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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读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熊争艳、于文静、王琳琳、高敬、韩梁、伍岳、成欣、潘洁、胡璐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赵东辉、柴海亮、刘翔霄、赵阳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让我们携起手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
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国家主席习近平 12 日下午以视频方式出席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
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彰显大国领袖的担当和东道国的风范，高举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旗帜，为推
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信心，为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指明方向，为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擘画
蓝图，必将产生重大深远的世界影响。

引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
征程，习近平主席提出令人瞩目的

“中国行动”——
率先出资 15 亿元人民币，成

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加快构建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
N”政策体系……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中国领导
人提出行动精准“路线图”，为世界
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中国不是停留在政治承诺
上，而是部署了具体行动，这对世
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振奋
人心的好消息。”夏泽翰说。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
织 副 秘 书 长 程 志 强 表 示 ，作 为
COP15 主席国，中国成立昆明生
物多样性基金，为解决全球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

的资金难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中国领导人的倡议，在与会代

表中产生广泛共鸣。
多国元首也发出了推动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倡议，承诺行动。
“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足够的

资金支持，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
人投资，必须向生物多样性保护框
架所确定的目标努力。”马克龙介
绍了法国的资金投入，希望全球已
有的各类基金行动起来，以可持续
的方式保护和治理生物多样性。

“保护大自然的健康，事关所
有国家甚至全人类。”普京表示，俄
方将采取行动，支持在保护动植物
种群、大气和水资源等迫切问题上
的国际合作，一定要照顾到发展中
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需求。

为切实应对气候变化，2020年
9 月，中国提出“双碳”目标；今年 9

月，中国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
目；在此次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
主席宣布“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

‘1+N’政策体系”重大举措……
与会代表认为，中国宣布的一

系列重大举措，展现出中国作为负
责任大国的魄力、智慧和担当，提
振全球信心。

“中国‘双碳’目标非常了不
起，我们想见证并且学习中国科技
创新上的成功经验，这对于发展中
国家来说至关重要。”智利驻上海
总领事克劳迪奥·加里多说。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回 望 来 路 ，不 懈 努 力 成 就 了

中国特色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与国际社
会携手并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美好愿景，共同建设更加美
好的世界。

携手同行，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解读

“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
命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
强调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首次提出三个构建“地球家园”的
愿景：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地球家园；

——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
进的地球家园；

——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的地球家园。

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主席的
讲话高屋建瓴，内涵深刻，构建“地
球 家 园 ”的 愿 景 从 人 与 自 然 的 关
系、经济与环保的关系、全球合作
三个维度，对人类要共建怎样的地
球生命共同体这个时代之问作出
全面阐释。

“全球生物多样性近年迅速恶
化，如果世界各国不努力改变消费

和生产方式，不更深刻意识到保护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安全，我们
将 面 临 全 球 性 灾 难 。”埃 及 总 统
塞西说。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深刻诠释
了 COP15 的主题，为全球生态环境
治理指明了方向，也与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集中体现了
中国理念和中国智慧。”中国生态
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说。

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主席的
讲话体现了中国与国际社会携手
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共同建
设清洁美丽世界的坚定决心，彰显
了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参
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责任担当。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强调了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性。”联合
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
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赞赏中国在
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发挥的领

导作用，以及为推动相关领域多边
合作所做的努力。

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
人在视频讲话中感谢习近平主席
亲自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感
谢中国召集和举办昆明大会并推
动相关议题的努力，呼吁各国团结
一致，采取务实行动，加强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环境治理。

法国总统马克龙感谢习近平
主席“亲自推动保护生物多样性议
题”。马克龙表示“我们这一代必
须推动形成合力，形成以自然为中
心的发展模式，坚持保护和修复生
态系统”。

“中国举办这次会议，为分享
如何最大程度地保证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理念提供良机。”俄罗斯
总统普京说，保护生态环境是全人
类的共同任务，任何国家单打独斗
都难以实现目标。

“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
要 携 手 同 行 ，开 启 人 类 高 质 量 发
展新征程。”习近平主席的讲话高
瞻远瞩，围绕人类要怎样共建地球
生 命 共 同 体 这 个 命 题 ，提 出 四 个
倡议——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
人与自然关系”；

“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球
可持续发展”；

“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

“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
理的国际治理体系”。

与会代表注意到，这四个倡议
与习近平主席 9 月在第七十六届联

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的“全
球发展倡议”一脉相承，进一步描绘
了未来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为
国际社会应对当前挑战提供了“中
国方案”。

“人类高质量发展，应该也必须
是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发展，是绿
色低碳的发展，是人民福祉和社会
公平正义不断增强的发展，是国际
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合理的发展。”
黄润秋说。

