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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断深

入，党中央先后出台一系列生态保护修复决策部署，

推动实施一大批国家级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生态

保护修复取得积极进展和显著成效。国务院完成新一

轮机构改革，由生态环境部门统一行使生态监管与行

政执法，指导协调和监督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组织编

制生态保护规划，为建立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

监测、统一监管、统一治理的新时期生态保护修复监

管体系提供了基本保障。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是检验近

年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成效的关键内容，人民群众对

优美生态环境、优质生态产品需求的不断提升，对新

时期生态保护修复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生态本底脆

弱，历史遗留和新生生态问题交织叠加，生态保护修

复形势十分严峻，亟须明确未来一段时期生态保护修

复总体思路，开展长效制度设计，加快提升我国生态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保障国家生态安

全，为美丽中国建设奠定牢固的生态根基。

1 我国生态保护修复进展与成效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保护修复工作，近

年来进一步加强战略部署，加快顶层设计，推动生态

保护修复制度改革创新，持续加大生态保护修复投入

力度，大力提升生态保护修复监管能力，为进一步加

强生态保护修复奠定了坚实基础。

推动制度革新，生态保护修复顶层战略设计不断

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进了一系列生态文明

体制重大改革，创新生态保护理念和修复模式，推动

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特别是 2018
年的新一轮机构改革，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生态保

护修复各方职责，从体制上初步理顺了生态保护修

复“运动员”和“裁判员”的职责分工。生态环境部

统一行使生态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能，负责指导和协调

生态保护修复；自然资源部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职责，统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负责林业和草原生态保护修复的监督管理；水利

部负责指导河湖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河湖生态流量水

量管理，以及河湖水系连通等。同时，先后印发《关

于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关于建

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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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件，明确了各领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的战略部

署，增强了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制度保障，生态保护

红线、自然保护地等重要生态空间的管控制度也逐步

建立。

实施重大工程，生态环境状况稳中有升。近年

来，以“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系统思想

为指导，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 3 部门联

合组织实施了 3 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

点，先后在全国选取 25 个关系国家生态安全的重点

区域，打破行政区划和部门界限，实践探索以提升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为导向的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修复

的一体化治理路径。同时，各部门持续加强天然林保

护、退耕还林、草原封禁保育、湿地修复、水土流失

防治、防沙治沙、海洋保护修复等重点领域生态保护

修复。据统计，全国“十三五”以来累计完成造林面

积 2829.1 万公顷，森林抚育面积 3292.1 万公顷，退

耕还林还草 265.2 万公顷，退牧还草 766.7 万公顷，

防沙治沙 889.2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 22.96%，天

然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超过 55.7%[1-4]。全国累计新增

湿地保护面积 24.5 万公顷，保护修复湿地 9.3 万公

顷，湿地总面积稳定在 5300 万公顷，湿地保护率达

到 52.19%，提前完成 2020 年湿地保护目标任务 [4]。

2019 年，全国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为 51.3，比

2016 年的 50.7 提高了 0.6；全国 2583 个开展监测的

县域行政单元中，生态环境质量为“优”和“良”的

共 1578 个，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 44.7%，比 2016 年

的 1458 个和 42.0% 明显提升 [5,6]，生态环境状况总体

向好。

加大资金投入，生态保护修复监管能力明显提

升。2016 年以来，全国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覆

盖的县（市、区）数量由 436 个增加到 676 个，占国

土面积比例由 41% 提高至 53%；转移支付资金总量

从 2008 年的 61 亿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811 亿元 [7,8]， 
支持范围和力度均大幅提升，有效改善了经济欠发

达、生态功能重要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为促进经济

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保障。同时，生态保护修

复能力明显提升，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共建立各级、

各类自然保护地逾 1.18 万个，保护面积占全国陆域国

土面积的 18.0%、管辖海域面积的 4.1%[5]。全国建成

749 个生物多样性监测样区，设置样线和样点 11 887
条（个）[9]，初步形成了全国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

