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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点赞了四个荒

漠绿化治理较为突出的典型案例，总书

记指出“从塞罕坝林场、右玉沙地造林、

延安退耕还林、阿克苏荒漠绿化这些案

例来看，只要朝着正确方向，一年接着

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生态系统是

可以修复的”。

经过阿克苏地区各族群众连续34

年的艰苦奋斗，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性

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角的柯

柯牙，从曾经寸草不生的悬崖沟壑变成

而今百万亩绿树成荫的飘香果园，一度

距离沙漠只有6公里的阿克苏市被评为

西北第一座“国家森林城市”，联合国也

将这一绿色传奇列入“全球500佳境”之

一。34年来，阿克苏人用融于血脉的

“柯柯牙精神”，让昔日“漫卷狂风蚀春

色，迷梦黄沙掩碧空”的柯柯牙，变成了

“风拂杨柳千顷绿，水润桃杏万园红”的

茫茫林海。已累计造林115.3万亩的柯

柯牙，不仅筑起了守卫阿克苏地区绿洲

生态的绿色长城，还书写了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史上的绿色奇迹，阿克苏荒漠绿

化的柯柯牙精神是习近平新时代生态

文明思想在阿克苏大地的具体要求和

生动实践，印证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

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

产力”，更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再添一个鲜活的例证。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

成果，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

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把生态文明

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极大丰

富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

律的认识，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提升了党治国理政的水平。阿

克苏地委坚决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特别是社会

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总

目标，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

紧密结合区情实际，提出建设团结和

谐文明富裕的美丽阿克苏目标，就是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美丽新疆

的具体体现。

征服和改造自然，是身处恶劣自然

环境中人的本能。阿克苏的祖祖辈辈

们对柯柯牙的抗争从来就没停止过。

《温宿县志》记载：清末的温宿王在柯柯

牙聘请吐鲁番工匠前来开凿坎儿井，引

地下水，垦田造林，却因耗资甚巨，无法

负担而作罢；新中国成立前，民国政府

官员，曾尝试在柯柯牙垦荒造林，动用

了大量人力物力，也没种活几棵树，后

来也只好宣告失败；20世纪60年代，阿

克苏早期的共产党人有过将阿克苏城

区的多浪渠水引至此的设想，但因引水

位置不对，工程废弃。从1986年秋季开

始，在阿克苏地委行署的组织领导下，

阿克苏各族军民在资金十分困难的情

况下，在风沙策源地柯柯牙引水、平地、

灌沟、治碱、植树，挡住风沙，修复生

态。发扬“钉钉子”精神，锲而不舍，积

小胜为大胜，图近功至恒远。阿克苏生

态治理历经34年，历任7任地委、行署

领导班子，实施4期柯柯牙工程，先后组

织54场大会战，累积390万人次参与义

务植树，累计造林115.3万亩，辐射带动

了450万亩林果生产，阿克苏人不仅植

出了4个百万亩的绿化工程，更是植出

了自力更生、团结奋斗、艰苦创业、无私

奉献的柯柯牙精神。阿克苏地区的国

土森林覆盖率由上世纪 80年代初的

3.3%提高到8.9%，绿洲森林覆盖率达到

28%，全地区林地面积1737万亩，相对

2012年增长98.3%，城市绿化覆盖率达

到45.2%，有效减缓了土地盐碱化、荒漠

化和水土流失、风沙侵蚀的影响，极大

改善了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在天山南坡

和塔里木河上游构建起了一道蔚为壮

观的生态安全屏障。

同样是面对柯柯牙这片亘古荒原，

清王朝、民国时期都曾在此垦荒植树，

却均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如今柯柯牙却

成为了中国人工林资源投入总体量最丰

富的地区之一？实现从荒漠到绿海的奇

迹？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有着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着广大党员干部

发挥先锋模范的作用，阿克苏生态治理

成功的范例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

2014年视察新疆工作时做出的“一个关

键，三个根本”的重要论述，总书记指

出，做好新疆工作关键在党，根本靠坚

强的干部队伍、严密的基层组织体系、

管用的群众工作机制。今年已经85岁

高龄的毕可显（时任阿克苏地区林业处

处长），至今仍然记得他和当时的地委

书记颉富平之间的谈话。颉富平问毕

可显：“柯柯牙究竟能不能种活树？老

百姓都编了些顺口溜说咱啊！‘年年植

树年年荒，年年植树老地方，年年种树

不见树，春天种了当柴烧’，是劳民伤财

啊！”毕可显说：“我在实验林场干了30

年，对植树造林我还是有点经验。第一

要解决水的问题，第二要放手发动群

众，我看是没问题的！为了让咱子孙后

代有个好的生活环境，我甘愿冒这样的

风险。”柯柯牙绿色奇迹的成功范例，充

分印证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成功的保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

