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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取长株潭城市群 1995—2018 年共 6 个时间点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采用土地动态度、空间

演变等方法分析其生态用地时空变化特征。研究区域生态用地界定为具有生态服务功能、能够有效调

节生态平衡、维持生物多样性的林地、草地和水域。研究区域从时间上看，生态用地数量呈下降趋势；

结构占比中林地最大、水域居中、草地最小；林地、草地的生态用地动态度为负值，水域的动态值不稳定。

研究区域从空间上看，斑块数量、斑块密度、景观破碎度均呈上升趋势，平均斑块面积呈下降趋势；

生态空间不断缩小，生态用地呈破碎化、分离化趋势；重心以东南部和东北角为主，重心集聚性减弱。

基于此，建议一体化推动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完善生态用地法律制度，加大生态修护及保护力度，以

促进长株潭城市群绿色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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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and use status data of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ZT)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1995 to 2018 were selected to analyze the spatial-temporal change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land in CZT urban agglomeration by observing land dynamics and spatial evolution. Woodlands, 
grasslands and water area are defined as ecological land in the study area with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s of 
effectively regulating ecological balance and maintaining biodiversity. From the time perspective, the numb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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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land shows a downward trend. The structure proportion of forest land was the largest, water area was 
the middle, and grassland was the least. The dynamic value of ecological land use is negative for woodlands and 
grasslands, while the dynamic value of water area is unstable. From the spatial perspective, the number of patches, 
patch density and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in the study area shows an upward trend, while the average patch area 
shows a downward trend. The ecological space is shrinking, and the ecological land tends to be fragmented and 
separated. The focus is mainly in the southeast part and northeast corner, and its agglomeration is weakened. Based 
on this, we suggest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governance, improving the 
legal system of ecological land, and strengthening ecological repair and protec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green and 
health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ZT urban agglomeration.
Keywords：ecological land use;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urban 
agglomeration

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生态用

地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和破坏日益严重，自然植

被严重锐减，生态功能退化，生态系统服务能力

下降，引起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从而影响区域

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中共十九大报告对生态

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目标、新要求

和新部署，深化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理念，凸

显了其重要地位。生态用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载体，且生态用地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可有

效调节环境和保育生物多样性，其面积大小、结

构组成、质量稳定、空间布局等对生态保护红线

划定、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着深刻影响，对

形成健康发展的城市生态用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生态用地不断被占据，

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人地矛盾更为紧张。优

化生态用地分布、构建良好的城市生态用地格局，

使其有效地发挥生态服务功能，才能维护城市群

生态安全。剖析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用地的时空特

征，并提出合理可行的保护措施，对维持长株潭

城市群生态动态评价、促进城市群绿色健康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生态用地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其功能和作用方面。如 Colding 研究了如何在最

大程度上尽可能保护城市生态系统，同时合理高

效地配置城区生态用地 [1]。Lambin 认为，社会生

态机制是林地流转的内生变量，社会经济机制是

林地流转的外生变量，并以越南林地农业流转机

制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2]。Zimmerman 等人制定

了俄亥俄州西南部的流域保护规划，并以 GIS 为

工具，通过多指标分析和聚类分析研究该区域生

态用地的植被和土壤，发现该区域的森林覆盖率、

各类植被分布与高地排水系统等，尚不足以保护

已有的生态用地，需要尽快进行恰当调整 [3]。

国内学者则偏重于生态用地时空变化的特征

分析。如龙海蓉通过计算生态用地动态度，描述

了长株潭整体生态用地变化速度，并分城市分时

间段从占比上分析不同生态用地的变化 [4]。陈瑜

琦等人利用 ArcGIS 软件，分析了中国 25 个国家

级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用地现状及 2009—2015 年

时空演变特征，并总结了生态用地变化原因 [5]。

王林枝研究了 2005、2010 和 2015 年京津冀城市

群生态空间区域内各城市建设用地和生态用地的

时空分布及其变化原因，并提出相应优化对策 [6]。

宋安安等人以阜平县为例，分析了 2009—2014 年

该县生态用地的时空变化，发现该县随着建设用

地的扩张，生态用地面积逐渐减少，且由成片分

布趋于破碎化、分离化分布 [7]。刘彦文等人分析

了武汉城市圈内生态用地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

响因素 [8]。韩姝程等人基于省域维度，从空间分

析角度出发，采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土地动态

度、重心转移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分

析 2000—2015 年安徽省生态用地的时空格局演变，

并进一步探究其驱动因素 [9]。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尚未统一界定生态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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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且鲜见从形态等视角对生态用地空间演变