生态保护修复监管执法力度大幅提升，在严厉查处秦

岭北麓、重庆缙云山、鄱阳湖、安徽扬子鳄等一批涉

及自然保护区典型违法违规活动的基础上，持续推进

自然保护区“绿盾”强化督查，有效震慑了各类破坏

自然保护区的违法违规行为。

2 新时期生态保护修复面临形势研判

未来五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

百年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

年 [10]，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开局五年。随着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不断深化和广泛实践，“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等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已逐步成为推进生态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遵循，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不断为自然生态保护修复工作释放政策红利。

但受生态系统敏感脆弱性较高、长期开发建设活动历

史欠账多等因素影响，我国部分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

差、质量偏低，生态系统受损退化问题依然突出，生

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安全风险管控压力加大，生态保

护修复将面临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

一是受新冠肺炎疫情、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影

响，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我

国将面临内、外部形势更加错综复杂的发展环境。为

应对新挑战，迫切需要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此背景下，

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建设，仍有可能

继续呈高速发展态势。长期“人地失衡”造成的生态

空间胁迫仍将存在，持续影响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

性、连通性。同时，自然生态系统和城乡生态系统也

依然面临人口转移聚集、产业布局调整和资源供需结

构转换等方面的持续深刻影响，生态保护修复将进入

新老问题叠加、变量因素增多的新阶段。

二是由于我国生态问题成因复杂、根源深、范围

广，近年取得的生态保护修复成效仍不牢固，生态系

统稳定性差、质量偏低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善。全国

森林资源清查、水土流失动态监测、荒漠化和沙化

监测、石漠化监测等结果显示，我国森林覆盖率为

22.96%，仍远低于全球 30.7% 的平均水平，且乔木林

质量指数仅为 0.62，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不强，整体

仍处于中等水平；草原作为我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

系统，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41.7%，但全国人均占有

草原资源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且草原生态

系统整体仍较脆弱，天然草地资源仍处于下降态势，

中度和重度退化面积仍占 1/3 以上；全国仍有荒漠化

土地面积 2.61 亿公顷，沙化土地面积 1.72 亿公顷，

水土流失面积 2.74 亿公顷，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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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沙、水气净化等功能仍然不强。

三是生物多样性本底不清，生物遗传资源丧失、

流失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生物安全形势严峻。

2019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 34 450 种高等

植物中，有 29.3% 需重点关注和保护，其中受威胁的

有 3767 种、属于近危等级（NT）的有 2723 种、数据

缺乏等级（DD）的有 3612 种；全国 4357 种已知脊

椎动物（除海洋鱼类）中，有 56.7% 需重点关注和保

护，其中受威胁的有 932 种、属于近危等级（NT）的

有 598 种、数据缺乏等级的有 941 种；全国 9302 种

已知大型真菌中，有 70.3% 需重点关注和保护，其中

受威胁的有 97 种，属于近危等级的有 101 种、数据

缺乏等级的有 6340 种，生物多样性数据缺乏、本底

不清的问题较为突出。同时，全国已发现 660 多种外

来入侵物种，比 2016 年增加了近 100 种，草地贪夜

蛾、非洲蝗虫等外来有害入侵物种，已对粮食安全造

成威胁，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压力持续加大。

四是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亟待提

升。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修复监管能力有所提高，但

仍存在政策标准、监管机制、执法能力等短板，生态

保护修复全过程统一监管的制度体系尚未建立。《环

境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有待修订完善，生态

保护综合性立法缺失，专项领域、重点区域立法仍有

空白。同时，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缺少统一的标

准，缺乏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部门职

责交叉的问题仍然突出。生态资源还未能有效地转化

为优质的生态产品和公共服务，生态服务价值未能充

分显化和量化 [11]。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生态监管职责不

落地、地面生态监测能力严重不足，生态环境综合执

法队伍的生态监管执法力量相对薄弱，部门间生态监

测网络相对分割，生态监测“信息孤岛”问题突出。

3 新时期生态保护修复总体思路与重大任务

新时期新目标新战略，生态保护修复要解决核心

理念、目标导向、任务布局、政策创新、制度设计等

关键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总领，应全面贯

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基本理念，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治理方略，探索生态

