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心得体会
(通用5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
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不断提升自己。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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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绿色”成为时尚，绿色食品、绿色发展…。我们须
意识到，全球恶化的生态环境形势已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就
可挽救的，要靠政策、靠政治，更要靠全社会觉悟的生态道
德文化观。否则，如何拯救“濒临失衡的地球”。通过对xx
大报告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
设美丽中国的深入学习，结合保护区工作，就生态文明中的
生态道德教育谈点体会。

加强生态道德教育，作为一名老师，我认为认为要以“绿色
通道”中特殊先行的“绿”来为生态道德教育开道。

一、生态道德教育意识的“绿”

人类对社会的依赖性与其对自然的依赖性，构成了自己生存
与发展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生态的破坏、环境的污染、
沙尘暴、雾霾天气、经济发展中的透支等现象，并非主要出
自科学上的无知或技术上的缺失，而是与人们的道德水平直
接相关。确立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生态道德这一
触及人类的道德规范的必然要求。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德
育教育特别是学校德育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围绕如何处理自
己与他人、集体、社会、国家的关系而展开，相对忽略了如
何处理人与自然，包括人类与其他生命之间关系的教育，没



有把生态道德教育作为其中的重点来进行。针对目前我国生
态道德教育的现状，提高全民对生态道德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很是必要。

二、生态道德教育制度的“绿”

学校在“生态教育”的统领下，用生态教育思想关注每一位
孩子，关注孩子的每一个方面。学校通过建立并完善相关的
制度将生态道德教育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及管理结为一体，利
用制度来约束学生的行为，促进学生形成节约资源、爱护环
境的意识，从外部环境促进学生把接受的生态教育内化为自
己所认可的价值观，再外化为学生的生态行为。

三、生态道德教育目标的“绿”

生态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使其目标得以
实现，就必须选择和运用与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要求相适应的方法和途径。生态道德意识教育的目的，
在于使生态道德思想转化为人们的生态道德实践，并且使其
真正成为公民的一种素质，其中，开展自然价值和生态美意
识的教育，进行绿色消费和适度消费意识的教育，以及实施
生态保护和生态创造意识的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几个方面。
从生态道德规范教育的作用来看，主要在于使人们尊重生命、
尊重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正确处理控制人口与合理消费、
适度发展与维护生态平衡、消除贫困与反对奢侈之间的相互
关系。只有持续、有效地提高人的生态道德素质，才能使人
拥有保护自然和生命的道德意识、道德能力与道德习惯，才
能自觉遵循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

四、生态教育行动的“绿”

生态道德教育最根本的是帮助人们树立绿色的消费理念，倡
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可持续的消费方式。学校
要让同学们从利用身边的废物做起，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率。



在手工制作中，要引导同学利用废弃物制作精致的小作品。

五、生态道德教育心灵的“绿”

在进行生态道德教育时，要通过继承传统美德教育的合理内
核，通过创设情景、诱发道德体验、引导反思等方式，以心
理体验的形式促进德行的生成和发展，比单纯的说教或灌输
要更有效。学校的“环境爱护，从我做起”活动让学生走进
大自然，感悟大自然，欣赏大自然，培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
感与欣赏之情，来消除人与自然对抗的情绪，从而积极地恢
复和改善生态环境，努力营造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
环境，培养起人与自然积极健康的生态道德情感。学校通过
各种途径：如环保讲座、知识竞赛、征文等来传授生态和环
保知识，并注重校园的绿色环境和绿色文化建设，营造良好
的接受绿色环保教育的氛围。还要通过组织学生野外实地参
观考察及在“地球日”“爱鸟周”“世界环境日”等特殊日
子里参加校内外环保宣传和环保行动等方式开展环境教育。

六、国家生态安全教育中的“绿”

要把国家生态安全作为生态道德教育的重点。全球环境的变
化，国民生产、生活方式的状况，跨越国境的污染，生物的
入侵以及军事冲突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国家的生态
安全。如今我国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严峻的生态安
全问题，如果对国家生态安全不及时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相
应的严厉措施，就会给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难以预料的
负面影响。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建立国家生态安全预警
与防范体系，改变经济增长和资源利用方式，开展国家生态
安全的国际合作，形成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生态补偿机制，实
施环境战略影响的评价等；另一方面，要把维护国家生态安
全的相关举措作为全民生态道德教育的重点，并且通过各种
现代传媒对有关案例适时加以披露，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
到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对一切导致生态恶化现
象的危害性引起高度警觉，进而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化为