进行分析。基于此，本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利用土地利用数据、经济社会数据，运用土地利

用动态度、土地利用变化率等方法，分析长株潭

城市群生态用地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提出其优化

对策，以期为城市群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参考。

二、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概况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中东部，大致

的经纬度为东经 111 °53 ′～ 114 °15 ′、北纬

26°03′～ 28°41′，长株潭城市群三市沿湘江分布，

呈“品”字形，两两相距不到 40 公里，结构紧凑。

三市总土地面积约 280 万公顷，总辖 14 区、5 县、

5 县级市。其中，长沙市面积 118.19 万公顷，管

辖 6 区、1 县、2 县级市；株洲市面积 112.62 万公顷，

管辖 6 区、3 县、1 县级市；湘潭市面积 50.15 万

公顷，管辖 2 区、1 县、2 县级市。研究区域大部

分是长株潭的主城区，处于城市群的中部，面积

为 85.383 7 万公顷，占长株潭三市土地总面积的

30.49%。

（二）生态用地界定

国内外对于“生态用地”没有明确的定义，

但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分析探讨了生态用地的内

涵。张月朋等人认为，生态用地是区域内具有生

命支持与环境调节功能的用地类型 , 具有维护区域

生态平衡和改善区域环境质量的作用 [10]。管青春

等人基于土地资源生态管理的视角，从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出发 , 将广义的生态用地定义为能发挥供

给、调节、支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 以及对维持区

域生态平衡和调节全球气候具有重要作用的土地

类型 [11]。欧阳晓等人将生态用地定义为具有重要

调节服务的土地利用类型 [12]。费建波等人认为，

生态用地是维持区域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不可

或缺的土地利用类型 , 应区别于生产用地和生活用

地 , 并与后两者共同组成闭合的区域国土空间 , 即
三者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关系 [13]。闫慧慧依据土地

利用发展过程中对生活、生产以及生态方面的作

用，将生态用地定义为能供给所必需的生态系统

相关服务、保障生态系统安全、巩固生态系统平

衡的非生产性、非建设性土地，以农业生产效益

为核心功能的耕作土地不划入生态用地范围 [14]。  

本文认为，生态用地是从生态系统功能角度，

将具有生态服务功能、能够有效调节生态平衡、

维持生物多样性的林地、草地、水域划入生态用地，

而注重农作物生产效益的耕地、硬化的建设用地、

需要治理后才能利用的未利用地均不划入生态用

地的范围。

（三）数据来源

统计数据具体包括研究区域面积、生产总值、

城镇化率、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其来源于湖南省、

长株潭各市人民政府网和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行政区划地图包括整个湖南省矢

量范围，来源于“学术严选”公众号；土地利用

数据包括 1995、2000、2005、2010、2015、2018
年 6 个时间点的研究区域生态用地数据。

（四）研究方法

1. 土地利用动态度 
土地利用动态度是真实反映土地利用类型动

态变化程度的指数 [15]。其中，单一土地利用动态

度可以表达特定区域一定时间范围内某种土地利

用类型变化情况，其表达式为：

               ，              （1）

式中：K 为土地利用动态度；Ua、Ub 分别表示研

究初期和研究末期的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

T 为时间长度，其尺度为年时，K 表示研究区内某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年变化率。当 K ＞ 0 时，说明

该类土地利用在加快；当 K ＜ 0 时，说明该类土

地利用在减慢 [15]。

2. 土地利用变化率 
不同地区之间的土地利用变化存在着明显的

差异，土地利用变化率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地区的

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差异 [15]，其表达式为：

                   ，                    （2）

式中：Ka、Kb 分别表示某区域某一特定的土地类

型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的面积；Ca、Cb 分别表示

整个研究区某一特定土地利用类型研究初期和末

期的面积。若某区域的某种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率

R ＞ 1，说明该区域这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比整

个研究区的要大；反之则该区域这种土地利用类

型的变化小于整个研究区该类土地利用的变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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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分析