保护修复与污染防治“两手抓”统筹推进思路，以提

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维护生态

安全为目标，吸收当前国际上兴起的自然解决方案

（Nature Based Solution， 简称 NBS）倡导的方式方法，

推进实施生态系统各要素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

合治理，探索建立“优化结构、调节过程、提升功

能、改善质量”的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模式 [12]，形成一

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典范，推动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迈上新台阶。

3.1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格局，守住自然生态安

全边界

一是以划定并严守“三区三线”为基础，优化国

土空间结构和布局。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永久

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以国土空间规

划为依据，强化底线约束，优化调整各地城镇空间、

农业空间、生态空间的结构和布局，制定差异化生态

保护修复目标任务，实施分区分类管控。开展国家生

态屏障区生态系统演变规律和驱动机制研究，科学研

判未来生态安全格局发展变化趋势，制定《国家生态

廊道网络体系建设方案》，提高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

性和连通性。结合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加大城镇生

态系统保护修复力度，优化建成区绿地格局、增强绿

地生态功能，强化生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以国土综

合整治为载体，优化农业空间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农

用地、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使用效率，深入推进退耕

还林还草工程，完善农田防护林体系布局，进一步推

动违法违规侵占生态空间活动的退出和修复。

二是以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重要生态空

间为重点，强化生态空间管制和全过程监管。加快推

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确定森林、草原、湿地、

水域、岸线和海洋等各类自然生态空间的用途、权属

和分布等情况，并定期组织开展动态监测，探索建立

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与监管制度。推进实施“三线

一单”制度，按照允许类、限制类、禁止类的产业和

项目类型建立准入清单，严格保护生态空间。全面落

实规划环评制度，加强对重大开发建设区域规划的生

态影响评价审核。加快推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建

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自然保

护地分类分级监管，持续推进自然保护地“绿盾”专

项督察，建立健全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问题台账管

理、跟踪督促、整改销号等制度，严厉查处和坚决遏

制各类违法违规问题。

三是以维护生物多样性和保障生物安全为目标，

深化野生动植物保护与生物资源管理。以生物多样性

保护优先区、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等为重点，持续

推进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评估，摸清陆生、水生动植

物的生物多样性本底，明确重点生态系统、物种和生

物遗传资源现状、受威胁因素和保护需求。深入推进

野生动植物就地、迁地保护，连通物种迁徙扩散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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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道，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加强野生动物疫病

