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心得体会(汇总8
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体会，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我们应该重视心得体会，
将其作为一种宝贵的财富，不断积累和分享。接下来我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心得体会篇一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茶乡女孩，我家后山的茶园四季飘溢
着醉人的茶香，家乡的祖祖辈辈都以种茶为生。奶奶常常指
着后山告诉我：“咱是茶山的儿女。”于是那片茶园成了我
童年最美的梦。

有一天，我看到学校门口贴着一幅大标语：“要金山银山，
更要绿水青山。”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去请教老师：“我
们这哪来的金山啊？”老师笑着说：“茶叶让大家赚钱致富
了，茶山不就像一座永远挖不完的金山吗？但是这几年农民
过度开发，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

哦，原来如此。

我想起来了，这几年，乡亲们纷纷上山开垦茶园，原本草木
葱茏、绿树成荫的大山变成了一片片茶园，鸟儿失去了美丽
的家园。

老师还告诉我：“其实我们是有这方面的教训的。我们的蓝
溪原本清可见底，但后来上游建了造纸厂和化肥厂，王业用
水直接排入蓝溪，从此水就变得又黄又臭，整条蓝溪没有一
条鱼。这几年，造纸厂停产了，化肥厂破产了，溪里的水也
清了……”



“那我们不是要把茶树全部砍掉吗？”我急了。

“不是，我们要建设生态茶园。”老师微笑地说。

“什么是生态茶园？”我问。

“就是科学规划，一边种茶，一边种树，立体开发，一边保
护水土，一边发展绿色茶叶种植……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
提升了茶叶品质。”老师回答。

我赶紧跑回家告诉爸爸，我读懂了“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
青山”这句话。爸爸听我一说也明白了，摸着我的头，笑着
说：“你书读得还真不少，我们也要把山后的那片茶园改建
成生态茶园。要是有人来参观，你就为客人讲解。”在一旁
的奶奶笑得合不拢嘴。

我相信，我的梦，你的梦，我们茶乡人的梦，一定能实现。

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心得体会篇二

奶奶家住在北山那儿，那儿挺远。

奶奶说那时候他们一村人是住在北山大桥下面的，后来被水
淹了，就迁居到了山上。爷爷说让他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就是
几年前着了山火，被烧着的叶子飘零在空中，半边的山被烧
得光秃秃的，残存的只有一片灰烬。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
遥远的故事呢。

老家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稻田里静谧的鱼塘。秋日的雨天，灰
蒙蒙的云层间透着点光，地里还留着割完稻子剩下的稻杆，
天上下着淅沥的牛毛小雨，润湿了田垄间窄窄的小道。叮叮
咚咚的声音飘在空气中，时断时续。“噗通……”这是什么？
红色的精灵曳尾甩珠，将水塘里清澈的水甩到岸上，在空中



划出一道晶莹的弧线。自然的美好随着这一道弧线抛进了我
的眼，抛进了我的心。田鱼啊，青田的小精灵，你伴着我，
走过每一个春花雪月，走过每一个夏明秋空，走过童年，走
过自然，走过家乡的每一处。

北山的黄昏也是静谧的。当夕阳昏昏沉沉地隐没在了山头，
错落有致的村庄上方就飘起了袅袅炊烟，在余晖的照耀下仿
佛透明了一般。山洞口在夏日的时候总是很凉爽的，我和奶
奶就散步到那儿，听着卵石和风轻微的相遇。微风似乎打着
好看的卷儿，从身边拂过，在水塘上留下它来过的痕迹。

一切如此，岁月静好。

其实有时候，悄然的变化更美。没过几年，千峡湖告诉我，
原来现代的高楼大厦也能与翠林清水交相辉映，完美地融合
在一起。生态文明的特点在千峡湖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骄傲，我亲眼看见千峡湖的改变。先是大楼，再是下面一
排整整齐齐的房子。藏青色的瓦，洁白的墙。一湾绿水，一
方青山，就是这度假村重要的组成部分。白鹭拂过水面，樟
叶的香气都是能触碰得到的。树丛中的嫣红的野草莓在阳光
的烘烤下溢出甜甜的香气。嫩黄的草也是富有生机的。与大
自然的完美融合，造就了这里的一片绿土。我偶然在母亲微
信上看到的一张关于千峡湖的蓝图，那里充满了对未来的希
望，对美好的憧憬，对自然的崇敬。