（一）长株潭区域生态用地的时间变化特征

1. 生态用地总量变化

长株潭研究区域用地类型面积及占比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知，1995—2018 年，研究区域

的生态用地面积总体呈不断减少的趋势。其中，

1995—2000 年生态用地面积有小幅增加，之后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2000—2018 年生态用地面积一直在减少。尽管研

究区域的生态用地占区域土地总面积的比例达到

50% 以上，但从时间上看，其所占比例仍旧呈持

续减少趋势，说明生态用地正遭遇破坏，应引起

重视。

2. 生态用地结构变化

生态用地中不同地类的面积和占比能够体现

其结构变化，随着生态用地总面积的变化，不同

地类也会有所变化，且变化趋势各有不同。长株

潭研究区域生态用地结构变化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可知，1995—2018 年，研究区域生态用地中林地

面积及占比最大；草地面积及占比最小；水域面

积及占比则居中。从时间上看，林地面积逐年缩小，

占比的总体变化趋势也在渐渐下降，其中 2010—
2015 年林地面积减少量最大，占比却出现了小幅

度的上升，侧面反映出该期间生态用地总量变化

大；草地面积逐年缩小，但其总面积小，变化量

微小，占生态用地面积的比例没有变化，一直保

持在 0.67%；水域面积大体上呈扩大趋势，占生态

用地的比例也大致呈上升趋势，但 2010—2015 年

水域面积减少，占比也出现细微下降，跌落 0.01%。

总的来说，林地在生态用地中占主体地位，草

地和水域占比较小，其中，水域面积的增加离不

开政府实施拨款修建水库、水塘，结合长株潭的

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生态用地的构成和地类占

比呈现区域性特征。

3. 生态用地动态度

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是研究区域生态用地时

间演变格局的重要参考指标，可以定量分析区域

特定时间段内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变化特征。

长株潭研究区域生态用地各地类单一动态度

如表 3 所示。由表 3 可知，研究区域生态用地的

动态变化特征为小幅度减少，其变化过程体现了

城镇化扩张的普遍结果，建设用地面积持续扩大，

生态用地面积持续缩小，出现不同程度的流失转

换，并且有进一步延续的趋势，长期下去会影响

区域的生态环境，导致生态质量下降、生态功能

缺失、生态安全受到威胁，城市群的发展也可能

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二）长株潭区域生态用地的空间变化特征

1. 生态用地的空间演变格局

从空间上看，1995—2018 年研究区域生态

空间范围有所缩小，并且基本上以河流冲积地区

和河谷地区向外扩散的形态消失、分散。2015、
2018 两个时间点空间缩小比较快，中部地区基本

无大块生态用地集聚，并且中心部分别出现了较

大的分散过程。

1995—2018 年生态用地重心以东南部和东

北角为主，但重心集聚性减弱。1995、2000、
2005、2010 年东南部和东北角的生态用地比较紧

凑，而 2015—2018 年分化、离散比较严重。由于

中心城市不断向外扩散和过度开发，生态用地空

表 1 长株潭研究区域用地类型面积及占比

年份
生态用地

面积 / 公顷 占比 /%
其他用地

面积 / 公顷 占比 /%

488 158.13
488 655.11
483 876.24
481 077.43
466 395.45
461 540.63

57.17
57.23
56.67
56.34
54.62
54.05

365 678.87
365 181.89
369 960.76
372 759.57
387 441.55
392 296.37

42.83
42.77
43.33
43.66
45.38
45.95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18

表 2 长株潭研究区域生态用地结构变化

年份
林地

面积 / 公顷 占比 /%
草地

面积 / 公顷 占比 /%

456 637.96
455 194.81
450 478.03
447 572.50
434 018.39
428 384.66

93.55
93.15
93.10
93.04
93.05
92.82

3 281.63
3 279.01
3 228.70
3 228.70
3 107.15
3 083.24

0.67
0.67
0.67
0.67
0.67
0.67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18