中，党是领导一切的！30多年前在阿克

苏地委的号召下，在发挥党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下，在党员干部

的先锋模范带头下，发动阿克苏250万

各族群众，在没有工程资金、没有大型机

械设备、没有劳动报酬的情况下，阿克苏

各族群众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也要上，才建成了生态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

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

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

一科学论断回答了发展经济与保护生

态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指导我

们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柯柯牙，

维吾尔语意为绿色的悬崖或青色的沙

漠，就是这个被称之为绿色悬崖的地

方，本身与绿色却没有丝毫关系，这是

幽默诙谐的维吾尔人的一种自嘲和尴

尬的调侃，体现了当时老百姓对绿色的

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0世纪80

年代，阿克苏人一年当中有近100天在

沙尘天气中度过。更让人绝望的是，沙

漠距离城区只有6公里，还在以每年5

米的速度不断逼近。每到风季，黄沙遮

天蔽日不说，往往一夜就可以摧毁数万

亩农作物。随王震将军进疆的86岁老

人，时任柯柯牙绿化工程副总指挥何俊

英曾回忆“只要一刮沙尘，白天都得点

蜡烛，天地浑浊一片，人根本出不了

门。”风沙的威力，市民丁长荣记忆犹新

“记得那会，风一来，沙借风势，风借沙

威，整个城市顿时变得昏天黑地，一米

开外，人们都无法看清对方。白天在屋

里都要点灯，不戴口罩、头巾就无法出

门。家家户户最繁重的家务活就是洗

衣服，三桶水都洗不干净一件衬衣。”林

场护林工艾力·苏来曼说“除了忍，就是

逃”。30多年前柯柯牙是阿克苏人头顶

高悬的一把“生态利剑”，30多年后柯柯

牙是阿克苏人民的幸福之源。柯柯牙

绿化工程促进了阿克苏林果业的大发

展，辐射带动了450万亩林果生产，阿克

苏被誉为“中国红富士之乡”、“中国白

杏之乡”，阿克苏红枣、核桃等11件地理

标志商标通过注册认证，并在2007年

获“中华名果”金奖，被推选为北京奥运

会指定果品。林果业也成为阿克苏地

区的支柱性产业，并为脱贫攻坚提供强

大助力。2019年，全地区林果总产量

244.16万吨，总产值149.66亿元，农民

林果纯收入5015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

的31%，成为老百姓的“摇钱树”、“幸福

果”。阿克苏在生态治理中，深入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

以“天山塔河双廊道、五源一干两绿洲”

生态保护框架体系为蓝图；以柯柯牙、

阿克苏河、渭干河、空台里克“四个百万

亩”高标准生态治理工程为着力点；坚

持“人工造林与自然恢复并重、保护与

修复并举”的生态建设措施为指引，采

取“生态林、经济林、景观林三林共建”