疫源监测防控，取缔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完善生物遗

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积极防

治外来入侵物种，推进外来入侵物种管理法律法规、

行政管理和执法监督三大体系建设，建立监测预警及

风险管理机制。对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重要生

态系统实施整体保护，构建健康稳定的绿色生态基

底，恢复河湖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严格保护海洋自

然保护区和海洋特别保护区，对滨海湿地、红树林、

海草床、珊瑚礁以及海洋珍稀濒危生物物种及其生境

实施严格保护。

3.2 实施生态受损区域修复重大工程，扩大优质生态

产品供给

一是优先选取关系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重

要节点或区域，系统布局生态修复工程。按照《全国

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0—

2035 年）》，以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

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

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推进青藏高原区、东北森

林区、三北荒漠防治带、长江生态保护带、黄河流域

生态区、南方丘陵山地带、海岸带等重点区域生态保

护修复。以各片区为单元，编制专项生态保护修复规

划或实施方案，开展区域生态状况评估，识别受损生

态系统空间分布和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针对性布局生

态修复任务。

二是以生态退化和人为生态破坏问题为导向，推

进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的治理修复，恢复生态系统韧

性和稳定性。重点围绕水土流失、荒漠化、石漠化、

历史遗留废弃矿山、损毁土地等生态退化问题，按照

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坚持自然

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方针，根据生态修复的不

同对象、不同受损程度和不同恢复阶段，从景观生态

综合体角度，按照“源—廊道—汇”生态过程调控原

理 [13]，采取土地权属调整等综合措施 [14]，对生物物种

进行保护和恢复、对生态系统结构进行重建和修复，

促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逐步恢复和提升 [15]，消除生

态安全隐患。

三是实施城乡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扩大人口聚

居区优质生态产品供给。以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

带、雄安新区、海南国际自贸港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区域和特大城市、城市群为重点，实施城乡一体化生

态修复，加强城乡生态建设活动及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监管，严格生态环境准入，严厉惩处生态破坏违法行

为。推进城市蓝绿生态空间建设，以城市绿地系统及

外围的森林、草地、农田生态系统为基础，构建城乡

生态廊道和生态缓冲带，拓展生态空间、增加环境容

量，优化城市生态安全格局。针对农业空间水土流

失、荒漠化、围湖造田、土壤退化和污染、生物多样

性下降等问题，有序推进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改

善村镇人居生态环境。

3.3 建立生态保护修复全过程监管体系，实施最严格

的生态监管制度

一是落实生态保护修复各方主体责任，强化共同

监管。完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生态

保护修复工作机制，严格落实各级党委、政府的主体

责任和部门监管职责，推进生态保护修复相关行政审

批简政放权、环评审批和管理改革。探索构建多层级

生态咨询服务网络，形成“专家智库 + 科技培训 + 社

会宣教”的技术服务体系。制定企业生态环境信息公

开目录，试点采矿业、旅游业等重点行业的生产者责

任延伸制度，监督企业履行生态保护修复责任。健全

重大决策和重大工程的生态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引导

公众正确履行生态监督责任。

二是健全“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生态监

管链条。完善生态保护修复政策法规，统一编制全国

生态保护修复规划，确立生态保护在综合决策中的优

先地位，健全统一的生态监测预警与信息发布机制，

强化“事前严防”；建立常态化生态保护监管综合执

法制度，加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河湖岸线

等重点领域生态监管，建立重点领域生态问题台账和

督办反馈机制，做到“事中严管”；健全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联动机制，加大对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

惩处力度，完善生态保护修复绩效考核制度，提高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查处生态破坏问题的权重，落实

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全面实施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结合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等，实现“事后奖惩”。

三是创新监管举措，着重加强重点领域监管。制

定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加快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监

管平台建设，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管流程和

监管指标，开展生态保护红线常态化执法监督检查和

保护成效评估考核，及时发现和查处生态破坏行为，

并将各地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的考核结果，纳入生

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评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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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体系。制定实施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办法，深

化自然保护地“绿盾”强化监督，严厉查处和坚决遏

制各类破坏自然保护地的违法违规问题，定期评估并

统一发布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状况信息。加强对资源

开发、城镇建设、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等人类活

动的生态影响监管，遏制新的人为生态破坏。加强国

家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过程的监督，组织开展

工程项目生态绩效评估。

3.4 树立各具特色的“两山”转化典范，推广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

持续深化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创建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加大对重

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生态保护修复和生态环

境保护专项资金安排等方面的倾斜力度。开展生态文

明示范创建成功经验和典型模式总结，创新推广多元

化、多维度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鼓励各地开展

生态价值核算、生态产品交易、生态保护绩效评价等

试点 [16]，探索以资源权益出让和生态保护补偿等方

式，促进物质供给类、文化服务类、生态调节类产品

价值实现 [15]，形成多种类型、各具特色的“两山”转

化典范。系统总结国家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

程试点成果，引导和激励各地依托生态资源和优质生

态环境本底，通过开展生态环境协同共治，实现区域

生态产品价值综合提升。探索在长江、黄河流域，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开展集中连片生