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
长张永生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
个倡议，是中国坚定探索可持续发
展道路的智慧结晶，是对中国可持
续发展理念的拓展和深化。中国提

出生态文明、新发展理念和绿色转
型，这是本着对全人类负责的态度，
从自身实践和传统智慧中找到了更
好的人类发展之路。

中国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
中心主任高吉喜说，习近平主席的
倡议兼顾各方面的公平正义，包括
人与自然的公平、各个国家间的公
平、当代与后代的公平，对发展中国
家尤为重要。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英格·安德森多次呼吁“国际社会
应 调 动各类资源支持发展中国家
保护生物多样性”。她表示：“中国
将经济增长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结
合，给世界提供了有益经验。”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特别提到
云南大象的北上及返回之旅，强调

“中国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美丽
中国”。

与会代表表示，十几头大象 17
个月的奇游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中
国生态文明理念的深入人心和生
态建设的显著成效。

“中国有尊重自然的传统，这
种智慧从孔子到现在的中国领导
人一以贯之。习近平主席高度重

视人与自然的和谐，提出的生态
文 明 思 想 令 人 钦 佩 。”联 合 国 教
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代表夏泽翰
认为。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
历史趋势，习近平主席这句话意义
重大。”张永生说，过去一些西方国
家把文明等同于工业文明、经济发
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绿色发展，
是从生态文明视角重新定义发展，
是以更宏大的视角、更长远的眼光
思考问题。

《联 合 国 气 候 变 化 框 架 公

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气候
行动高级别倡导者奈杰尔·托平
认为，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将在
推 动 全 球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和 环
境 保 护 的 多 边 主 义 方 面 发 挥 重
要作用。

“任何将（生态文明）这些美丽
的中国思想带到更大舞台的行动，
都很有帮助。我们有一种非常强
烈的需求，把经济嵌入到生态中
去，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经济
必须服务于生态，而不是生态服务
于经济。”托平说。

共建家园：习近平主席首提三个构建“地球家园”的愿景

共商大计：习近平主席提出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四个倡议”

共享文明：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

共襄盛举：从承诺到行动，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稷山县稷峰镇下费桥。这
里是镇上一处抢险救灾“临时
指挥部”所在地，水泵、挖掘机、
拉运救灾物资的卡车……机器
声一片轰鸣。桥上立着一个大
牌子，上面写着稷峰镇镇长马鸿
的手机号码。

在忙碌的人群中，记者找
到了马鸿。

汛情发生以来接了多少电
话？马鸿已经记不清楚。他的
嘴 唇 已 经 起 皮 ，嗓 子 已 经 沙
哑 。 国 庆 节 前 就 开 始 值 守 的
他，已经 10天 10夜没顾上回家。

荆平村是稷峰镇受灾最严
重的一个村。7 日深夜，马鸿带
着村民和志愿者在村里紧急加
固河坝，紧急调集来的两大车
水 泥 卸 车 后 ，瞬 间 就 被 水 冲
走。眼看着水流越来越大，马鸿
觉 得 势 头 不 对 ，赶 紧 组 织 大
家 撤离。有些村民不愿离开，
马 鸿 急 得 在 雨 中 扯 着 嗓 子 大
喊：“出了问题，我来负责！”他
劝退大家后不一会儿，洪水就
涨上来了。

荆平村村民马波说：“抗洪
那晚，镇长和我们在一起冒雨
守 坝 、护 坝 。 他 在 ，我 们 就 安

心 。”村 民 们 告 诉 记 者 一 个 细
节：当晚村干部组织村民进行
转移时，马鸿不放心，又带人再
度进村排查，挨家挨户敲门，直
至将最后一位村民送达安全地
点，他才离开。

在组织群众撤离时，一位带
着拉杆箱的女孩引起了马鸿的
注意：女孩双亲均已去世，只有
一个哥哥在县城务工，车辆准备
开动时，女孩提出要回家取东
西。马鸿不放心，特意嘱咐一位
工作人员与女孩一同前去，后来
又和一名女同事陪着女孩到了
哥哥那里。事后马鸿才知道，女
孩取的东西是亲人的灵位。

说起这几天的抗洪故事，
马鸿的眼圈红了。“不能有人员
伤亡，这是我们的底线。”他说。

这些天，他惦记着险情，饭
也吃不下，晚上穿着军大衣守
在坝上，条件允许的时候，人就
缩在坝上的车里合一下眼，但
心里惦记着抗洪的事，睡也睡
不着。汾河大坝从东到西，几
天来他两头跑了不知多少趟。