全体国民的自觉行动。

保护区应充分发挥生态科普教育基地的作用，以学校为主阵
地;积极有效地开展生态道德教育，引导人们运用科学理性和
道德规范来指导、约束自己的需要，提升公民的绿色发展理
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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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表们听到“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
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中
共xx大报告中这一充满激情和期待的号召，响起了人民大会
堂内雷鸣般的掌声。

所谓的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
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
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
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而在20xx年的党xx大报告中
也已经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
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而现在
在xx大再一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议题，并将此列入了重要
议题中，可见中央高层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忧虑与重视。

我们可以看到，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中，环境问题都是重中之
重，党的xx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党
的xx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党中央相继提出走新型
工业化发展道路，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等新
的发展理念和战略举措。党的xx大报告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了
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并将到20xx年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
国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要求之一。党的xx届五中
全会明确提出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绿色建筑、绿色施工、绿
色经济、绿色矿业、绿色消费模式、政府绿色采购不断得到



推广。“绿色发展”被明确写入“”规划并独立成篇，表明
我国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另外，党的xx大报告提出了，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
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
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
保护制度。xx大报告此次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重要议题，这在
中共历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尚属首次。

“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
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我们想要与自然
和谐相处，我们就必须要爱护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
党的xx大报告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而且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
恢复为主的方针。而所谓自然恢复为主，就是强调要求我们
尊重自然界的规律，不要再发展的同时忘了自然界的规律，
必须顺其自然，尽可能恢复原有生态的面貌与功能。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党的xx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
文明，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
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表明我们
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把生态文明建
设摆在五位一体的高度来论述，也彰显出中华民族对子孙、
对世界负责的精神。要实现真正的国富民强，必须守住“绿
水青山”。那么，如何实现“美丽中国”?即我们必须着力推
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不仅是当今世界的主
流观念，也越来越受到我们党的重视。

而在自然环境保护之后，建设生态文明另一个重要的部分便
是生态产品。在党的xx大报告中，在提到加大自然生态系统



和环境保护力度时也提出要“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作
为公共产品的良好生态环境，包括清新空气、清洁水源、安
全食品——这些都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必需品，是消费品，而
各级政府理应成为第一生产者、提供者。“生态产品”的概
念首次亮相党代会报告，体现了党对人民群众渴望优质生态
产品、优良生态环境迫切需求的积极回应，同时也对各级政
府加大环保投入、保障基本环境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历
经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提供物质产品的能力有了大幅提
高，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也在快速进步，但相对而言，提供
生态产品特别是优质生态产品的能力实际上却提升得较慢的。
在党的xx大报告中谈到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时，把经济增长的
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列在第一位。而在党的xx大报告提到前进
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时，“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仍然位列其
中。这足以表明，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党的重点关切。
要真正实现“三大发展”，建设好“美丽中国”，任务仍然
艰巨，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一步一步攻坚克难，在今后的工
作中把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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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_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定义为中国在20_年实现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之一，并明确提出“必须把建
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
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近段时间通
过认真学习党的_大报告，我对生态文明建设有了几点更深的
认识。

一、建设生态文明要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机制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摒弃传统观念。要辩证地认识人与自然
的关系，转变单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观念;要辩证地认识物质
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
念。发展应该始终把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
平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生态文明建设，是



速度与结构、质量与效益相统一的;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生态文
明建设，是以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标准
的。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尊重经济规律，更要加倍尊重自然
规律，充分考虑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要全面把握科
学发展观的内涵和要求，切实把建设和发展生态文明贯穿于
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并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

二、建设生态文明要改革干部政绩考核体制

要建立新的发展观与政绩观，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干部政绩
考核体系，综合考核投入和产出、速度和效益、经济和社会、
发展和环境等方面的指标，力求将经济增长、环境保护、资
源节约使用三者结合起来，作为地方政绩的考核指标，不断
完善干部考核和选拔任用制度。

三、建设生态文明要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机制和环
保税收制度

要建设生态文明，建立节地、节能、节水、节材的生产方式
和消费方式，必须积极推进生产要素和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
政府要逐步培育形成对土地、矿产资源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使价格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建设生态文明，环保要加
强征税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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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大地哺育着我们。我们在这儿世世代代生长、繁衍，建
设着我们美好的家园。

现如今环境关系到我们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到子孙后代的
生长于繁衍;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未来……可是，我们大家又有
谁去关心这个问题呢?大家一味的认为我们美好的家园就是绿
色的，给人一种清新、安静的状态。对，可谁又会想到现在
的环境是怎样的呢?若是你沿着河边散步，一阵微风轻轻吹来，



阵阵恶臭顿时向你扑面而来。若你向水中望去，简直可以称
得上是大杂烩呀!看!水面上飘着垃圾袋、饮料瓶……水中的
鱼都被熏的露出了白肚皮。谈到这儿，就没人会设想一下吗?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我们的生活会如何?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地球会如何?趁现在还来得及，我们应该保护环境!它关系到
人们未来的生存危机!