态示范创建，促进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

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夯实生态基础。选取浙

江、福建等省份，开展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建设，率

先形成一批美丽省、美丽城市、美丽乡村，为 2035
年全面建成美丽中国提供路径支撑。

3.5 加大制度创新和政策供给，推进生态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是建立全国和重点区域生态监测网络与生态安

全预警机制。整合构建国家生态状况监测网络，建立

国家级生态大数据平台，建立统一的生态监测、预警

和信息发布机制，形成生态环境数据“一本台账”“一

张网络”“一个窗口”。建设地面生态综合监测站，提

升卫星遥感生态监测能力，加强对生态保护红线、国

家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重点地区人

类活动的定期监测。建立多层级的生态状况评估制

度，定期开展全国、省域、重点区域、重点流域等不

同维度的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提升生态风险监测评估

和预警能力，推动各地建立生态风险和突发生态事件

的评估预警与应急响应机制。

二是加快修订完善生态保护修复法律法规和标准

体系。在《环境保护法》修订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完

善关于自然生态保护修复的法律要求。推进生物安全

立法，研究制定生态保护综合性上位法，根据生态保

护新形势修订《自然保护区条例》《野生动物保护法》

等专项法规，推动黄河流域、青藏高原等保护立法工

作，加快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红线、河流及海洋自然

岸线保护等重点领域法律法规立法进程，尽快实现生

态保护修复依法施治。健全生态保护修复标准体系，

明确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设计、实施、验收、成效

评估等各环节的技术规范，统一生态系统修复及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监测评估方法。

三是大幅提升生态保护修复政策供给。深化全

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建立归属

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

度 [16]。在现有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

基础上，探索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的纵向生态补偿

制度，以及实现生态产品价值与生态环境质量“双

挂钩”的市场化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提高补偿资金

综合绩效，真正落实“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

偿”[17]，建立体现生态价值与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

用制度 [18]。培育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市场交易和

绿色金融体系，建立统一规范的生态产品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完善用能权、用水权、林权、碳排放权等生

态产权交易环节，研究建立土地出让、土地流转、废

弃工矿用地生态治理等领域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结合“放管服”改革，完善生态保护修复市场参与机

制，加快形成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引导

各类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投资、建设和运行。总

结推广与生态收益权挂钩的“生态银行”模式，推广

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绿色金融产品。

4 结语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确保

到 2035 年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空间格局、产

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总体形成，生态环境质

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 21 世

纪中叶，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实现生态环境领域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为我国生态保护修

复指明了未来一段时期的努力方向，面对复杂多变的

国内外形势，应正确把握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推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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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重要节点和任务安排，更加注重协同性、综合

性、实效性，区域流域与行业城乡相统筹，整体推进

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工程技术治理与管理制度完善相

融合，生态保护修复与环境污染治理协调联动，综合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有效防范生态安全风险，逐步根

本解决制约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生态问题，为建设

美丽中国筑牢生态安全坚实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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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verall Strategy and Major Task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in the New Period in China

WANG Xiahui*, ZHANG Xiao
 (Chinese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Beijing100012, China)

Abstract: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a priority action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an important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recent years, 
remarkab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in China, but the problems of fragile ecosystem background, 
weak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foundation, and uncoordinated management mechanism are still prominent.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of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hina’s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work is facing a more severe 
situation, and there is still a large gap with the requirements for modernizing the nation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meet the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high-quality ecological products. On the basis of summing up the 
main progres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in the coming period, and puts forward that in the new period,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hould 
be the guiding principle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with the aim of improving ecosystem services, synergistical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afeguarding nat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as the core, and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design of supervision system, the guidance of demonstration model and the innovation of system and 
mechanism, accelera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overall protection, systematic restoration and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mountains, rivers, 
forests, fields, lakes and grasses, and build a solid ecological foundation of beautiful China.
Keywords: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ecological security; ecological products; strateg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