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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刊

当说出这声“你好”的时候，我们已站在 2022 年的
时间轴上。 新一年的生活也就此开启。

回首刚刚过去的一年，总会觉得时光飞逝。 在这早
已标明期限的一年时间里，我们总是在奔跑，在创造，见
证着这座城市的发展，也在见证中成长。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在历史的交汇点上，一年里，我们坚持把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和全国两会精神
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市委四届十一次、十二次全会精神
安排部署和市两会确定的中心工作，牢牢把握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一重点，瞅准建设
西西北北生生态态经经济济强强市市目目标标，，在在坚坚持持正正确确导导向向，，增增强强大大局局意意
识识基基础础上上，，不不断断寻寻求求新新闻闻理理念念、、内内容容生生产产和和操操作作手手段段三三
大大突突破破，，从从““有有用用性性与与服服务务性性”“专业性与指导性”“可读

性与引领性”上深耕细作。
2021 年， 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起步之年。 从新年第一期《底气和朝气———收
官之时， 在平利县城关镇感受新面貌》， 到年中刊发的
《一个代号为鹅的乡村振兴建议案》，我们在《把安康故
事带上国际会议》的同时，深入这片土地，看安康减贫脱
贫实践，看产业发展，看就业保障，看人们如何把日子过
得红火。 我们还前往汉滨区瀛湖镇清泉村，发现《清泉
“金果”待“升华”》，关注清泉枇杷产业标准化、规模化、
商品化。

2021 年，是市委确定的“产业项目建设年”。 以《看
实绩 比高下 论英雄———我市产业项目建设年如火如
荼拉开》为开篇，到《新高地：高新绿色制造看过来》，我
们对产业项目建设、对全市县域工业集中区进行了专题
报道， 看我市如何以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们还时刻关注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聚焦《电子线束产

业缘何在这里形成集聚效应》，了解我市在打造“中国电
子线束产业新基地”中的做法。

2021 年，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在陕西省召开，安康
赛区承担着十四运会马拉松游泳和武术散打两个比赛
项目。围绕十四运会，我们从《毛绒玩具“秦岭四宝”添彩
十四运会》出发，看十四运会中的安康力量。我们还邀请
有识之士采写《十四运会与安康经济》等稿件，看“全运
经济”在促进我市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方面起到的作用。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我们关注民营企业发展
情况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全篇刊发了《疫情影响下安康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扎稳脚跟？》《安康数字经济调
研报告》， 从不同角度探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
口。

同时，我们还不忘关注人们身边的烟火气。从“就地
过年”专题策划，到《这个腊月，市民的“菜篮子 ”还好
吗？ 》，以及《肉夹馍降价背后的“生意经”》《“小生意”做

成“火品牌”》《“小餐桌”转动城市“大文明”》《菜比肉贵？
记者带你走进市场一探究竟》，等等，我们从街头小巷看
经营，从柴米油盐看经济生活。 整个 2021 年，也许有遗
憾，但让人充实又难忘。

2021 年末， 一个新兴概念经常被人们提起———元
宇宙。 它所指的并非是我们的现实世界，而是一个虚拟
世界。 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包含了扩展现实（XR）、区块
链、云计算、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多项技术，就像电影
《头号玩家》里的“绿洲”一样，我们可以借助特定设备进
入这个虚拟空间，进行社交、生产等一系列活动。

这种充满科幻元素的概念，反映了人类对未来社会
的一种畅想，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变成现实。 这种畅
想是一种美好的向往，就像我们在每一个年初定下的对
全年的憧憬一样，充满了希望和期盼。 现在，站在 2022
年启奏的时间鼓点上，我们愿继续以梦为舟，从今日驶
向远方，向着更美好的目标扬帆远航。

2020 年 4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蒋家
坪村提出“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科学论断。 这一科学
论断继承、丰富、发展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内
涵，彰显了人民在生态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强调尊重客观规律
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高度统一， 坚定人民对美丽中国和美好
生活的双重期盼的信念。

笔者日前赴安康市下辖区平利县、汉滨区、汉阴县、紫阳
县和恒口经济示范区实地调查，认识到：“人不负青山，青山定
不负人”的安康实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下的“新时代样
本”，正确理解从“两山论”到“两不负论”的发展，对于指引我
们认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精髓和实践要义， 把生态
文明建设引向纵深，有重要意义。

