等绿色发展新理念得

以继续在未来的环保工作中绽放新的光彩。

（二）确立云南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新理念

２０１５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调研讲话指出：
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要像保护眼睛一样

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宝库和西

南生态安全屏障，努力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

兵。２０１５年４月，云南省通过了 《中共云南省委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

精神闯出跨越式发展路子的决定》，强调全省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精神为指引，确保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首先是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明确 “争当生态文

明排头兵”的新理念。２０１５年以来，云南省始终
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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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强

化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理念。云南省委省政府引导

各党支部门、社会各界深入理解云南争当生态文明

建设排头兵就是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在

思想上和行动上当好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西南守护

者和建设者。提倡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

设，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理念；提倡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理念；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法治化建设理念。经过政策的学习，“争当生态文

明排头兵”新理念在云南确立并被推广、普及，

成为云南省生态文明各项实践建设的理论指导及实

践的重要基础。

其次是完善 “生态建设法制化”新理念并予

以推广。云南省树立了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化建

设的新理念，云南省宣传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推

进，不仅需要正确理念的传播和强化，而且需要建

构起必要的制度规范，进而依靠制度规范来发挥导

向和规制作用。云南省为推动生态文明法制化建

设，提出了抓紧修订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

章和配套制度问题等理念，促使云南省抓紧实施健

全依法决策机制，推广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及生

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严

格执行项目审批生态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等新理

念。云南省各级党支部名积极动员全社会各界力

量，切实提高群众生态环保意识，努力走出一条全

民参与、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子。

再次是明确推广 “生态文明示范村镇发展”

新理念。云南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

设和生态建设示范区创建工作，先后出台 《关于

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关于争当全国生

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决定》《关于努力成为生态文

明建设排头兵的实施意见》等系列重要政策和文

件，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示

范区创建作为重要思想和理念。其中，坚持严格标

准，深入推进生态建设示范区创建工作的 “生态

文明示范村镇发展”等新理念逐步深入民心。云

南省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以 “发扬成绩，深化创

建内涵，巩固创建成果，建立长效机制，积极发挥

典型示范作用”为思想及理念，开展 “示范乡镇”

建设的新理念及实践工作，以促进形成绿色发展方

式和绿色生活方式、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导向①，

让 “生态文明示范乡镇发展”新理念点燃、激发

了广大农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热情。

（三）积极推行 “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

愁”的新理念

２０１５年习近平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新农

村建设一定要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

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提出了 “保留乡村风貌，

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的全新理念。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的云南省两会的历届 《政府

工作报告》都展现了 “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

乡愁”的理念，并成为省委政府生态文明建设工

作重点任务。

首先是倡导推广 “森林云南”新理念。早在

２００９年，云南省颁布 《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加快林业发展建设森林云南的决定》，明

确提出了 “建设 ‘森林云南’是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具体体现的思想和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

“森林云南”成为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的重要理念

及实践措施之一，云南省一直坚持８项 “森林云

南”的原则及新理念：“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

展生态化”，发挥商品林和公益林的主体功能，坚

持兴林富民，全民参与，激活林业发展机制，科技

兴林，提出了 “总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

管理不断规范”新理念及新要求。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九大以来，“森林云南”

建设更是成为林业等部门的重点工作，林业部门成

为此项工作推进的重点部门，“近日从省林业厅了

解到，今年我省将进一步发挥绿色生态的核心优

０３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４月

①《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命名第一批云南省生态文明州市第二批云南省生态文明县市区和第十批云南省生态文明
乡镇街道的通知》（２０１７－３－３）；云南省环保厅生态文明建设处：《生态村镇建设申报管理、指标解读及申报材料编
制》（２０１６－１０－２０）；云南省环保厅生态文明建设处：《基层生态创建的问题与策略》（２０１６－２－１４）；云南省环保
厅生态文明建设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市指标 （试行）》（２０１６－１－２８）；云南省环保厅生态文明建设处：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管理规程 （试行）》（２０１６－１－２８）。