侨乡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总是如此美好。北山，我
的家乡，人们印象里总是地处偏远，但在我心中，总是充满
了希望，总是这么美，不信，你来看看呗！

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心得体会篇三

在浩瀚的星海中，有一个美丽的星球。它身披蓝黄相间的彩



衣，有一张温和的面孔，它就是地球。

多么美丽的地球啊！小鸟在枝头上歌唱，动物们在一起游玩，
当然还有勤劳的人们，他们为地球建设许多高楼，地球因此
变得生机勃勃。

看啊！一棵棵大树被人们砍倒，一片片绿草被人们破坏，土
地被人们开垦，动物被人们抓住当初人类所创下的一切，又
在危害的世界，地球母亲日渐消瘦，从前美丽地球，不再是
美丽的了。

我们渴望蓝天白云，绿绿的草地，可爱的动物，快乐的人们，
可怎么才能使地球恢复原状呢？于是，人们便想方设法保护
环境，发明了各种低碳环保的物品，如节能灯、太阳能、自
行车等还制定了各种要求，使我们的地球恢复原貌。

其实保护环境很简单，不使用塑料袋，不乱扔垃圾，不随地
吐痰，一个小小的举动，能使环境变好一些。如果大家都骑
自行车不排放汽车尾气就能使空气变得清新，工厂里的水千
万不要倒进河里。水对于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最好是多
种树，树能吸收空气中的灰尘和二氧化碳，还可以绿化环境、
装饰房屋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是有用的，只要人人付出一点，
世界就会成为美好的人间，只要人人行动，就会有意想不到
的收获。

到那时，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就变成了现实，地球母亲也会
变得更有生机，让我们保护地球吧，我们相信那天的到来，
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心得体会篇四

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一个突出的特
点，就是破解了发展中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与人赖以生存的



环境生态的关系这一难题，以积极的而不是悲观的态度诠释
了这一难题背后所蕴含的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形成了新颖
的发展理念，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触及到了一个人类
社会发展的大难题，即：金山银山是人的物质追求，绿水青
山是人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这两者都是人生存和发展所需
要的，而这两者对于人来说又很难兼得。自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以牺牲绿水青山来实现自己的物质追求，曾经创造了前
所未有的文明奇迹。但是，这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造
成了许多灾难性的后果，促使人们在对传统的增长方式和发
展理论进行反思的同时，开始重新研究发展理论，重新研究
发展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一发表，就在世
界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因为这一报告指出，影响经济增长
的五个主要因素即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
染、资源消耗呈指数增长，而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资源和污染
吸纳能力是有极限的，人类如果继续按照这样的方式谋求经
济增长，最终将威胁自己的生存。这种增长极限论虽然被人
们称为悲观主义的观点，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思
考，思考的结果就是要走“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专题报告《我们
共同的未来》、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上通过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文件，
强调增长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需求，还要考虑后代人的生存
和需求，因此，在人类谋求增长的同时，必须优化环境、保
护生态。这些问题由此被称为全球性问题。

但是，发展中人与自然究竟应该怎么样共处?增长与环境、生
产与生态究竟是什么关系?人们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以我国为
例，我们在过去实行的是“先增长后治污”模式，在“两座
山”问题上实际上是采取了“为了金山银山可以暂时牺牲绿



水青山”的做法;后来认识到这样做不仅不可持续，而且治污
的代价要大于增长获得的收益，于是许多地方提出了“宁要
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口号，即下决心改变“先增长
后治污”的模式，优化环境，保护生态。这样的口号，这样
的做法，虽然也讲“可持续发展”，但实际上是把“可持
续”与“发展”割裂开来，表明我们在悲观主义的增长极限
论影响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把增长与环境、生产
与生态的关系完全对立了起来，这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和困惑中，在主政浙江期间引人注目地提出
了一个全新的口号、全新的思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样，在我们面前就有了三个口号、三个公式：一是“为
了金山银山可以暂时牺牲绿水青山”;二是“宁要绿水青山，
不要金山银山”;三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两个口
号、两个公式，在“两座山”问题上都割裂了“绿水青山”和
“金山银山”的关系，实际上都对“绿水青山”与生产力发
展的关系持有悲观主义的态度。“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口号和公式，则以“就是”一词把“绿水青山”和“金山
银山”辩证地连接起来，以积极的而不是悲观的态度阐明了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讲清楚了发展中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
系。这种态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种认识就是马克思
主义的认识。