从实践逻辑理解，“两山论”到“两不负论”，是从
理论到实践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科学论断一脉相承，都来源于基层的发展实践。 “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是提出问题、明确导向，为行动指引方向。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是以人民实践的结果回答问题，
是对生态建设的阶段性总结与概括。

党的十九大首次将 “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写入大会报告，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
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提出，饱
含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与自然的由衷热爱与尊重，表明“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实践中已开花结果。 这也是对安康人民
生态建设实践的认可。

安康地处秦巴山区，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重要水源涵养区、 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川陕革命
老区，在“四区”叠加的独特背景下，面对生态保护与加快发展
两难选择，安康的突破是在 2014 年把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
化作为安康发展的主题主线。 2013 年开始担任安康市委书记
的郭青(2021 年 6 月卸任———编者注）说，安康在“绿水青山”
和“金山银山”之间架起了一座“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的
桥梁。 安康这个发展体系在全国提得早、实施早，效益也好，不
仅经济增速连续 5 年居全省第一，城市水环境质量、中心城市
空气质量等环境指标和森林覆盖率也居全国前列。

从理论逻辑理解，“两山论”到“两不负论”，是尊
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高度统一

绿水青山怎样成为金山银山？有两个基本要义。一是绿水

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是有价值的，或者说自然资
源是有价值的。 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有条件的，是要
通过奋斗得来的。 因为“绿水青山”不能自动变换为“金山银
山”，过去“山清水秀”往往是与“贫困落后”画等号的。 人类只
有顺应自然规律，经过奋斗才可能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
山”。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这一科学论断，揭示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现条件与实现过程。 “绿水青山既
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向我们揭示了“青山”兼有自然
属性和经济属性的物质属性本质。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
会最基本的关系，是主客体的关系，而“人”的需求则具备社会
属性，发挥着最为积极的作用。 “两不负论”是尊重客观规律和
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一，是实现物质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蒋家坪村仔细询问茶场建设、环境保护、
春茶收成、产业链条、价格变化、土地流转、分红与务工收入等
情况并与贫困户一起算账，从而作出“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
负人”的论断。 蒋家坪村严禁乱砍滥伐、乱采滥挖等行为，对
1200 亩老茶园进行改造提升并建成茶叶标准化加工厂， 探索
形成“党支部+龙头企业+贫困户”的发展模式，贫困发生率由
44.4%降至 0.74%。 因茶致富、因茶兴业，蒋家坪村实现整村脱
贫。

近年来，安康市先后建成数十个千亩茶叶现代农业园区，
带动数万名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事实证明，人不负青山，绿水青山保护好、利用好了，就是
金山银山。 “两不负论”的科学论断对生态发展方略要依靠群
众、为了群众提出明确要求，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推动“保护绿水青山、做大金山银山”成为亿万群众的自
觉行动。

从时代逻辑理解，“两山论”到“两不负论”，展示
生态建设高质量发展道路的美好前景

“两山论”与“两不负论”的价值指向，为中国发展跃升到
新的历史层面提供了关键性抓手， 更回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进一步夯实了全国人民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基础。

怎样以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确认生态文明建设的核
心价值？ 怎样认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

郭青介绍，安康生态文明建设经历 3 个阶段。 第一步是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停止对青山绿水的
损害。 “十二五”期间，安康提出“走民生为本的循环发展之路，
建设美丽富裕新安康”发展思路，曾经碰到强烈的反弹，存在
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对立的认识误区。 安康市委坚定不移地

廓清思想迷雾，关闭高耗能、高污染企业 300 多家，在发展、舆
论、考核、监督的倒逼中，以生态红线思维确定发展的底线。 第
二步是开辟发展实现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的道路， 将全
市划分为循环发展区域、 重点生态保护区域和聚集发展区域
三大区域。 一方面引导生态驱动型、生态友好型产业的发展，
即经济的生态化；另一方面尊重和体现环境的生态价值，把优
质的生态环境转化成群众的货币收入，即生态的经济化。 第三
步是实施“追赶超越、绿色崛起”战略，开创“生态红利”新时
代，使安康经济增速连年领跑全省，生态环境指标持续位居全
省乃至全国前列。 “人不负青山”的努力逐渐转变为“青山定不
负人”的事实。

