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益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环节， 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起到关键性补
充作用。 自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致力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已取得重要成

果。 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生态环境
保护作为公益活动，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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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一词源于西方，是超
越私人利益的一种公共或公众
的利益，旨在增进人类福祉。 相
较于关注弱势群体的“慈善”，
“公益” 则更具有社会责任的理
性色彩。 1840 年鸦片战争后，西
方慈善思想传入中国，中西慈善
文化融合，推动了中国慈善事业
的近代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慈
善事业受多种因素影响，一度停
顿消失。 改革开放后，慈善事业
重新焕发生机。 特别是在 2008
年后，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进入当
代转型期，南方雪灾、汶川地震、
北京奥运三大事件共同催生了

“全民慈善”现象。
随着党和政府不断健全社会

保障制度， 把公益慈善事业作为
政府社会保障的重要补充，政府、
企事业与社会组织共同发力，自
2015 年发起脱贫攻坚战，到 2020
年 11月取得全面胜利。 如今，我
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 实现新征程的第二个百
年目标， 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
的幸福指数，大力发展社会公益，
当是题中应有之义。

而社会公益最直接最全面
的体现，莫过于人们生存环境的
保护和改善，故党的十九大把污
染防治攻坚战确立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
一。 新征程中生态环境保护也将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得到
人民认可的一个关键。

有公益，才能有私益。 在人

类生活中，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如
下三个维度：首先包括人的生存
的基本需求。 在马斯洛需求层次
理论中，生理需求即对干净的食
物、水、空气的需求是人生存的
基本条件。 离开它们人将无法维
持生命，更遑论其他的发展。 不
论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如何，人民
都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有着高要
求。“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 营造良好环境将
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增强。

其次包括可持续的绿色经
济效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过去，经济发展只在乎经济
指标， 忽略了资源的不可再生
性。 近年来，国家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 提倡绿色可持续发展。
2022 年全国两会， 政府工作报
告中明确提到“有序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 推动能源革命，推
进能源低碳转型”， 加快降低碳
排放步伐，有利于引导绿色技术
创新，提高产业和经济的全球竞
争力。

不仅如此， 优质的生态产
品还促进旅游业、 服务业等第
三产业发展， 把绿色低碳融入
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将
形成推动经济与社会全面绿色
转型的强大合力， 推动经济绿
色可持续发展。

再次包括有利于全球的生
物多样性的生态稳定。 地球不仅
仅是人类的地球，更是所有生物
的地球。 近年来，人类活动对环
境造成的破坏导致多种生物灭
绝，生物圈受到严重影响。 同属
一个地球，对生态的破坏终将会

反噬人类自身，为了子孙后代和
地球的未来，生物多样性与生态
环境的保护迫在眉睫。

生态保护
面临种种困境与挑战

由于生态环境与全人类息
息相关，近年来，世界各国纷纷
开始关注生态环保事业并做出
努力，例如每年召开的全球气候
大会，各国所承诺达成的环保指
标等都证明了各国对环保的重
视。 但是，目前生态保护仍面临
种种困境与挑战：

第一，生态环保尚未形成全
球性体系，部分国家只关注本国
利益，试图“逆全球化”，通过转
嫁本国生态危机的方式解决问
题，这无疑是一种狭隘的观念。

第二，对我国而言，虽然近
年来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工
作，但由于起步较晚，较国际发
达水平仍有一定差距。

第三，目前环保工作更多是
宏观调控， 民众的参与度不高，
而这显然降低了环保工作的质
量。 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一项
庞大的工程，仅仅部分个体或者
某几个国家参与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要人人参与其中。

生态环保工作实现人人参
与，绝不是空口而谈，而是有着
深厚的思想基础。 一方面，自古
以来，生态环境保护就是中外人
类共通的理念。 中国自古以来就
推崇天人和谐的思想，例如儒家
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天人
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天地
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佛
家的“无情有性”说等，都认为人
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万物皆有灵
性，人应该顺应自然，遵循规律。

同时，中国很早就有了保护

环境的举措。 早在西周时期，已
有专门职官虞衡负责管理山林
川泽之事。 自秦代以来，历朝历
代在伐木、开采、园林绿化等环
境问题上均有立法规定。 而在西
方，古希腊的思想家也很早就意
识到了环境的重要性：古希腊思
想家柏拉图指出，如果生态环境
受到破坏，那么今天的繁华之所
到明天只将留下一些“荒芜了的
古神殿”。 为了保护环境，古罗马
在城市中建立了宏伟的下水道
排污系统，并且制定了严格的法
律控制污水排放。 到了中世纪，
城市垃圾泛滥，法国国王采取铁
腕手段，严禁随意处理垃圾和排
放污水。 从古至今，人类在环保
上有着共同的理念和实践，这为
人人参与环保工作奠定了坚实
的思想基础。

另一方面，因为生态环保是
人类共有的价值观念，因此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有了共同
的思想基础。 人类只有一个地
球，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
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
体”， 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
和全球性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任
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既然
人类已经处在“地球村”中，那么
全球的利益同时也就是自己的
利益，一个国家采取有利于全球
利益的举措，也就同时服务了自
身利益。 为了人类未来的长远发
展，各国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参
与生态环保治理事业。

鼓励全民参与
生态环保事业

那么，应当如何实现全民参
与生态环保事业？

第一，各国要摒弃狭隘的保
护主义，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携手合作。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
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
论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要
携手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构
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如果阻
碍环境治理， 威胁全球生态安
全，必将受到全人类唾弃。 不仅
如此，中国还发起生物多样性南
南大科学计划，旨在积极开展面
向发展中国家的生物多样性科
学研究和保护合作，从而为维护
地球生态平衡贡献中国力量。

第二，加强环保教育。 近年
来，随着党和国家大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我国的环保工作有着
很大的进展， 但由于起步较晚，
距离西方发达国家仍有不小的
差距，较明显的在于中国民众环
保意识的薄弱。 发达国家如日本
对全体国民从小进行环保教育,
将环保意识深植国民内心，这值
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目前我国在
环保教育工作方面在不断改进，
如湖南省在宏观加强生态修复
的同时，还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
学校教育体系中，从小培养孩子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意识。

第三， 强化环保宣传工作。
环保公益与直接慈善不同，它起
效时间较慢，成果不明显，因此
需要正向的宣传报道以鼓舞全
民参与。 一方面，可以打造环保
品牌，提高民众的认知度；另一
方面，要加强对生态环保参与人
士的正面报道， 塑造榜样形象，
激励更多人士参与。

第四，每个人都要拥有环保
意识并参与行动。 目前环保面临
的困境是，人人都是环境的破坏
者，也都是环境的受害者。 由于
环保的责任划分不明确，环保工
作的成效较慢，因此环保工作仍
存在很大的不足，这需要全人类
共同参与和作出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