因为，我们都知道，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明确指
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
每一个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他还列举
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
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结果这些地方成为不毛之地。为
此，他告诫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
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
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
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与此同时，我们注
意到恩格斯和那些悲观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在提出这一问题
后以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的乐观主义态度指出：“我们对自然



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
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因此，我们说关于“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以一种新颖的发展理念，坚持和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积极乐观的态度认识和处理发展
中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科学思想。

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心得体会篇五

党的xx大以来，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高度，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一系
列新部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反映
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关系的深刻认识，揭示了生
态优势可以转化为发展优势的深刻道理，体现了我们党执政
理念的新变化以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把握，是
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发展观的丰富与完善。学习贯彻好这
一科学论断，是当前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面临的
重大课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内涵

长期以来，发展与保护就像一对矛盾，特别是工业革命后愈
演愈烈，甚至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著名的世界环境八大公
害事件就是明显的例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成效显著，但资源环境代价较大。究其原因，根本上在于没
有正确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面对资源环境瓶颈制约的
日益加剧，要实现“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永续发展”的目标，
必须对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必须以新的理论来
指导新的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本质上阐明了
保护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是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核心内
容。学习贯彻好这一新理论，必须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和把
握。第一，加强保护能够实现更好发展。绿水青山和金山银
山绝不是对立的，保护与发展本身就是辩证统一的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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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绿水青山就是为可持续发展打牢基础，最终目的是拥有



更多的金山银山。第二，必须把保护放在优先地位。破坏了
绿水青山，就是砸掉了金饭碗;留得青山在，就是守住了聚宝
盆。守护好绿水青山，是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的基础，所以必
须把保护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第三，资源环境优势必须在
一定条件下才能转化为发展优势。绿水青山并不天然等同于
金山银山，实现两者间的转化，关键在人、在思路。一个地
区的生态环境越好，对生产要素的集聚力就越强。只有通过
一定的机制，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
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绿水青山才能变成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例证

20xx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在浙江省安吉县提出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十多年来，全县100多个农
业园区变成景区，农产品成为了时尚礼品，尤其是安吉白茶，
年产值达20多亿元;竹产量占全国1.8%，而衍生出的总产值占
全国竹产业的20%，达150亿元;乡村生态旅游年接待游客1500
多万人次，综合收入超175亿元。安吉突破了群山小路的制约，
实现了“绿色生钱、生态富民”的目标。

我省高淳也是“两山论”的实践典范。近年来，高淳坚持
把“山清水秀生态美”作为最大资源，把“守住绿水青山”
作为发展底线，充分依托“三山两水五分田”的生态优势，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走上了环境美与百姓富相
结合的绿色发展之路。为保护绿水青山，将70%的土地作为生
态涵养区，坚决不开发工业;大力发展以螃蟹、食用菌、经济
林果等为特色的生态农业，建成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全省
首个现代水产养殖示范区;重点打造以桠溪国际慢城、游子山
国家森林公园、固城湖风光带为标志的生态旅游业，连续数
年游客数、旅游总收入均保持35%以上的增长，带动了“农家
乐”、乡村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近三年全区地
区生产总值、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
长26%、30.2%和16.2%，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化为生
动现实。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机制

分析安吉、高淳等地区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不难发
现，它们主要是从三个层面建立了两者间的有效转化机制。

第一，理念创新机制。一是生态产品价值理念。绿水青山是
自然系统产出的优良生态产品，一方面具有外在的、显性的
自然价值，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必需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还
有内在的、隐性的价值，体现为商品属性、经济价值，特别
是优质、稀缺的生态产品，价值等同于金山银山。二是自然
资本有价理念。绿水青山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绿色的储蓄银
行，本身就是重要的自然资本、发展资源。保护绿水青山，
就是增值自然资本的过程，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就是留
住金山银山。三是自然价值转化理念。作为有价值的生态产
品，绿水青山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或市场交易等方式，实现其
自然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生态财富向物质财富、资本财
富的升华。作为有价的生态资产，也可以通过产业培育、资
本运作、政策创新等手段，实现有形的经济收益，真正兑现
成金山银山。