雨又开始下。顾不上和记
者多说，马鸿转身又投入到抢
险救灾中……

风雨中的他们，挺身而出
——奋战在山西抗洪前线的共产党员剪影

防洪的堤坝上，处置险情，印下了他们一刻不停歇的脚步；临河的村庄里，挨家挨户敲门转移群众，留下了他
们忙碌辗转的身影……

连日来，共产党员带头奋战在山西抗洪前线，用他们坚实的脊梁，默默地撑起了抗洪重任。

7 日晚至 8 日下午，在持续降
雨中，李家庄村 300 多名村民在支
部书记高虎全的带领下，筑起了
一条长 1.5公里的“防洪护堰”。

但终因雨大、上游泄洪，村子
还是被淹了。小决口发生在 8 日
18时，很少流眼泪的高虎全哭了。

此时还有 100 多户村民没有
撤，他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还抱着

一线希望投放沙袋。与此同时，
他让老党员郝贵生安排留下的村
民赶紧撤离。

决 口 最 终 还 是 堵 不 住 了 ，
高 虎 全 狂 奔 回 村 ，把 5 名 五 保
户 转 移 出村，在一家小旅馆订了 5
间房，把他们安置进去。81 岁的
二伯接连打来 4 次电话，让他来家
垒坝，高虎全每次都说一会儿就

去 ，终 究 没 顾 上 去 ，二 伯 气 得 骂
“ 这 侄 儿 没 良 心 ”。 村 里 的 18 头
牛、20 头猪也全部救出。至此，全
村无一伤亡，人畜平安。

时间倒回 8 日早晨，村里广播
喊人，200多名村民很快到位，在外
打工的人也陆续回来了，学生们赶
回来了，开饭馆的厨子把店关了也
来了……陆续又回来 100多人。

李家庄村位于孝义市大孝堡
乡，夹在磁窑河、文峪河之间，此
次汛情严重。

“急需两台大型水泵排水”“眼
下村里还是一片汪泽，房子浸塌了
损失就更大了，还要购买 100 箱消
毒液，政府安置点里的 23名村民也
得去慰问一下”……高虎全忙活
着，嗓子已经哑得说不清话了。

在受灾较重的汾西县，近几
日来，一段抢险救灾的短视频广
为流传。画面中一位受灾群众蹲
在挖掘机的斗子里，从湍急的河
流对岸转移过来，一名穿着黑衣
服的妇女快步迎上去，把她扶下
来，在清冷的灾区之夜，留下一个

“温暖”的背影……
她叫訾振培，35 岁，僧念镇副

镇长。11 日早晨，当记者辗转在
僧念中学的受灾群众安置点找到
她时，她还穿着那件黑色的衣服，
正 在 给 几 名 受 灾 群 众 做 思 想 工
作，劝他们不要冒险偷偷跑回家，

有困难要找她。
53 岁的蔡凤英是被转移的村

民之一。她对记者说，她家所在
的北门沟自然村地处山沟，雨大、
水大，家里 3 孔窑洞和其他村民的
窑洞一样陆续漏水、坍塌。6 日晚
上，訾振培带领两名村干部抢通道
路，帮他们转移，几十个村民，她一
个个接到河对岸，送到安置点。

“当时，我又怕又急，当看到
有一个女同志来扶我时，我感觉
来了个救星！”蔡凤英说。

北门沟自然村是訾振培的包
村联系点，村里老年人多，70 岁的

孟耀珍老人腿得了滑膜炎，走路
疼。当时訾振培一手搀着她，一
手打着手机里的电筒，一步一步
走 了 半 个 多 小 时 到 了 通 车 的 路
上，“一路上，她像我的孙女一样，
和我聊家常，劝我宽心，慢慢地我
的心情都变好了！”

受灾村民在哪里，訾振培就
在哪里。灾情发生后，作为分管
安全生产的副镇长，訾振培白天
在各受灾村庄、受灾群众安置点
巡查，晚上回到家里经常忙到半
夜，有时夜里一两点还给镇村干
部打电话安排工作。

7 日，有一户受灾群众不愿意
转移，她带队去做工作，把人送到
安置点时已是凌晨 4 点多钟。訾
振培说服老人苦口婆心，但带领
大家搬离却风风火火。在一次前
往村庄的路上，一段路基被水淘
空，她一脚踩下去，突然塌陷，人
掉进了一个坑里，当众人把她拉
上来，她还拍拍身上的泥水说“看
我摔得美不美”，大家一下子被她
的乐观情绪感染了。

“面对灾难，作为一名党员干
部，我要把自己最好的工作状态
奉献给受灾群众。”訾振培说。

村支书的“眼泪”

受灾群众的“贴心人”

10天 10夜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