面积 / 公顷 占比 /%

28 238.54
30 181.29
30 169.50
30 276.22
29 269.91
30 072.72

5.78
6.18
6.23
6.29
6.28
6.51

水域

表 3 长株潭研究区域生态用地各地类单一动态度

时间

1995—2000
2000—2005
2005—2010
2010—2015
2015—2018

总计

林地 /%
-0.06
-0.21
-0.13
-0.61
-0.43
-1.44

草地 /%
-0.02
-0.31
 0.00
-0.75
-0.26
-1.34

水域 /%
  1.38
-0.01
  0.07
-0.66
  0.91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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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形态越来越呈小斑块分布，重心也被离散，生

态空间整体性可能被阻断，从而可能导致生态系

统失去生态功能。长株潭研究区域生态用地空间

演变如图 1 所示。

 

2. 生态用地景观格局演变

斑块个数、密度、平均斑块面积、最大斑块

指数和景观破碎度能够有效反映地类的空间格局，

反映空间布局中地类的面积特征，呈现景观的破

碎程度。长株潭研究区域生态用地景观格局指数

如表 4 所示。

由表 4 可知：

（1）研究区域各个时间段的斑块数量都有所

增加：1995—2000 年由 5 057 个增加到 5 197 个，

2000—2005 年由 5 197 个增加到 5 524 个，2005—

2010 年由 5 524 个增加到 6 320 个，2010—2015
年由 6 320 个增加到 7 435 个，2015—2020 年由

7 435 个增加到 7 707 个，其中 2005—2010 年、

2010—2015 年斑块数量变化率分别达到 14.41%、

17.64%；整个研究区域生态用地数量呈现上升趋

势。这说明研究区域生态用地在空间上逐渐离散，

反映了人类活动对生态空间干扰破坏较大。

（2）研究区域的平均斑块面积从 1995 年的

96.53 公顷缩小到 2018 年的 59.89 公顷，表明生态

空间逐渐呈小斑块分布，破碎化程度越来越严重。

其中，2000—2005 年平均斑块面积减少量最大，

由 94.03 公顷减少到 66.97 公顷，平均斑块面积在

5 年间大幅度地缩小，表明生态用地空间分布趋于

破碎化和分离化。照此发展下去，生态空间的信

息交流和能量传送将会受到阻碍，从而影响研究

区域的生态系统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3）研究区域最大斑块指数指标表现不稳

定，1995 年生态用地的最大斑块指数为最小值

6.02%，2000—2010年最大斑块指数指标比较平稳，

2010—2018 年则呈 V 字形变化。2000—2010 年生

态用地之间的相互作用较大，生态空间是一个整

体，各地类在生态系统中相互联系交换。

（4）研究区域斑块密度指数呈现平缓上升

的趋势。斑块密度在各个时间点逐渐上升，斑块

密度越大，说明生态空间破碎程度越高。1995—
2000 年斑块密度由 0.005 9 个 / 公顷增加到 0.006 1
个 /公顷，2005年斑块密度增加到 0.006 5个 /公顷，

2010 年斑块密度增加到 0.007 4 个 / 公顷，2015 年

斑块密度增加到 0.008 7 个 / 公顷，2018 年斑块密

度增加到 0.009 0 个 / 公顷，其中 2010、2015 年增

加幅度较大。

（5）研究区域景观破碎度指数呈现持续

上升趋势。1995—2018 年生态用地景观破碎度

由 0.010 4 个 / 公顷增加到 0.018 0 个 / 公顷，其

中 1995、2000、2005、2010、2015、2018 年 景 观

破碎度分别为 0.010 4 个 / 公顷、0.010 6 个 / 公顷、

0.011 4 个 / 公顷、0.013 1 个 / 公顷、0.015 9 个 / 公
顷以及 0.018 0 个 / 公顷。这充分反映出研究区

域景观被分割的破碎程度越来越高，表现了空间

结构的复杂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对其干

扰性较大，同时也将导致生物多样性被弱化。

总之，多个景观格局指标表示长株潭城市群生

图 1 长株潭研究区域生态用地

空间演变

表 4 长株潭研究区域生态用地景观格局指数

年份
斑块数量 /

个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18

平均斑块

面积 / 公顷

最大斑块

指数 /%
斑块密度 /
( 个·公顷 -1)

景观破碎度 /
( 个·公顷 -1)