的科学模式，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三大效益的完美结合、有机统

一，既使昔日的风沙之源变成了星罗棋

布的生态屏障、坚不可摧的绿色长城，

又使戈壁荒原变成硕果累累的绿洲果

园，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可提现“绿色

银行”，其本身既体现了我们生态环保

想要的绿水青山，又体现了绿色发展所

及的金山银山。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

本方略之一。阿克苏生态治理过程中，

始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山水林湖

田草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全面系统

的治理理念和发展路径，充分体现了新

发展理念的根本要求。在阿克苏地委、

行署周密规划之下，115.3万亩人工林

海中，防风林、经济林、景观林比肩而

立，根据土质的差异，实行乔灌草花果

藤一起上，一天比一天丰盈的绿色屏

障，既挡住了风沙，改善了生态，也结

出了硕果。期间，阿克苏市获评建设

部颁发的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被国

家命名为全国园林绿化先进城市和国

家卫生城市。连朱镕基同志在调研柯

柯牙工程后也说“西部大开发，改善生

态环境，柯柯牙是榜样”。1996 年 3

月，柯柯牙绿化工程被联合国环境资

源保护委员会列为“全球 500佳境之

一”，被载入世界人文景观的史册。实

施“以水定林、以林养林”的发展模式，

体现创新发展的思路方法；实施“城乡

共建、点线面片整体联动”的推进举措，

体现协调发展的目标要求；坚持“自然

恢复为主、人工造林为辅、保护与修复

并举”的生态建设措施和“城在林中、

水在城中、人在园中”的公园城市建设

思路，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永续发展的绿色理念；做到边绿

化、边扶贫，既治沙也致富，体现共享发

展的价值取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人民必定

造就伟大民族精神，开创未来的时代必

然呼唤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

就是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

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中国人民

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

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

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34年来阿

克苏人不仅植出了115.3万亩的绿色柯

柯牙，同时还植出了“自力更生、团结奋

斗、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红色柯柯牙

精神。这4句话，16个字，是阿克苏各

族干部群众生态治理中矢志奋斗的精

神坐标和宝贵财富，以“给我一片荒漠，

还你一片绿洲”的豪情壮志，用心血、汗

水播绿撒翠，续写沙退人进的一个又一

个神话。其中，“自力更生”可以对应中

华民族精神中的“伟大奋斗精神”，体现

了阿克苏各级党政不辱使命、勇于负

重、敢于担当的胸襟气魄。在没有外界

援助的情况下，阿克苏人民就是凭借着

这样一种精神一步步创造了绿色奇

迹。“团结奋斗”可以对应中华民族精神

中的“伟大团结”，体现阿克苏各族干部

群众勠力同心、众志成城、奋勇向前的

革命豪情。柯柯牙的奇迹，不是靠哪一

个人，哪一届领导班子完成的，而是靠

我们阿克苏250万干部群众，几代人共

同集中力量办大事，代代相传才创造的

绿色奇迹！柯柯牙的绿色奇迹是阿克

苏地区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兄

弟齐心，其利断金，各族人民心连心，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绿色奇迹才会

不断出现。“艰苦创业”可以对应中华

民族精神中的“伟大创造精神”，体现

阿克苏各族干部群众战天斗地、顽强

拼搏、百折不挠的意志品格。中国共

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

业史。在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更需要大力倡导和发扬艰苦奋斗精

神。而“无私奉献”可以对应中华民族

精神中的“伟大梦想”，表现出广大党员

干部报党报国、许党许国、一心为民、甘

愿付出的赤胆忠诚。

阿克苏生态治理历经34年，历任地

委、行署领导班子牢固树立正确政绩

观，始终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先

后组织实施54场大会战，薪火相传、接

力奋斗，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

到底，带领地区各族干部群众一茬接着

一茬干、一年接着一年干，不论春秋、不

畏困难，发扬“钉钉子”精神，锲而不舍，

积小胜为大胜，图近功至恒远，以愚公

移山之志、滴水穿石之功开辟了一片片

绿洲、建成了一个个绿阵，铸就了荒漠

绿化的成功范例，创造了经得起实践、

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书写了新时代

绿色发展的人间奇迹，留下“人走政不

息”的佳话。

建设生态文明是民意，也是民生。

柯柯牙绿化好似一颗水珠，不仅折射的

是我们各族人民人人行动，各尽其责、共

谋绿色发展，更是折射出了习近平总书

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

念的生动实践。就让我们以“功成不必

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

担当，凝聚无数奋斗的激情和力量，坚

定不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共同肩负起

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责任，一幅幅百姓

富生态美的美丽中国画卷，必将在神州

大地更加壮阔地铺展开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提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共

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

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具有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实践基础。

一
在谈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

形成过程时，费孝通指出，“在相当早的

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

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

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

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

个核心”。这一历史演进，造就了我国

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

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

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

自秦朝建立首个统一王朝后，无论

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执掌的中央王朝，

都以建立大一统政权为首要政治使

命。大一统观念的形成，秦国“书同文，

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改革是一个重

要背景，其中尤以“书同文”影响深远。

秦统一六国后，以秦国文字为标准推进

文字统一，文书行政之制的大体确立，

为大一统格局提供了文化支撑。一以

贯之的汉字系统，为中华文化代代传承

创造了稳定性条件，也是生成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两千多年来，各民族在相互渗透、

协同发展中交流、互动、融合，共同开拓

了辽阔的疆域、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创

造了灿烂的文化、培育了伟大的精神。

在长期演进中，各民族逐步实现了文化

认同、心理与共、情感相通，构筑了看待

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

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从而形成

了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根

本特征。近代以来，亡国灭种危机空前

沉重，各族人民携手共进，御外侮、赴国

难，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不断深化对

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和

认同，在历史的互动中，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共同体意识得以巩固。

二
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

是关系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近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领域进行了

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根基。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肩负

起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使命。七

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中国同

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

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各族人民组成的东北抗日联军，海南琼

崖纵队，滇桂黔边区纵队，冀中、渤海回民

支队，大青山蒙古族游击队，与全国抗日

力量一起浴血奋战，赢得了近代以来中

华民族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

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各民族的空前

团结。在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

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被载入宪法。实践

证明，这一制度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和祖

国统一发挥了巨大作用。20世纪80年

代末，针对苏联和东欧出现的动荡，

邓小平同志对一些来访的外国领导人

说：“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

族共和国联邦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

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

合中国的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制定和完善

了一系列民族政策，例如，坚持民族平

等团结、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

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发展少数民族

科教文卫等事业、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尊

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等，我

国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

民族关系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着眼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新推进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取得显著成绩。党的