从发展逻辑理解，“两山论”到“两不负论”，把生
态经济产业链条做大做强是生态价值的实现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 加快建
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
以“产业化”牵住了生态经济体系的“牛鼻子”，这是建立新型
的生态经济体系的破题之举，回答了“人不负青山”的“怎么
做”的问题。

从安康实践来看，一是要让生态环境成为有价值的资源，
与土地、技术等要素一样，成为现代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的生
产要素；二是把生态经济产业链条做大做强；三是要建立生态
价值评估体系，让“绿水青山”转变为可计量、可考核、可获得
的“金山银山”。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康调查时特别重视产业发展， 数次强
调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把产业做好，要延伸
产业链条。 安康市正是以优质的生态产业为核心，以优良的生
态环境为基础，以科学的生态布局为支撑，以先进的生态文化
为导向，以完备的生态机制为保障，打造“五位一体”生态经济
基本框架。

在产业链条中， 把创新发展推动科技进步作为生态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的主攻方向， 推动安康多个业态实现了井喷
式增长。 譬如富硒魔芋仿生食品、休闲食品、医药保健制品系
列产品，较最初鲜魔芋原料附加值提升了 17 倍，以即食食品
为代表的富硒魔芋深加工产品已占到全国同类市场的 1/3。再
以安康富硒茶为例，安康建立了投资、科研、开发、种植、加工、
销售的全产业链。 2012 年， 全市茶园面积为 48.2 万亩 ，到
2019 年发展到 100 万亩。 过去只卖春茶，现在夏茶做白茶，秋
茶做红茶；过去一亩茶园最多收入 5000 元左右，现在亩收入
最多可突破 1 万元。 生态友好型产业已带动 20.03 万户 68.77
万群众在发展生态经济中增收致富， 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速连年位居陕西省前列。

从自然逻辑理解，“两山论”到“两不负论”，展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境界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要建
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这一内容明确指
出了人与自然是共同发展、共生共荣的和谐互惠关系。

安康通过正确处理“人”与“青山”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
关系，从而将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
要素组织并使用起来，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安康森林
覆盖率达 65%， 过去生态经济发展效果欠佳， 因为片面强调
“人定胜天”、以破坏生态为代价进行发展。 现在这种“人不负
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情况下，改变经济
发展方式、产业组织方式和领导经济工作方式。 昔日的“木头
经济”“石头经济”让位于“生态经济”，使生态友好型产业在
GDP 中占比超过 65%，实现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

安康是天然富硒土壤覆盖地区最广、 硒含量地层最厚的
富硒资源区，全市围绕打造富硒首位产业和千亿产业链目标，
使得富硒产业成为农户、基地、企业广泛参与构成的全产业链
条，建成全国唯一的富硒食品开发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中国富硒产业研究院、国家级富硒产品科技创新孵化器，由安
康参与制定的 NYT600-2002 富硒茶标准已成为国家行业标
准。 安康市带动富硒产业产值连续 7 年保持 30%左右的高速
增长。 2019 年富硒食品产值达到 544.31 亿元，富硒产业综合
产值超过 700 亿元。 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 60%以上来自富硒
特色种养收入，70%以上的贫困群众依靠富硒产业脱贫。目前，
已经形成了“人养山、山养人”“人养水、水养人”的良性循环局
面。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浙江的提出，到“人不
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论断在陕西的提出，可以见出中华民
族生态文明建设在实践中前进的步伐。 从调研结果同样可以
见出，“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科学论断，诞生在安康
并不是偶然的。 安康发展道路显示出欠发达地区生态经济高
质量发展新路的强大生命力， 是中华民族在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下奋勇前进的道路， 是一条虽然历经艰难探索却充满希
望的道路。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 曾任新华社西藏分社副社长、
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现兼
任中国人民大学、长江商学院教授、研究员。 ）

本文首发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中国绿色时报》。 新年伊
始，本刊予以转载，以迎新春。

从“两 山 论 ” 到“两 不 负 论 ”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下安康实践与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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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继续以梦为舟，扬帆远航
———致读者
《经济特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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