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的绿色发展心得体会(模板5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心得体会对于我
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呢？下面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新时代的绿色发展心得体会篇一

中国将推进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定实
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统筹低碳转型和民生需要，如期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们将驰而不息，为全球绿色转
型作出贡献。

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彰显了中国大国担当和决心。推动
绿色低碳发展，实现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
目标，我国面临十分艰巨的挑战。一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能源需求
旺盛，碳排放仍处于攀升期;二是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产业结
构偏重，如何在减缓碳排放量增长的同时，保证经济社会持
续稳定发展，是中国迈向绿色低碳发展新征程的艰巨挑战;三
是中国的能源资源“富煤、贫油、少气”，能源消费对煤炭
的依赖性大，能源结构转换势必导致能源成本和经济系统结
构的变化，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挑战。面对如此艰巨的挑战，
中国仍然做出了庄严的政治承诺，这充分展现了主动承担全
球环境责任、全面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大国担当，彰显了深
度参与和积极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决心和勇气。

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中国贡献。全
球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为了减缓和适
应气候变化，国际社会开展了积极的行动部署。《巴黎协定》
开启了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新阶段，向世界发出了清晰而



强烈的信号——经济增长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中国将提高
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
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
和，充分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自觉担当。作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与碳排放第一大国，中国关于“碳达峰”“碳
中和”的表态承诺对于全球气候治理产生了建设性的积极作
用，作出了中国贡献，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树立了典范，对
于全球气候治理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和重要的战略意义。

积极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中国方
案”。我国碳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是党中央、国务院统
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主动承担应对
气候变化国际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从
“相对强度减排”逐步过渡到“碳排放总量达峰”，再
到“碳排放总量绝对减排”，实现“发展”与“减碳”双赢，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采取的行动和举措，
不仅造福本国民众，还将激励更多国家采取行动，共同建设
美好世界。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在落实“双碳”目标任务
上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认为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的进展
成效给其他国家推动绿色发展提供有益启示，为世界各国共
同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共同开创更加美好未来贡献了“中
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
建设美丽家园是人类的共同责任。中国将与国际社会一道，
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共谋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之道，让地球家园更加美好，为全球绿色发展作
出大国贡献。

新时代的绿色发展心得体会篇二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引导绿色
发展，绿色发展促进生态文明。迈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我们要深刻领悟生态文明思想精髓，妥善处理好
生态文明与物质、政治、社会、精神文明的关系，破“五大
文明”不融论，立“和谐共生”论，形成绿色发展“同心
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复兴和人类文明共同进
步。

要破“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对立论”，立“两山理论”为绿
色发展行动指南，促“和谐共生”。近百年来，工业文明迅
猛发展，但给生态文明带来重创，多种灾害性后果纷至沓来。
前期，再闻日本福岛核电站不负责任地排放核污染废水入海，
将污染整个太平洋，灾难性后果不堪设想。近年来，我国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迈出
坚定的步伐，具体出台了“碳达峰、碳中和”方案应对气候
变化，为中国和全球气候环境改善作出重大贡献。古语说，
劝君不吃三月鲫，劝君莫打三春鸟。我们要破除生态文明与
物质文明对立的观点，在生产生活方式追求文明同时，还要
对美食保持克制、对发展保持理性、对短期经济利益保持慎
重，注重生态文明保护、修复和提升，必要时为生态文明让
步。如长江流域“十年禁渔”修复生态环境，使一些鱼类种
群得到有效恢复。

要破“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矛盾论”，立“五位一体”为绿
色发展政治纲领，促“文明共赢”。政绩考评标准和制度与
生态环境攸关。过去一些地方政府不顾生态承载力和环境容
量，片面追求gdp的过快增长，导致生态环境欠债。一些同志
甚至片面地认为要取得好政绩就只有让生态为发展“让道”。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坚持“绿
色”和“可持续”发展为先导，保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
必定有我”的气度，与环境保护同步、双赢，甚至愿为保护
生态环境牺牲政治前途。2018年我国出台《关于全面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打响了蓝天
碧水保卫战，对渤海等水体进行综合治理，叫停了溪洛渡水
电站等30个可能影响生态环境的建设项目。



