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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是必须要探索实践的工作。

“美丽桐庐”建设的内在规律与经验启示

桐庐县是中国最美县城。“美”来源于桐庐县普通

市民对最美县城的认可程度，“美”表现在自然环境、

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生活和干群关系各个方面，

从 中 不 难 发 现 “ 美 丽 桐 庐 ” 建 设 的 客 观 规 律 。 准 确 认

识、把握、运用这些规律，能够提高相关工作的能力与水

平、实践的质量与成效。同时，从个例到一般，总结马克

思主义生态观中国化实践这一县域样本的经验与启示，

为浙江乃至全国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一些启示与建议。

（一）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根本指导，密切结合

当时当地客观实际

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

以来就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在中国革

命与建设中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孜孜不倦

地为人民解放和幸福奋斗着。“美丽桐庐”建设是在马

克思主义生态观指导下的实践，“美丽桐庐”建设的具

体实践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马克思主义

生态观的当代回应。近年来，桐庐县秉持“生态立县”

战略，始终把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最具魅力、最富竞争

力的独特优势，生态建设是其他建设的根基，把以人为

本、环境保护与城市建设有机融合，走出了一条生态与

经济共赢、城市与农村互动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切实践行“功成不必在我、做功责无旁贷”

功成不必在我，要甘于做铺垫性工作，甘于抓未成

之事。这揭示的是领导干部要着眼于长远利益与眼前利

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

如果说“功成不必在我”是一种境界、一种追求，那么

“做功责无旁贷”就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坚持“功

成不必在我、做功责无旁贷”需要处理好树立远大理想

与 踏 实 苦 干 之 间 的 关 系 。 桐 庐 县 在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过 程

中，历届政府领导提高站位，从长远出发，秉持一张蓝

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久久为功。

（三）大力建设“美丽桐庐”，重点发展“美丽经济” 

桐 庐 县 “ 美 丽 经 济 ” 建 设 实 践 充 分 表 明 了 ， 在 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

山。其一，坚持生态至上，实现绿色发展。将保护生态

作为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坚守“三个宁可”的理念，积

极探索生态与经济融合的发展模式，更加注重释放巨大

的生态红利，加快实现地区经济绿色生态转型。其二，

坚持着眼长远，实现统筹发展。发展“美丽经济”，既

要抓生态文明建设也要抓经济建设，既要优环境也要求

发展，既要治污染也要促转型，既要产业融合也要城乡

联动。其三，坚持立足特色，实现错位发展。“美丽”

建设要立足本地特色优势和资源禀赋，在历史基础上，

科 学 规 划 、 突 出 重 点 、 大 胆 探 索 ， 着 力 发 展 具 有 差 异

性、特色型的新兴产业，形成先导优势。其四，坚持深

化 改 革 ， 实 现 创 新 发 展 。 要 将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作 为 “ 美

丽 ” 建 设 的 强 大 动 力 ， 奋 力 冲 破 发 展 中 的 传 统 路 径 依

赖、思想观念障碍、利益固化藩篱，注重理念创新和体

制创新，强化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

（四）坚持五个生态一起抓，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从 生 态 文 明 的 核 心 来 看 ， 是 实 现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相

处。没有良好和安全的生态环境，其他文明就会失去载

体。生态文明不仅是指生态环境，而是转变传统发展模

式，既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的内在要求，又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

选择。换言之，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相辅相成，生态文明建

设须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

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因此，广义的生态文明建设可以

包括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经济建设、生态社会建设、生

态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五大方面。良好的生态环

境是其他生态的前提，生态经济是物质基础，生态社会

是安全保障，生态文化是思想保障，而生态政治是制度

支撑。“美丽桐庐”建设深刻反映了五个生态一起抓，

为其他地区“美丽”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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