十九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并写入党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

“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作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

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民族

地区调研，问冷暖、听心声，以精准扶贫

实际举措，确保少数民族地区告别绝对

贫困，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三
历史和实践昭示我们，只有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持续推动社会

主义民族关系向前发展，才能以不断增

强的民族团结进步伟力助推中国梦的

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着

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增强文化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

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应当大力挖掘、整理、宣传自古以

来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

实，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文化心理与价

值观念的研究，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

的中华文化符号、中华民族形象。

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

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

观、宗教观，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使各族群众充分认识到只有

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

接在一起才能拥有更加光明的前途，让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

强化维护民族团结的制度保障。

一方面，加强民族团结，根本在于坚持

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在维护

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基础上，依法保障

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帮助支持自治地

方解决好本地方的特殊问题。另一方

面，善于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坚持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在法治轨道上统

筹力量、平衡利益、调节关系、规范行

为，深度拓展各民族交往融通渠道，巩

固和强化民族团结。

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发展是解决各种问题的总钥匙。

应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统筹谋

划、分类施策、精准发力，缩小差距，补

齐短板，着力解决好各族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生产生活问题，让各

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巩固脱

贫成果方面下更大功夫、想更多办法、

给予更多后续帮扶支持，促进全面脱贫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夯实民族团结的

物质基础。 据《光明日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如期完成了新

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

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

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

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

人口实现脱贫。取得如此辉煌

成就，主要原因是我们成功走出

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为脱贫攻坚提供源源不断动

力。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消除贫困、改

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样的

初心和使命，促使我们党带领

全国人民向着脱贫攻坚目标一

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

跑，持续推进、久久为功。国家

先后实施“三西”农业建设计

划、《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1994—2000 年）》《中国农村扶

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

《中 国 农 村 扶 贫 开 发 纲 要

（2011—2020年）》。2015年，中

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作

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2016年，国家制定“十三五”脱

贫攻坚规划。为了让中国人民

过上幸福生活，我们党持续开

展扶贫行动，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党的坚强领导为脱贫攻坚提供根

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工

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亲自挂帅、亲自出

征、亲自督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

扶贫方略，多次召开脱贫攻坚座谈会，

结合不断变化的实际提出针对性很强

的新目标和工作重点，如提出“六个精

准”、部署东西部扶贫协作、聚焦“三区

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把提高脱贫质

量放在首位、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克服疫情

影响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等，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明了

方向。我们党坚持脱贫攻坚一

把手负责制，落实五级书记抓扶

贫，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坚强组

织保障。全国派出扶贫工作队，

扶贫干部或参加驻村帮扶、或

赴脱贫一线与贫困群众同吃同

住同劳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各方参与为脱贫攻坚提供

强大合力。我们强化政府责

任，引导市场、社会协同发力，

构建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

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

局。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东

部地区不断增强责任意识和大

局意识，努力帮助西部地区打

赢脱贫攻坚战；中央单位定点

帮扶贫困县，示范带动地方层

层组织开展定点扶贫工作；中

央企业开展“百县万村”扶贫行

动；民营企业家积极参与“万企

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近年

来，通过消费扶贫逐渐形成了

全民参与扶贫的氛围。在各方

帮扶下，广大困难群众增强了

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和本领。

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

系为脱贫攻坚提供制胜法宝。

围绕精准扶贫，我国形成了中国

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国家

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专项扶贫资金规

模。在对贫困村、贫困户、贫困人口精

准识别的基础上，紧扣“两不愁三保障”

标准，提出“五个一批”“六个精准”，制

定财政、金融、税收、低保等方面的扶贫

政策。制定脱贫标准和考核体系，连续

开展扶贫考核，对脱贫摘帽的县进行抽

查，开展国家脱贫攻坚普查。出台脱贫

攻坚督查巡查工作办法，各民主党派还

对脱贫攻坚进行民主监督，形成了行之

有效的扶贫监督机制。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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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前进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莫兰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一、阿克苏生态治理先行
区的战略定位，体现“生态兴
则文明兴”的重要思想

二、柯柯牙的绿色奇迹体
现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成功的保证

三、阿克苏生态治理的生
动实践，践行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

五、阿克苏生态治理的精
神坐标，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
伟大的民族精神

四、阿克苏生态治理的路
径举措，体现了“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重要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