势，推动 ‘森林云南’建设再上新台阶，全年力

争完成林业投资８５亿元以上，完成营造林８００万
亩 （５３３３万ｈｍ２）以上。今年内，我省将以绿色
引领产业发展，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为目标

……实施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产业发展战

略，重点推进木本油料、观赏苗木、林下经济、野

生动物人工繁育、森林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林业

特色产业……推动林业产业由传统数量增长型向现

代质量效益型转变，力争全省林业行业总产值达到

２１００亿元。今年全省林业部门将扶持培育一批有
特色、有优势、产业关联度大、带动能力强的大型

龙头企业，大力培育以林业专业大户、家庭林场、

林农专业合作社、林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化服务组织

等新型林业经营主体……不断提高林产业创新力、

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２１］

其次是倡导 “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及湿地

公园建设”新理念。２０１２年以来，云南省着力建
立并倡导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自然保护区建

设工程、森林公园及湿地公园建设、全面提升生物

多样性保护水平等生态文明建设新理念。

云南还积极倡导 “自然保护区”的理念，起

草编制 《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规划》和 《云南省

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规划》，出台 《云南省自然保

护区规范化建设管理指南》，完成 《自然保护区建

设项目生态补偿研究》，推广自然保护区建设理

念。积极倡导森林公园建设理念也是重要的措施，

２０１５年１月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 ＜云
南省国家公园管理条例 （草案） ＞的议案》提请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公园、森林公园的建设理

念开始大范围影响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①。

另一项主要措施是积极推行湿地公园建设理

念，出台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的

意见》，提倡湿地保护区建设，申报国际及国家重

要湿地，建设国家湿地公园，恢复湿地等理念，宣

传将云南省湿地类型的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湿地公园、农业湿地建设纳入生态文明排头兵

建设的理念。②

再次，树立 “生态教育和生态公益”新理念。

积极开展生态教育，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树立

“生态教育和生态公益”新理念，提倡增强公民的

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的理念，在全社会传

播和普及生态知识，教育引导全体公民形成绿色价

值取向、绿色思维方式、绿色生活方式，使 “生

态教育”理念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利用一切

宣传媒体，尤其是在政府、市区宣传及其他途径的

宣传工作中，积极倡导在生活中公众要自觉崇尚和

躬行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与

消费模式的新理念，倡导环境友好型消费，推广绿

色服装、绿色饮食、绿色居住、绿色出行、绿色旅

游等 “生态公益”的新理念。

第四，确立 “美丽乡村建设”新理念。２０１４
年７月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出台 《关于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以后，云南

省通过各种渠道，宣传、普及 “美丽乡村建设”

的理念，如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就在在临沧举行了云南省
美丽乡村建设暨新农村建设指导员工作推进会，宣

传政府在云南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新理念，调整优化

村庄布局、建设特色村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

施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培育和谐文明新

风尚，挖掘和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等方式，逐渐

确立 “美丽乡村建设”的新理念③。从２０１５年起，
每年推进５００个美丽乡村建设，逐渐在各地州县市
的中心村、特色村和传统村落建成了一批富有云南

特色的 “宜居宜业宜游”美丽乡村，美丽乡村成

为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特色生态名片。

此外，云南省通过产业提升、村寨建设、环境

整治、脱贫攻坚、公共服务、素质提升、乡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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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骞：《加速推进林业生态建设步伐，构建云南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云南林业 （２０１５－８－１１）；云南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解读 （２０１６－６－１７）；云南省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１６－１－２４，陈豪）；《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解读 （２０１６－６－１７）；云南
省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１６－１－２４，陈豪）；《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解读 （２０１６－６－１７）；云南
省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１６－１－２４，陈豪）；《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等 “七大行动”，使 “美丽乡村建设”理念深入人