现如今科技发达，经济市场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一夜之间
爆发。国家的许多资源被众多企业们不是破坏了就是浪费了。
我国的资源也是有限的，部分也需要以进口作为补充。许多
河流湖泊也被工厂所排放的污水严重污染，导致周边的人无
法饮用!

这些问题在人们眼中已是十分严重，可现在有一个最严重、
最值得令人们谈讨的问题——雾霾。

我要让天变得更蓝，水变得更清，树变得更绿，空气变得更
清新，阳光变得更灿烂，大地变得更生机……一切都是缤纷
的世界!

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好家园，要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积极保护生态资源，使地球母亲恢复它原本的样貌!努力创建
美丽中国，美好家园!为了祖国的明天，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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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_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国率先开展创建文明生态村活
动，重点解决乡村建设脏乱差、人无厕、畜无圈、饮食不卫
生等问题。

为了加快建设生态文明村，全省投资10亿多元。随着这项建
设的开展，越来越多的生态文明村得以建成，许多农民的居
住环境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怀着想要深入了解身边生态文明村建设的心情，我来到了位
于海口演丰镇的曲口生态文明村。从海口驱车20公里左右，
沿途就可以看到去演丰镇的路标。演丰曲口片区，包括环东
寨港的演东、山尾、演中、演海、边海5个村委会、92个自然
村、1841户、6163人，在文明生态村的创建中，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步入这里，就像进了乡村公园，连路边的路牌
都花费了一番心思，木头做成的各种路牌不仅美观、大方，
其造型更有味道，采用的是犁、船舵等造型，将海边农村的
特色展现了出来。

终于到达目的地了，在当地一位村民的带领下，我参观了他
们的住所。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真的不相信该地村民们的
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居然这样好，甚至可以与城市相比较。
红白砖瓦所砌的两层小楼，楼前种植的绿树，二者交相辉映，
显得非常协调。进入楼内细细观看，可以看到几乎每家每户
都配有电视、音响、dvd等全套的家用电器设备。茶余饭后，
三两人坐在一起看电视便成了他们的消遣方式之一。漫步于
村中，我看到有的孩子在尽情嬉戏，有的人在织渔网，而有
的人则出海捕鱼。从村民的口中得知，出海捕鱼是他们主要
的收入来源。一年下来，村民们每户年收入约为3~5万。如此
而来，每个村民都成了小富翁。对比于过去，这里的确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在过去，缺水、缺电、出入交通不便成了一
直困扰人们的问题，但现在，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村民们
可以正常用水，可以欣赏到精彩的电视画面，可以通过笔直
的公路来往于城乡之间。

在演丰镇，无人不知红树林。当我来到红树林时，我立刻就
被红树林的天然美所震撼。一丛丛浓密的树叶覆盖在水面上，
每当微风吹拂，树冠的那一抹翠绿便随波荡漾。当地人亲昵
地称其为“海底森林”。据介绍，红树林是奇特的植物景观，
是生长在海南热带海边滩涂的一种特有的.植物群落。红树林
是热带海岸的重要生态环境，能防浪护航，又是鱼虾繁衍栖
息的理想场所。由于该地红树林生长历史悠久，至今仍保持
着原始的状态，所以不少游人听说红树林后都慕名前来观看。



演丰镇就抓住这个契机结合当地4__年前因地震而形成的“海
底村庄”等独特历史、自然、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整合为旅
游资源。游览红树林、吃着海鲜，看着乡村美景，城里人乐
了，村里人腰包鼓了。我不得不佩服演丰镇人的商业头脑。

曲口盛产膏蟹、虾、剪刀贝、泥蚶、石斑鱼、牡蛎和黄蟮等
多种名优海鲜，“曲口海鲜”成为宾宴上的佳肴，名声远播。
经过查阅相关资料后，我了解到演丰镇在__年开展生态游后，
海口市演丰镇接待客人在30万人左右，海外客人1.5万人次。
旅游全收入3050万元，农家乐和渔家乐收入200万元，旅行社
收入500万元，政府第三产业税收达586万元，农民人均纯收
入3868元，比开发前净增收达500多元。解决了农村的富余劳
动力500人以上就业，从事旅游项目经营的农户达300户，全
镇直接参加旅游就业的人数200人。

经过此次游览曲口生态文明村，我受益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