要破“生态文明与社会文明不合论”，立“天人合一”为绿
色发展思想自觉，促“生态共和”。中国传统习俗有“天地
君亲师”“一拜天地”，把大自然摆在了首位。时下一些所
谓的“社会文明”现象却伤害了生态环境。如，为孝敬父母
老人不惜非法窃取国家保护动植物给老人滋补身子，导致一
些物种濒临灭绝;有祭祀祖宗大占耕地建墓地，大烧纸钱冥币，
影响环境卫生。“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我们要放下“人
类第一”的架子，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立法立规、建章立制，
把“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大自然系统放在心中，让生态文明
成为自觉，用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促进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从根本上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类文明生生不息。

要破“生态文明与精神文明无关论”，立“生态共同”为绿
色发展价值追求，促“绿色共享”。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看
似无关，实则互为因果，精神文明要为生态文明发展服务，
指引人们有可为和不可为。当下，一些新媒体为生态文明发
展做出了有益宣传，如赶海人习惯地拾起海边的垃圾，垂钓
者对产卵鱼一概放归江河……这些爱护生态之举让人感动，
甚至引发《老人与海》般的文学思考和喟叹。“生态美则文
明美”。我们要广泛利用各种媒体开展宣讲，宣传生态文明
思想，传播一些可倡导的生态文明做法，批判一些影响生态
文明的陋俗，建构一些具有“中国风”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
树立科学、勇敢的生态文明精神，讲好生态文明中国故事，
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美丽世界作出更大贡
献。

新时代的绿色发展心得体会篇三

钱江潮涌，奔腾入海;之江大地，欣欣向荣。多年来“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浙江持续锚定生态
前进方向、不断凝聚强大绿色动力，奋力拼搏，闯关探路、
勇往直前，徐徐绘就自然美、经济美、社会美的“‘浙’里



画卷”。

巩固生态环境屏障，绘就浙江绿水长流的“美丽画卷”。绿
色发展理念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__在三江
源头，反复叮嘱要保护好“中华水塔”;在甘肃提出“让黄河
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在宁夏赋予“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重要任务，这些都告诉我们只有坚
持绿色发展理念，才能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我们现在赖以生存的家园需要每一个人去用心呵护，需要一
代接一代去建设，广大党员干部需要“愚公”的劲头，主动
担当作为，既正视环境保护方面客观存在的问题，也直面时
代赋予的挑战，以加强环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为使命，当
好绿色发展理念的宣传者、践行者。

深化绿色经济转型，绘就浙江金山银山的“致富画卷”。生
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推动经济
绿色低碳循环转型，可以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余村通过发展生态旅游、
绿色产业，告别了“光灰年代”，走出了一条“村强、民
富”的幸福路，用事实证明，人与自然是相谐相生的命运共
同体，只有把绿色发展的底色铺好，才会有今后发展的高歌
猛进。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遵循自然规律，做好转变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
章，构建高质量的指标体系，为经济发展构筑起“绿色谱
系”，让“美丽经济”的春风惠及每一个人。

强化共建共享理念，绘就浙江长治久安的“风采画卷”。以
数字化改革为抓手，浙江近年来持续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
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通过为城市生活打造的数字中
枢“城市大脑”，市民可以触摸城市脉搏、感受城市温度、
享受城市服务;城市管理者可以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作出科学
决策，提高城市治理效能。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要认识到民
生工作，道阻且长，既要有持之以恒的坚守，又要有为民服
务的决心和信心。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行动，维护社



会和谐有序，提高治理、服务的能力和水平，维护好人民群
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看过往，通过巩固生态环境屏障来强化底线，通过深化绿色
经济转型来提质发展，通过强化共建共享理念来守护民生长
治久安，浙江每一步的发展足迹都已经在创造美丽社会的历
史的长河中深深地镌刻下印记。望明朝，钱塘江潮激涌，奔
腾不息，美丽浙江建设，奋进不止!

新时代的绿色发展心得体会篇四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生态文明这个旗
帜必须高扬。”__以来，党中央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
理、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生物多样性保
护、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规模和进度共
抓大保护，谱写了一个又一个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
碳发展的新篇章。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
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打造高质量
发展“绿色名片”，必须坚定不移践行“两山”理念，坚持
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将生态文明建设真正融入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之中，上下一心、内外联动、多
元共治，携手共建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美好中国。

共建“绿色家园”，护航生态环境安澜。人与自然是生命共
同体，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我们既是建设者、
参与者，又是见证者、享有者。新时代十年，全国各地下大
决心、花大力气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生态修复工程稳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蹄疾步稳。当前，
处于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
期，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偏安一隅的情绪和想法，
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全覆盖、全方位、全周期护航生态环境