心；通过将 “美丽乡村”建设提升到 “生态文明

示范区建设”范畴的行动，培育了四千余个生态

村镇，使 “美丽乡村建设”有了具体的实施措施，

理念的传播有了实践的促进。

四、结语

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中国 “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成为当代中国及国际社会新闻媒体关注的

焦点，也成为国家及地方建设的核心词汇。十余年

来国家及地方制定的生态文明的每项政策、制度及

措施，或明显或悄悄但却真切地改变着人们的日常

生活及行为准则，浸润、丰富着中国传统生态文化

的内涵。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明确地提出生
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是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要坚持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推进绿色发展等建设目标及任务，这使绿色发展新

理念再次成为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词及社会聚

焦点。

云南作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实践区域，建

设行动理念的树立及在全社会的推广，就成为生态

文明建设中极为重要的措施。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日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洱海边的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是云

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里程碑事件，在总书记讲话的

推动下， “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

生态环境保护是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的理念、

一定要让 “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

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的生态文明建设理想，成为云

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目标。同时，习近平总书

记在大理村民李德昌家考察时说的话，即新农村建

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注意乡土味道，

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云南有很好的生态环境，一定要珍惜，不能在我

们手里受到破坏”等思想，不仅在党政部门被实

施，同时也在学术研究领域成为关键词，学术研究

中强调少数民族生态经验总结及生态智慧的传承、

本土生态习惯及民间生态法制的现代运用等思想，

日渐成为云南省生态文明研究及建设的主流思潮。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色发展”等系

列全新的思想、理念、观点及要求，成为云南省绿

色发展及各地州经济转型的目标。算好生态环境保

护的大账、长远账、整体账和综合账，也成为云南

省生态文明建设及树立绿色发展新理念的首要问

题。云南省对生态文明建设及区域特色建设的认识

及行动更是高涨，在现当代媒体的宣传下，全社会

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及其内涵耳

熟能详，并成为日常及政治生活中口语化的表述词

汇，由此带来的发展方式的转化，切实地改变着云

南省的生态理念及生态建设面貌。

云南各级政府部门也在逐步明确了既不以牺

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谋求一时发展、也不以停止发

展消极地保护生态环境的发展方向后，逐步确立

了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真正把生态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把生态资本转化为发展资本

的发展路径，实现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民生改

善互促共赢的目标，走出一条以生态文明建设力

促转型升级的新路子，各地都在成为生态文明建

设排头兵的道路边实践边总结边推进，逐渐转变

“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

的旧式发展路子。

只有理念优先，思想先行，坚持节约优先、保

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的面目，十九大报

告提出的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

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保护

生态环境作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等目标才能实

现，云南在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中，才有可能成为

中国及世界生态文明接受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

引领者。

［参考文献］

［１］李志青．“绿色化”：算好生态文明建设 “政治账”

［Ｊ］．决策探索，２０１５（４）：３４．

［２］普绍忠．树立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切实增强

生态环境保护的急迫感和责任感 ［Ｎ］．红河日报，

２０１５－０７－２１（０３）．

［３］中央宣讲团与云南省干部群众座谈交流：树立新理念

实现新发展 ［ＥＢ／ＯＬ］．［２０１５－１１－１３］．ｈｔｔｐ：／／ｙｎ．

ｙｕｎｎａｎ．ｃｎ／ｈｔｍｌ／２０１５－１１／１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４００９５００．ｈｔｍ．

２３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４月



［４］姜萍萍，程宏毅．中共云南省委九届十二次全会在昆

举行 李纪恒作重要讲话［ＥＢ／ＯＬ］．［２０１５－１２－１１］．

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５／１２１１／ｃ１１７００５ －

２７９１７２９２．ｈｔｍｌ．

［５］２０１６年云南省政府工作报告解读［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１－

３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ｎ．ｇｏｖ．ｃｎ／ｙｎ＿ｚｔ／ｂｇｊｄ／２０１６ｂｇ／ｎｅｗ＿２０．

