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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我的！唯一而唯美的地球

编者按：
电影《流浪地球》中最后地球希望带着人类流浪于宇宙之中的情节令人难忘，拯救地球已

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诸如地震海啸、山体滑坡等灾难频频发生，森林火灾、江河污染等事故
接二连三，这个宇宙中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正在人们肆意的破坏中满目疮痍、伤痕累累。
我们的唯一而唯美的地球正在警告我们：不尊重自然法则必将付出沉重代价。

我的！唯一而唯美的地球
标题为偏正结构，有强烈
抒情意味。

①今年 4 月 22 日是第 50 个世界地球日。每到此时，都会
响起“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呼声。

开篇由“世界地球日”引
出话题。

②科学家证明，在以地球为中心的至少 40 万亿公里范围
内，没有第二个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在每一个森林日、水日、
土地日、环境日、海洋日，当我们无数次说“从我做起”时，
说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重要性分析。地球的“唯
一性”对我们每个人提出
警示。

③作为历史活动主体和有精神生活的存在者，我们与其他
动物不同，每个人都是一个“消费者”，以自己的衣、食、住、
行生活方式，影响着从生产到生态每一个环节。因此生态学名
著《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强调，“消费问题是环境危机
问题的核心”。人类的影响成为地球生态系统变化的主要驱动
者并开始危及自身。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过度开发、
粗放利用、奢侈消费造成的，而人是开发的主力、利用的主角、
消费的主体。频繁台风、干旱、洪水，冰川加速融化，物种加
速灭绝，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及资源加速消耗，行为主体是
开矿者、采油者，更是从吹空调的人到给车加油的人等每一个
消费者。

现实性分析。论述人类对
地球生态的重要影响及后
果。

④我们无法把责任推给“人类”这个集合名词，或推给“他
们”这个代词。下班时，应当关掉电灯电脑的是“我”，而不
是“他们”。一般台式电脑 24 小时不关机，用电约 6 度。而 1
度电可以让一部手机充电上百次，让一台冰箱运转十几小时，
让一辆电动自行车跑 80 公里，可以烧开 8 升水。在我国，用这
1度电，要消耗 0.4 千克煤和 4 升净水，同时要向环境排放 160
克二氧化碳、272 克碳粉尘、6.2 克二氧化硫、15 克氮氧化物。

必要性分析。每个人都要
肩负起保护地球的重任。
数据翔实，事实确凿，以
小见大，说服力强。

⑤勿以节约事小而不为，勿以浪费事小而为之。这是一种
生态诉求，更是一种伦理要求。正如恩格斯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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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的。对自
然之殇熟视无睹、对环境之伤漠不关心，隐含着对他人、对社
会，最终也是对自我的疏离冷漠。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我们
只能在接近自然中道法自然，形成健全美好的人格。

紧迫性分析。指出面对自
然环境的应有态度，即勿
以节约事小而不为，勿以
浪费事小而为之。

⑥因为，这个唯一而唯美的地球，是我的。 照应标题，突出中心。

来源：新华社北京 4 月 21 日电 王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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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疏离冷漠。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我们只能在接近自然中道法自然，形成健全美好的
人格。

【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下列在文中横线处填写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当下，仍有一些地方搞口号环保、数字环保、假治理、走过场，平时不用力、临时一刀切，
导致一些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恶化、风险加剧；依然有一些领导干部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协作
方面推诿扯皮、不担当不作为，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不力；甚至有一些唯利是图的经
营业者通过官商勾结寻求“保护伞”，有一些无视群众健康的环保干部利用手中权力谋求私利，
导致生态文明建设 。在跨越生态文明建设的“三期”关口，尤需一支政治强、本领高、
作风硬、敢担当的生态环保铁军，以 的决心、 的勇气、 的拼劲，坚决
清除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作风“微生物”、腐败“污染源”。
A.举步维艰 斩钉截铁 釜底抽薪 攻城拔寨
B.寸步难行 壮士断腕 背水一战 攻城略池
C.举步维艰 壮士断腕 背水一战 攻城拔寨
D.寸步难行 斩钉截铁 釜底抽薪 攻城略池
2.读写一体化训练

文中作者说：“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我们只能在接近自然中道法自然，形成健全美好的
人格。”请联系实际，谈谈你对“保护生态环境”与“健全美好人格”二者的关系有何认识。
字数不少于 300 字。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青海化隆一中 李玉梅）

【相关链接】

涵养守护生态的政德

为官一任，不仅要造福当地百姓，还应惠泽山川草木，涵养一方水土。

归有光在《吴山图记》中，记述了好友魏用晦为官的事迹。“君之为县有惠爱，百姓扳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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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于其民；由是好事者绘《吴山图》以为赠。”由此，《吴山图》所显示

的就不仅是山水之美，还体现出魏用晦之政绩卓越。

再读《吴山图记》，有段话值得细细思量：“夫令之于民诚重矣。令诚贤也，其地之山川

草木，亦被其泽而有荣也；令诚不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这告诉我们，

一个真心为民的为官者，山川草木能受其恩泽，生态环境也能得到改善。

在我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为官者泽被山水的动人故事。据史料记载：西晋文学家潘岳担

任河阳县令期间，针对县里土地贫瘠、植被稀少的现状，发动百姓栽种桃李，日子一长，果树

连成了片，春天花如云霞，秋末硕果累累。人们给河阳起了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叫作“花县”。

“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古之为官者恩泽山川草木、江河湖海，具有朴素的生态文

明理念，堪称造福子孙的德政工程，值得今人学习。

生态兴则文明兴。今天，我们党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可以说，建设美丽中国，不仅是一种生态文明思想，也是为官者应当秉持的

政德。

我们党的很多领导干部一直重视山川草木，始终坚持绿色发展，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

环境。还记得“焦桐”吗？那是焦裕禄治理兰考的见证，正是“焦桐”改善了当地的盐碱地。

还记得“谷树”吗？那是谷文昌栽下的木麻黄，他带领百姓植树造林 8.2 万多亩，为改变东山

千百年来恶性循环的生态环境作出了贡献。还记得“大亮山林场”吗？这片林场因杨善洲闻名

全国，他辛勤耕耘 22 年，植树造林数万亩，被人们称为“草帽书记”。

然而，也有少数人缺乏生态文明观念，没有用心尽责地处理破坏山川草木的事。去年，中

央纪委专门通报曝光了六起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典型问题，有的对企业长期违规排放污染地

下水问题查处不力，有的对渣土场胡乱倾倒渣土、污染环境不及时处置。这些案例启示我们：

生态文明，连接着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为官一任就要惠泽一方生态。

山川草木皆有情。坚持自然生态和政治生态一起抓，才能兴盛一方水土，造福子孙后代。

（来源： 2019 年 02 月 22 日 05 版《人民日报》作者：苏虎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