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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社区建设

陈存根 王春益 胡勘平 雷雪芳 吴道源 何秀英

摘要：生态文明社区是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细胞工程，是以美好生活为核心，构建自

然生态、产业生态、社会生态等多维度可持续发展和谐共生的有机体，是解决气候危

机和可持续发展的微观行动，也是实现 SDG 的最佳本地实施载体。因此，建议充分认

识生态文明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生态文明社区建设的形势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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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提出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这是适应

我国现阶段社会治理需要的重大举

措，目的就是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社

会治理的战略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在基层社会治理上更

扎实地为人民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关

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今天，

在囯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

程中，如何从村镇、社区找准切入点，

建设生态文明社区，也是推进乡村振

兴、提升治理水平过程中必须认真思

考的一个问题。生态文明社区是构建

生态文明社会的细胞工程，是以美好

生活为核心，构建自然生态、产业生

态、社会生态等多维度可持续发展和

谐共生的有机体，是解决气候危机和

可持续发展的微观行动，是实现 SDG

的最佳本地实施载体。目前全球已经

有 1000 多个生态社区，我们已经在

推动的零碳社区、未来社区、现代社

区、儿童友好社区都是生态文明大时

代背景下，从不同维度建设生态文明

社区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借助两

会提案，我们建议“大力推进生态文

明社区建设”。

第一，建议充分认识生态文明社

区建设的重要意义。

社区是城乡治理体系的基本单

元。家是安放心灵的港湾，社区是安

放家的港湾。建设生态文明社区是落

实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战略的

落脚点和“最后一公里”，必须推进

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融合、

共同提升。从社会建设看，生态文明

社区建设是让人民群众第一时间可

以感知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的民

心工程，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与

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从生态文明

建设看，建设生态文明社区是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任务。评价一个地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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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明建设水平，除了大环境生态质

量外，还应包括人民群众居住社区的

生活环境、群众的生态文明意识。

第二，建议准确把握生态文明社

区建设的形势任务。

2023 年 7 月，在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

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

建设仍然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

关键期。”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朝着

美丽中国建设的更高目标迈进。

治国安邦重点在基层，难点在乡

村，支点在社会。生态文明社区建设

是体现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

重要工作，也是美丽中国的题中应有

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相关部

委从不同角度和省、市、县层面都作

出了部署要求。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等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为美丽中国建设在省域、

市域、县域的实践创新提供了示范引

领作用。生态文明社区建设立足县域

以下的村镇、社区，是生态文明建设

转向微观社会单元的重要抓手，也是

美丽中国建设在基层社会治理层面

的重要内容。当前，生态文明社区建

设还处在实践探索阶段，一些案例还

在实施或者规划阶段，认识上存在着

生态文明社区就是单纯生态环境保

护的看法，从而影响从基层社会治理

的层面准确把握和全面推进工作。

建议政府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

发展；引导人民群众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提升生态文明素养，

共建共享生态文明社区。同时要充分

挖掘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

蕴含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风良俗，要注意

发现并挖掘本地独特的生态资源和

生态价值。使生态文明社区建设不仅

提升了我们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

平，也切切实实的提升了人民群众的

生活品质。

建议全面推进生态文明社区建

设的实践创新。

一是尽快制定和完善生态文明

社区建设规范与标准。当前，生态文

明社区建设还没有一套科学完整、系

统可信的建设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要充分发挥标准的统一规范作用，有

效打破并防范“信息孤岛”，减少低

水平重复建设，保障和维护人民群众

相应权益，促进试点模式的复制与推

广。要把生态文明社区建设规范的制

定与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服务体系融

合起来，面向多功能、多维度、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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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发展要求,从特定的技术应用、

社会治理、民生服务、文化建设等切

入,聚焦价值功能、互馈机制,实施路

径和差序格局等实质性内涵，拿出有

效管用、操作性强的成果。

二是大力发展社会工作和人才

队伍向生态文明社区建设发力。社会

工作既授人以渔，又结网赋能，是政

府各部门在基层开展群众工作的有

力助手，联系基层人民群众的桥梁纽

带。生态文明社区建设离不开社会工

作者，要大力支持广大社会工作者在

生态文明社区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同时，我们的科技工作者、知识

分子也要深入到基层的一线城乡社

区开展工作。

三是在抓重点、出亮点上下功夫。

从我们的国情看，将生态文明社区建

设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建设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是一个重点。在宜居上，

要加大乡村环境整治，不断改善农村

农民的生活条件居住环境。在宜业上，

要充分考虑生态、适宜、便利、服务

的要求，改变目前村是村、舍是舍、

业是业，不能有机配套、有效服务的

状况，集中培育发展优势产业，让农

民就地就业、创业。在和美上，要在

建设中彰显地域文化特色和风俗习

惯。“望的见山，看的见水，记得住

乡愁”，使原有的田园景观与自然风

光得以保护、修复和提升。从绿色高

质量发展看，将生态文明社区建设与

助力“两山”转化相结合，促进生态

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是一个亮点。

要通过生态文明社区建设，建立广大

人民群众全员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并

从中获得收益的机制，通过市场化运

作不断提升各类资源利用效率和转

化效益。同时，也要通过社区生态治

理规范化、常态化,激发人民群众的

内生动力、凝聚社会向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