ｈｔｍｌ．

［６］张玉胜．污染治理需作长远计 ［Ｊ］．西部大开发，

２０１６（４）：１２－１５．

［７］沈涛．基于包容性绿色发展视域的云南边疆民族地区

旅游扶贫转向研究 ［Ｊ］．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５）：１２４－１３０．

［８］走上绿色生态惠民发展路 普洱市在全国率先推行绿色

经济考评体系 ［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７－１０］．ｈｔｔｐ：／／

ｍｉｎｉ．ｅａｓｔｄａｙ．ｃｏｍ／ａ／１７０７１０１０４０２７１３６－２．ｈｔｍｌ．

［９］王文生．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 ［Ｎ］．水电周刊，

２０１６－０２－２４（Ａ０４）．

［１０］甘仕恩．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开发 ［ＥＢ／ＯＬ］．

［２００７－０７－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ｎｆｚｂ．ｃｎ／ｋｍｐｊ／ｆａｚｈｉｂａ

ｏｌａｏｓｈｕｊｕ／１２８３９９．ｈｔｍｌ．

［１１］刘慧娴．争当证态文明建设排头兵：访云南省财政厅

厅长陈秋生 ［Ｊ］．特别关注，２０１３（１６）：１５－１９．

［１２］刘慧娴．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访云南省财政厅

厅长陈秋生 ［Ｊ］．中国财政，２０１３（１６）：１８－２１．

［１３］胡晓蓉，顾传义． “贷”出绿色致富路 ［ＥＢ／ＯＬ］．

［２０１５－１０－２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ｙｎ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ｇｕａｎｄｉａｎ＿１０２８／１００３０７．ｈｔｍｌ．

［１４］吴松．云南：探索建立绿色发展试验示范区 ［ＥＢ／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６－０３］．ｈｔｔｐ：／／ｙｎ．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

ｃｎ／ｎ２／２０１６／０６０３／ｃ３７２４５２－２８４４９９２５．ｈｔｍｌ．

［１５］谭雅竹．城镇添绿农民增收 ［Ｎ］．云南日报，２０１７－

０３－２９（０１０）．

［１６］云南双江：荒山上建起 “绿色银行”［ＥＢ／ＯＬ］．［２０１６－

０６－２０］．ｈｔｔｐ：／／ｙｎ．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２０１６／０６２０／

ｃ３７２４５２－２８５３３９５１．ｈｔｍｌ．

［１７］李春林，谢进．让农民住在 “绿色银行”［ＥＢ／ＯＬ］．

［２０１５－０２－２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ｎ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ｙｕｎｇｕａｎｚｈｕ＿０２２７／１８３３２．ｈｔｍｌ．

［１８］陈晓波，李绍明．陈豪调研环保工作时强调守住发展

和生态两条底线 让绿色发展理念厚植七彩云南

［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６－１７］．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ｈｅｘｕｎ．

ｃｏｍ／２０１６－０６－１７／１８４４４６３２９．ｈｔｍｌ．

［１９］王学花，杨红艳．云南省林下经济现状分析及发展对

策 ［Ｊ］．林业调查规划，２０１２，３７（６）：１１６－１１８．

［２０］陈豪．在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 ［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１２－３０］．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１６／１２３０／ｃ６４１０２－２８９９０２２１．ｈｔｍｌ．

［２１］推动森林云南建设 ［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３－０７］．ｈｔ

ｔｐ：／／ｗｗｗ．ｙｎ．ｇｏｖ．ｃｎ／ｙｎ＿ｚｗｌａｎｍｕ／ｙｎ＿ｔｊｄｔ／２０１８０３／

ｔ２０１８０３０７＿３２１４１．ｈｔｍｌ．

３３第２期　　　　　　　　　　　　　　周　琼：云南省绿色发展新理念确立初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