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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两型社会”，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湖南正在开展的重要实践。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
长方式、消费模式。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重要着力点。
根据中央的决策部署，湖南省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把建设“两型社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
方向和目标。
2007年以来，我们紧紧抓住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国家“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的契机，坚持先行先试，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开拓创新，努力做到在全国率先形成有利于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新机制，率先积累传统工业化成功转型的新经验，率先形成城市群发展的新模
式，力争把长株潭城市群打造成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的示范区，中部崛起的重要增长极，全省新
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引领区，具有国际品质的现代化生态城市群。
经过近3年的努力，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生态文明与“两
型”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推进，城乡“两型”建设的力度和一体化的速度不断
加大；核心增长极的作用进一步显现，三市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的42.6%，对全省经济增长贡献率
达55%，以三市为中心、以一个半小时里程为半径的“3+5”城市群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的80%，有
力地带动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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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在全国当代生态文明研究与“两型社会”建设理论
讨会上的讲话（代序）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及其现实意义
以科学的思想方法推进“两型社会”建设
在解决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症结点上下工夫
对长株潭“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建立低碳
生活方式的调查与思考
第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与生态文明建设
运用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指导
“两型社会”建设的实践
马克思关于生态生产方式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对生态
文明建设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及启示
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新境界
马克思生态文明观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观及其当代意义
用马克思生态观指导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视野中的人与自然关系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与“两型社会”建设探要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观与“两型社会”建设
《资本论》中的物质变换思想解读
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视阈的人与自然关系解读
人类解放与生态文明建设
第二部分 生态文明与“两型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是一切文明的根基
对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举措的辩证思考
生态文明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试论生态文明的制度抉择
环境友好型社会三重和谐论
论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
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的原因与对策
马克思主义建设生态文明的纲领性文献——再读“十七大报告”中有关建设
生态文明的理论文本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科学化、
时代化
党的十六大以来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
“两型社会”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把公仆意识融入“两型社会”建设之中
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视阈下生态伦理实践
世界观、方法论与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导引城镇化：基于建设“两型社会”的视角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与转变发展方式及其路径选择的诠释
⋯⋯
第三部分 科学发展观与“两型社会”建设
第四部分 唯物史观与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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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当 当代国外生态环境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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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全面实施抗震安居工程的几点建议　　1.推广经验，果断决策。
新疆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
2009年GDP在31个省市中排第25位，人均GDP排第17位。
新疆能做到的事，其他大多数地区应更具条件或能力。
因此，能不能全面实施抗震安居工程，恐怕就是一个认识和诀心的问题了。
推广新疆经验，笔者认为不单纯是借鉴他们的具体做法，更重要的是要从他们的成功经验中得到一些
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群众虽是主体，领导却是主导。
抗震防灾需要群众的大笔投入，没有群众的理解、支持和自愿参与是不可能的。
可是，由于不少群众或防震意识，或经济条件，或抗震技术，或建筑材料等方面的缺乏，又由于抗震
防灾涉及土地、政策以及城乡规划等方方面面的政府行为，光靠群众自发进行是很难做到的。
新疆的经验充分说明了必须依靠政府的大力宣传、精心组织和政策支持才能实现。
因此，群众虽是主体，领导却是主导，尤其是“一把手”的决心。
面对震灾频发期，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不能果断作为，发挥主导作用，就可能犯
历史性的错误。
　　启示之二：转变思路，寄希望于“工程”。
人在自然灾害的肆虐面前，往往显得那么渺小和脆弱，但人类又往往能够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战胜
自然灾害。
所谓“人定胜天”就是指人类面对自然灾害的这种自信自强的立场、淡定从容的态度和主观能动的精
神。
今天我们面对地震灾害，预测又预测不出来，就必须转变思路，像新疆那样寄希望于“工程”。
新西兰2010年7.1级地震，出现“零死亡”，被不少人称为“奇迹”。
其实这样的“奇迹”在我国新疆和田2008年7.3级地震中已经出现过，而且是“零伤亡”，“其中抗震
安居工程发挥明显的减灾作用”（中国新闻网）。
所以，“预测”固然重要，但“工程”又比“预测”更具根本性，更能减少损失。
我们的党和政府要践行“以人为本”，对人民的生命财产负责，就必须千方百计地做到“预防为先、
大震不倒”。
否则将难以面对江东父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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