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护好环境 利在当代 功在后世

薄 一 波

环境保护工作非常重要
,
现在应该着重地

、

大声疾呼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 这件工作 10 年

前 已经提出来了
。

但 10 年来
,

在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方面成绩不大显著
。

与经济建设的发展

速度 比较起来
,

环境保护是落后了
。

就是说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没有协调好
。

现在急起直追地抓

起来
,

也还不算晚
。

环境保护工作搞好了
,

利在当代
,

功在后世
。

对这件事
,

大家要重视
。

工业

化国家都吃过环境污染的苦头
,

但是他们觉悟得早
,

治理得也早
,

现在比我们搞得好一些
。

我们

搞革命
、

搞建设
,

就是要为人民造福
,

为子孙后代造福
。

如果我们现在搞建设
、

搞工业化
,

结果

把环境污染了
,

那就达不到我们的目的了
。

因此
,

国务院召开这次会议来推动环境保护工作
,

是

很有必要的
。

我完全同意万里同志
、

李鹏同志在开幕时的讲话和报告
,

他们讲的很好
。

加强环境

保护工作
,

首先要提高认识
,

要非常重视
。

现在我想就这个问题讲几句
。

第一
、

环境保护是一项重大国策

讲国策
,

离不开国情
。

我国的国情
,

一个叫人 口多
。

现在 10 亿人口
,

今后还会增加
。

10 亿人

口要吃饭
,

要穿衣
,

要住房
,

吃喝拉撒睡
,

要消耗大量资源
,

给环境带来很大压力
。

还有一个叫

底子薄
。

我们总说中国地大物博
,

地也确实大
,

物也确实博
。

但分析一下
,

确有问题
。

我们实有

耕地 15 亿亩
,

人均仅 1
.

5亩
。

而人 口到本世纪末即使在控制的情况下
,

也要达到 12 亿
,

那时 候 的

人均耕地面积比现在还要少
。

水资源绝对量
,

我们居世界第六位
,

不算少
,

但人均占有量却是世

界上比较低的国家
。

我们的森林覆盖率只有 12
.

7%
,

这是很低很低的
。

工业化国家为保护环境
,

十分重视植树造林
,

他们的森林覆盖率是 比较高的
。

我们森林少
,

还要每年超采
,

新 的 没 有 增

加
,

老的又因采伐而减少
,

再加上保护不好的自然损失
,

森林资源就贫乏了
。

所以
,

按 人 口 平

均
,

我们的
“
地不大

” , “ 物不博
” 。

本世纪末
,

人口增加到 12 亿
,

这个
“
地

” 、

这个 “ 物 ” 又

小了一截子
。

这样一个国情
,

就决定了我们必须采取珍惜资源
、

保护环境的政策
。

讲国策
,

离不开建设目标
。

党的十二大确定了新时期的总任务
、

总目标
,

就是要一心一意搞

四化
,

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
。

从总的情况看
,

经过努力
,

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是可

以实现的
,

不会成大间题
。

19 8 3年已经过去了
,

计划委员会提出了报告
,

我们在工农业总产值上

可以提前两年完成
“ 六五 ”

计划指标
。

能不能翻两番要看后劲怎么样
。 “ 六五 ”