安澜。坚持党政同责，用好考核“指挥棒”，既看发展又看
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
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引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
观，切实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艰巨任务。坚决落实河
长、湖长、林长、田长、生态环保专项监督长责任制，提升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牢牢守住生态发展
底线和生态保护红线，做到令行禁止。生态兴则文明兴，共
建绿色家园是共同梦想，全体党员干部要以生态文明思想为
引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算好大账、总账、
长远账，统筹保护和发展、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带头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开展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以绿色生态滋
养文明新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

厚植“绿色优势”，提振生态系统效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
生息、推动上中下游地区互动协作……这些重大决策部署深
刻体现出生态文明思想的系统观，正确指引着我们必须站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推动工作。__以来，我们党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毋庸置疑，生态文明已成为不同
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最大公约数，唯有牢牢抓住这个
“最大公约数”，方能保障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多样性、持
续性。坚持生态优先，“两手抓”保护和发展“两手都要
硬”，健全综合治理和整体治理体系，提升污染治理和源头
防控协同性，完善价值实现和补偿机制，整体性提高生态系
统质效。严把高能耗、高排放项目“入口关”，把经济活动
和人类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阈值之内，提升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断提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
增长的参与度主导力影响力。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
理，立足资源能源禀赋，有计划、分步骤稳妥推进“两碳”
行动，让生态文明先行优势转化为现代化美丽中国建设的领
跑优势。



营造创新生态，赋能“绿色经济”可持续。“草木植成，国
之富也。”实践证明，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
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是能够互为转换的。当前绿色经济
已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制高点，高质量发展绿色经济利在千
秋、泽被后世。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
观的深刻革命”这一重要论断的丰富内涵和实践逻辑，将创新
“第一动力”注入到发展绿色生产力中，为产业结构调整加
码助力、为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质扩能。要深入推进能源革
命，大力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用好“生态+科技”“网络+人
才”“文化+产业”“农业+旅游”新增变量，推动传统产业
迭代升级、腾笼换鸟和新兴产业绿色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资金链价值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立足生态经济带主战场，
推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创新赋能不断优化
路径、标准计量、叠加价值，实现经济价值绿色化低碳化生
态化，更好更公平惠及更多群体。积极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推动实现“一带一路”绿色产品新的增长极，为全球环境治
理、生物多样性保护、产业绿色转型、技术创新提供中国智
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新时代的绿色发展心得体会篇五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着眼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强国必先强农，
农强方能国强。广大基层干部身处农村一线战场，更应响应
国家号召，紧贴“三农”工作实际，在强农业、美农村、富
农民上出实招、建功业、显佳绩，奋力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稳固“农业底盘”，绘就“稻粮丰硕，鱼肥水美”的丰收画
卷。“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
主要装中国粮。”“决不能在吃饭这一基本生存问题上让别
人卡住我们的脖子。”“对粮食安全不能有丝毫松
懈。”2022年全年粮食实现增产丰收。全国粮食总产量
达13731亿斤，比上年增加74亿斤，增长0.5%，粮食产量连



续8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安而不忘危，广大基层干部要
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把粮食生产抓紧抓牢，以“长牙
齿”的硬措施保护耕地，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着力解
决种子、肥料、灌溉、抗旱、防涝等方面的农业需求，确保
来年粮食稳产丰产，让“中国饭碗”装满“中国粮”。

建设“美丽农村”，绘就“绿树村边、青山郭外”的生态画
卷。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让生态美起来、环境靓起来，再现山清水秀、天蓝地绿、
村美人和的美丽画卷。”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也是推动“三农”高质量发展的支撑点和落脚点。广大
基层干部要做“新农村”的“美容师”，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从实际出发，因地制
宜，通过“植绿护绿”“厕所革命”“净土净水”等行动，
着力改善人居环境、村容村貌，并通过发展绿色产业，推动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让绿水青山成为乡村振兴的靓
丽底色，让生态与“三农”事业相得益彰。

鼓足“农民腰包”，绘就“安居乐业、民生富足”的幸福画
卷。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
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乡村振兴的真实底色。广
大基层干部要化身农民群众增收致富“引路人”和“带头
人”，找准乡村产业发展的着力点，大力推进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把“共富蛋糕”做大做强;切实加强“领头羊”“领头雁”等
乡土人才、致富带头人培养，造就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
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带领农民采用新技术、培植新作
物，促进农民增收;充分挖掘本土的特色优势，将直播电商、
农家乐、生态旅游等新兴业态引入乡村，让科技创新成为农
民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