第二，政府主导机制。一是完善政策调控。强化法治约束，
制定完善保护绿水青山的法规规章;制定空间规划，科学划定
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明确开发建设及保护边界;制定产业
和环境准入规划，建立负面清单;强化用途管制，落实生态红
线区域管控，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等。二是有序引导培育。引
导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核算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并用经济杠杆运作;培育生态
产业，制定生态经济发展规划，完善生态产品产地环境基础
设施，强化政策资金扶持;培育生态优势，把重点放在生态产
品主产地、富集区的农村地区，通过促进农产品销售、发展
生态旅游、推广民俗民宿等，让农民因保护生态而脱贫致富;
培育自然资本市场，营造统一规范的自然资源产权交易环境。
三是加强保护治理。履行对区域环境质量负总责的职责，加
强对山水林田湖保护修复，实施科学的休养生息政策，让自



然逐步恢复生机;加大对大气、水、土壤等污染治理力度，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绿水青山增值减负。我们要着力建立政
府主导机制，通过政府调控管制、培育引导等方式，把绿水
青山“点石成金”。四是强化要素保障。生态产品要发挥出
经济效益，必须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和舆论氛围。一般来说，
绿水青山所在区、生态产品密集区都属于欠发达地区。因此，
政府要切实履行好公共服务职能，加强这些地区的交通、通
信、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做好包装、宣传、推介等工
作，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三，市场推动机制。一是吸引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逐利
的，当绿水青山作为优质生态产品、重要发展资源符合变现
条件时，社会资本就会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迅速涌入，为绿
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提供充足的保障。二是催生产业形成。
社会资本的集聚，加上政府投入的补充，能够迅速催生包括
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等生态产业的形成，提高
生态产品的附加值，推动一个地区真正走上生产发展、生活
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老百姓在享受物质财富增长的
同时，还能同步享受到生态财富的福利。三是促进市场交易。
清洁空气、清澈水源是人们的必需品，绿水青山等优质生态
产品更是人们的期盼和追求。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市场会自
动促成绿水青山的供需交易。比如当前各地推行的碳排放权、
排污权、水权等交易试点，都是市场导向的结果，是推动绿
水青山兑现经济价值的重要交易手段。四是激发经营活力。
除了交易，市场还会推动生态产品的经营，通过各种经营手
段，最大程度释放生态产品的经济价值。一些地区开展山地
林权制度改革，施行林权抵押贷款、林地经营权流转等制度，
盘活了山林资源，使农民实现了利用绿水青山增收致富。我
们要着力建立市场推动机制，发挥好“无形之手”在环境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化“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

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心得体会篇六

_同志指出：“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是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
”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是落实中央“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建设美丽中国的基本要求。党的_大以来，_
同志对此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他在这次讲
话中强调，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
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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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重要论述，是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真知灼见，
深刻体现了尊重自然、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和治理经验，现
实指导意义很强。

_同志特别要求贵州注重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
这一重要指示，非常切合贵州实际。贵州山川秀丽，有着良
好的生态环境，但生态基础十分脆弱，很容易受到损害，而
且损害后非常难以修复。这一状况决定了贵州在处理好生态
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方面难度更大，更需谨慎小心。可以
说，处理好这个关系是贵州发展中的最大辩证法。贫困落后
是贵州的主要矛盾，加快发展是解决贵州所有问题的“金钥
匙”。我们必须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完成好
既要“赶”又要“转”的双重任务。良好的生态是贵州最突
出、最响亮的品牌。而且，贵州是长江、珠江上游地区的重
要生态屏障，把贵州生态保护好是我们的最大责任。我们要
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像呵护生命一样呵护生态环境，把老祖
宗留下的一方山水保护好、利用好。

_同志提出的“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
财富”的重要观点，不仅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思
想的深化拓展，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财富观和价值
观的丰富发展，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深远的指导意义。现
代经济社会发展对环境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生态环境越来
越成为重要的生产力。“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木而栖。”
如果其他条件相差不大，谁都愿意到拥有绿水青山的地方投
资、发展、工作、生活、旅游。从这个意义上讲，绿水青山
能够使经济社会效益充分发挥出来，创造经济财富、社会财