计划不成问题
,

“ 七五 ”
计划也可以达到

,

主要看 ,’j 又五 ” 、 “
九五

”
有没有后劲

。 ·

这个后劲是什么呢 ? 就是现

在要抓能源
、

交通等重点建设
。

不是争当前的速度
,

而是要奠定今后的基础
。

就象赛跑运动员
,

要有后劲
,

就得提高素质
。

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
,

资源能源的消耗量不说翻两番
,

也得成倍增加
。

比如
,

现在用 6 亿

吨煤
,

那时候可能就要用 12 亿吨煤
。

工业
“ 三废

” 也会大量增加
。

如果我们按照现在的办法
,

建

设工厂不从计划上
、

投资上
、

管理上同时解决
“ 三废

” 污染间题
,

不重视环境保护
,

那么
,

生产

翻两番是达到了
,

可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状况也就不堪设想了
。

治理污染要花不少钱
,

但是



现在不花这个钱不行
,

到将来造成了大问题
,

会要花更多钱
,

那就更困难
。

所以
,

四化建设不能

不严格地注意保护环境和保持生态平衡
。

很多事情
,

当我们不认识的时候
,

不是大问题
。

开始的时候
,

我讲环境保护 10 年来成绩不大

显著
,

不是说大家的工作没有成绩
,

而是说我们没有很好认识这个问题
,

没有认识到这是国策
,

是战略方针
。

20 年前
,

我们对人口间题也是不认识
,

而且对人口多还很得意
。

当时
,

马寅初
、

邵

力子几位老先生对人口多很担扰
,

提出要节制生育
,

控制人口
。

我们却认为中国这么大
,

人再多

也不要紧
,

也容得下
。

后来认识了要节制生育
,

坚决地提出了计划生育的口号
。

这个问题是与四

化建设密切相关的
,

是与环境保护一样性质的问题
。

如果人口控制不住
,

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了两

番
,

也达不到小康水平
。

许多问题
。

当我们不认识时
,

顽固劲很大
,

就是主观主义
。

如果现在不

严肃地提 出环境保护问题
,

结果在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就会造成恶性循环
。

环境保护同四化

建设是不可分离的
,

就是到了 21 世纪
,

环境保护工作有所改善
,

也要继续重视这个间题
。

讲国策
,

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

共产党的宗 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为最大

多数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服务
,

是我们一切政策的出发点
。

环境保护是一项为人民谋福利
,

保障人

民健康的事业
。

过去疾病多
,

是这个细菌
、

那个病毒的缘故
。

这类病症
,

大都有了对付的办法
。

现在许多病
,

是环境病
、

公害病
。

只有通过环境保护
,

才能消除病源
。

报纸上最近登出
,

中国百

岁以上的老人有 3 , 8 00 多人
,

其中多数在农村
,

尤其在边疆
,
北京的 14 个百岁老人

,

也多是来 自农

村
,

这可能跟环境有关
。

提高人民的身体素质
,

也是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

所以我们要给人民造

成一个清洁
、

优美
、

安静的生活环境
。

这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
。

我们党和国家对环境保护是非常重视的
。

在宪法里就写上了
“ 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

态环境
,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 。

写到宪 法总纲里的国家政策
,

就是国策
。

第二
、

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要同步发展

旧中国工业很落后
,

没有几条烟囱
,

没有儿台机器
。

解放以后
,

我们把经济建设提到首位
。

一进城
,

毛主席就讲
,

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
,

我们不熟悉 的 东 西 正 在 强 迫 我们

去做
。

这个不熟悉的东西
,

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 就是经济建设
。

大家都盼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

“ 一五 ”
搞得不错

; “
三五

”
搞了大跃进不大好

,

以后慢慢地再搞起来
,

又经历了 1 0年
“
文化大

革命
” 。

建设了一些
,

但没有建设得很好
。

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重新提出把党的工作重

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

这几年才有了持续稳定的发展
。

过去
,

我们缺乏环境保护方

面的知识
,

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

但是
,

解放初期工厂少
,

环境问题还不那么突出
。

在后来的建设

中
,

环境污染还是注意到了
。

开始是得到鞍钢煤烟污染的情况
,

五十年代末就准备治理
,

但是耽

翻了没有治理
。

原因除了认识不一致外
,

还有个投资问题
。

不是不给投资
,

而是给了 投 资 也 不

干
。

把给他的投资都拿去搞了工厂建设了
,

都想多搞点建设
,

就是不愿拿出钱来治理污染
。

这样
,

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的困难
。

30 多年过去了
,

矛盾突出了
。

现在我们的工交企业建设得 越 来 越 多

了
,

而且工业布局不合理
,

过多地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
,

污染防治措施没有跟上
,

造成了

严重的环境污染
。

对资源开发的规模越来越大
,

有些开发活动不讲科学性
,

不讲经济性
,

乱砍滥

伐
、

乱垦滥猎
,

破坏了生态平衡
。

这就是所谓恶性循环
。

破坏了自然环境
,

就要遭到 自然界的惩罚
。

环境污染了
,

生态破坏了
,

它反过来就会制约经

济的发展
。

过去
,

我们长期以来有个口号
,

叫作以粮为纲
。

把云南滇池也围垦 了
,

破坏了景观
,

造成气候失调
,