富。现在，很多外地投资者、旅游者看好贵州，很重要的一
点就是贵州拥有凉爽的气候、清新的空气和秀美的山水，在
贵州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生态。我们要深入理解_同志重要
讲话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领，树立正确的资源观、科学的开
发观和绿色的财富观，更加自觉地守住发展与生态两条底线，
更加主动地爱护“绿”、懂得“绿”、用好“绿”，营造宜
居宜业宜游的发展环境，向绿色要红利，让绿水青山带来金
山银山。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

如何实现加快发展与保护生态的互动双赢?_同志指出：“绿
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
路。”他强调，只要指导思想搞对了，只要把两者关系把握
好、处理好了，既可以加快发展，又能够守护好生态。这表
明，能不能做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良性互动，首先取决于
人的主观能动性，取决于思想上的重视程度。应该说，一些
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做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行不悖。
现在世界上生态环境好的国家，许多是工业化、城镇化水平
高的国家。我们要认真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
认真总结自己的成功做法，端正指导思想，完善发展思路，
找准发展路径，提高统筹协调发展的能力，努力实现加快发
展与保护生态互动双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心得感悟

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心得体会篇七

绿水青山能比得上金山银山，而金山银山却永远不及绿水青
山。

我印象中的冬天，雾霾弥漫，天总是灰蒙蒙的，好不容易下
一场雪，落在地上不久后，积雪的表面便会落上一层黑色的
灰尘，冬天的医院总是很拥挤。这都是前几年国家在发展中



疏忽了环境保护，企业未来里也让大量排放废气污水，污染
了空气水资源，这样做的代价就是让人们失去了健康，更失
去了绿水青山。

十九大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各地，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战略
眼光意识到环境破坏是危及人民。后代的大事在习主席的带
领下，全国上下，打响了一场环保战役。2017年的冬天再也
没有看见雾霾，我们都呼吸上了新鲜空气，喝上了干净的水，
百姓的心情也舒畅了许多，得病住院的人也少了许多。

企业的环保投入换来的是绿水青山，人们生活在舒适健康的
环境里，有了好的身体，每个人都是一座金山银山，有了好
的环境，才能更好地为国家创造财富，保护环境从娃娃抓起，
让我们从小明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心得体会篇八

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是一片山清水秀的的地方！

从小，爷爷就告诉我，我们先辈啊，在这片青山中，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繁衍千年。从小，我就在田野里奔跑，在清
澈的河里摸鱼，在苍绿的大山里寻宝，在无穷碧的荷花池里
卧剥莲蓬……这是我自豪的家乡啊！从小，老师就教育我们，
要爱护我们的家园，保护她。

我在不断地长大，她也在不断地发展，工厂林立，村民的口
袋日渐鼓起，家家建起了漂亮的小别墅，柏油路通向四面八
方，自来水管连接起家家户户，村里的环境整治得比大城市
还更干净！长辈告诉我，这是因为国家不断发展，越来越好，
我们才能拥有金山银山，做人可不能忘本！

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死鱼味，挥之不去。
水龙头流出来的水总带着一股土腥味，却不是田野的清新。
在大人的闲谈中，我知道了，死鱼味是不远处的饲料厂趁着



晚上或阴天时偷偷排放的；山上缺少了树木，雨水混着泥土，
直接进入了源头…。所以，烟囱浓烟滚滚，径冲向天空，天
空染上了毒颜料；污水注入小溪，发出了哀嚎声。

我查了很多资料，原来，国家在高速发展，兴旺繁盛，不可
避免地会忽视一些，首当其冲的就是环境了。但同时，国家
也一直在强调科学发展，可持续性发展，只是长辈们没有将
她们统一起来而已。我也不太懂这些词，可我会听，这几年
大人一直在讨论环保排放，轮休砍伐，源头治水……我会看，
天空溪流恢复了纯净，名胜古迹被保护开发，荷花与油菜花
轮流绽放，旅游大巴络绎不绝……利用这片绿水青山，村民
们也拥有了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村民富，生态美，家园的健康发展，
使得这片土地既有绿水青山的颜值，更有金山银山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