还花了很多的钱
。

有的地方把果树砍了种粮食
,

本来是想多打点粮食
,

但结果却

破坏了生态平衡
,

造成水土流失
,

自然灾害增多
,

破坏了农业生产条件
。

工业生产也受环境的制



约
。

比如水
,

是生活
、

生产都离不开的
。

现在许多城市
,

尤其是北方城市和工业集中的城市严重

缺水
,

连江南水乡也缺水
。

加上许多江河湖泊和地下水源受到了污染
,

更加剧了缺水的矛盾
。

水

源不足
、

水质不好
,

已经影响和制约了工业生产和建设
。

所以
,

环境保护除了保护人民健康的目

的以外
,

还有一个目的是要保护资源
,

促进经济发展
。

现在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

是工业生产 中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很不协调
,

资源的浪费很严

重
,

许多宝贵的资源都成为
“ 三废

” 白白地跑掉了
,

排到环境中去了
。

这也是我们许多企业经济

效益低的原因
。

比如能源消耗
,

我们总的能源利用率还不到30 % ,
而美国

、

日本 达 到 了 50 %左

右
。

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平均不足 20 %
,

而一些发达国家达到75 %
。

我们许多企业的原材料

消耗指标
,

还没有达到自己的历史最高水平
,

更不要说国外先进水平了
。

所以
,

要通 过 技 术 改

造
,

搞好综合利用
,

提高资源利用率
,

减少
“ 三废

”
排放来保护环境

。

我们抓环境保护同抓经济

效益是统一的 ; 既然是统一的
,

就要同步地去抓
。

所谓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同步发展
,

就是要把两者有机地结合到一起
。

要实现同步发展
,

我

们的计划部门
、

经济部门
、

各个工农业部门
,

都要在经济建设的同时
,

抓好环境保护
。

经济发展

以计划管理为主
,

环境保护也要加强计划指导
。

第三
、

要提高全民族对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环境保护是一门科学
。

我们国家长期以来由于科学不发达
,

对环境这个 间题缺乏科学知识
,

老百姓缺乏知识
,

一些领导干部也缺乏知识
,

不大懂得环境对于人类生存和生活的重要性
,

不大

懂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于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 的重要性
,

不大懂得保护环境 的 科 学 知

识
。

也可以说对环境间题这个客观现实还缺少 自觉的反映
。

一件事情要做好
,

先要使大家懂得为

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

怎样去做这件事情
。

有了统一的思想
,

才能有共同的语言
,

共同的行动
。

所

以
,

环境保护要大力宣传
,

进行教育
。

从小学生
、

中学生开始
,

就要进行教育
,

使他们热爱大自

然
,

懂得一些环境保护的知识
。

对工人
、

农民也要宣传教育
,

要让他们懂得一些什么 是 生 态 平

衡
,

它对发展生产有些什么关系
,

对劳动致富有什么关系
;
懂得什么叫恶性循环

,

什么叫良性循

环
。

要把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同他们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

使他们在日常的生产活动

中注意保护环境
。

同时
,

做环境保护工作的人要进行 自我教育
,

如果我们做这个工作的人还不懂

得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

就不能教育别人
。 “ 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

” ,

这是毛主席讲的
。

全党
,

特别是党员干部
,

必须提高对环境保护工作的认识
,

统一思想
。

各级领导干部是决定

和掌握政策的人
,

只有他们的认识提高了
,

去发动群众
,

带领群众
,

才能把环境保护工作搞好
。

` , ` 卜` 丢、 `泥、 `加 ` 日、 ` 加` 加 ` 扣 ` 诊 .诏扣 ` 浇, `龙、
` 扣 ` 卜` 扣 ` 卜 ` 卜 ` 勿, 叫匀 , ` 卜

.昌卜 ` 加 `定、 褚队` 卜 ` 扣 . 之加心 , ` 日̀ ` 卜` 卜` 卜 ` 知` 扣` , ` 卜` 卜` 卜̀ 卜` 扣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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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地
、

有计划有步骤地把环境保护工作搞上去
。

我们是一个底子薄
、

基础差
,

正 在 发 展 之中

的国家
,

环境保护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难
。

但我们又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

社会制度为搞

好环境保护提供了巨大的优势
。

对环境保护工作
, ’

漫慢来不行
,

急于求成也不行 ; 闭关锁国
,

不

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经验不行
,

但照抄照搬外国的做法也不行
。

我们一定要发挥共产党人的远见卓

识
,

采取积极的态度
,

通过坚韧不拔 的努力
,

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
,

做到社会效益
、

经济效

益
、

环境效益高度统一的环境保护的路子来
。

从李鹏 同志的讲话中可以看出
,

对这条路子的基本

之点
,

我们已经有 了较之过去深刻得多的认识
, 只要我们用心实践

,

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己有的认识
,

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就一定会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
。

对此
,

我们要充满信心
,

共同努

力
。

任何停止的论点
,

悲观的论点
,

无所作为的论点
,

都是错误的
,

都应该屏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