5 057
5 197
5 524
6 320
7 435
7 707

96.53
94.03
66.97
76.12
62.73
59.89

6.02
9.54
9.63
9.68
7.20
7.85

0.005 9
0.006 1
0.006 5
0.007 4
0.008 7
0.009 0

0.010 4
0.010 6
0.011 4
0.013 1
0.015 9
0.018 0

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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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用地在空间上逐渐离散，破碎化和分离化显著。

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应提高对生态用地的

关注，加强对生态用地的保护，均衡生态用地与

建设用地，避免生态用地被侵占，从而影响其生

态功能。

3. 生态用地的利用变化率

不同城市的土地利用变化率可以反映不同地

区之间的土地利用变化差异。1995—2018 年长株

潭研究区域生态用地利用变化率如表 5 所示。由

表 5 可知，1995—2018 年，长沙市的草地、水域

利用变化率大于 1，说明其草地、水域变化率高于

整个研究区域草地、水域的变化率；长沙市的林

地利用变化率为 0.97，小于 1，说明其林地变化率

低于整个研究区域水平。株洲市的林地、草地利

用变化率大于 1，说明其林地、草地变化率高于整

个研究区域水平；其水域利用变化率为 0.60，其

变化最为显著，说明其水域变化率远远低于整个

研究区域水平。湘潭市的林地、草地、水域利用

变化率均大于 1，说明其林地、草地、水域变化率

均高于整个研究区域的相关变化率，尤其是其水

域变化率达到 1.32，远远高于整个研究区域水平。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我国疆域辽阔，自然地理环境极其复杂，生

态用地的研究区域性、案例性显著。本文利用

ArcGIS 软件，提取长株潭典型区域 1995、2000、
2005、2010、2015、2018 年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

将 6 个时间点的生态用地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得

到长株潭生态用地的时空变化特征。

从时间上看，生态用地的总量呈现下降的趋

势，生态用地的结构组成占比也有一定的上下浮

动，林地占比最大、水域占比居中、草地占比最小。

林地和草地面积一直在减少，水域面积偶尔有所

上升，甚至 2018 年的水域面积比 1995 年要大。

生态用地各地类的动态度各有所异，林地的动态

值均为负，草地的动态值除 2005—2010 年外均为

负，水域的动态值有正有负。

从空间上看，生态用地空间形态不规则，并

以河流冲积区和河谷地区向外扩散的形态消失、

分散；生态重心以东南部和东北角为主，但也逐

渐被分离和破碎，重心集聚性减弱。生态用地的

斑块数量、密度、景观破碎度均呈上升趋势；最

大斑块指数不稳定，动荡比较大；平均面积大致

呈缩小趋势，空间破碎化、分离化严重。生态用

地土地利用变化率也各不相同，长沙市除林地外，

草地、水域变化率均高于整个研究区域的变化率；

株洲市除水域外，林地、草地变化率均高于整个

研究区域水平；湘潭市三地类变化率均高于整个

研究区域水平。

1995—2018 年，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用地面积

减少了 26 617.50 公顷，斑块数量增加了 2 650 个，

平均斑块面积减少了 36.64 公顷，其中 2010—
2015 年变化最为明显。其主要是因为“十二五”

期间，长江经济带、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国家战略

实施，湘江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

制造 2025”示范城市群的获批，促进了长株潭城

市群内开发区和新城区的快速发展，从而表现出

明显的城市用地扩张、生态用地减少的特征 [16]。

（二）政策建议

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用地时空演变主要受自然

条件、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

交通条件、城市规划、政策等多方面驱动力的影响。

其中，自然因素具有基础性、累积性和相对稳定

性，对生态用地变化的影响较小，社会经济因素、

空间因素是生态用地变化的主导驱动力，相关政

策在短期内影响明显 [17]。因此，在研究制定长株

潭城市群的生态保护政策时，应在保护生态用地

的同时加强创新，转变思维方式，探索更利于长

株潭城市群生态保护的新方法、新模式、新技术，

提高保护生态用地的效能。

一体化推动生态环境共保共治。长株潭城市群

是湖南省人口集聚的重要地区，也是经济集聚中

心，在城镇化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建设用地的无序扩

张、生态用地的过度开发等现象 [18]。2022 年 2 月

24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复《长株潭

都市圈发展规划》，围绕同城化和高质量发展，聚

焦促进“六个一体化”，“一体化推动生态环境共

保共治”。一体化推动生态环境共保共治的重点是

保护性开发长株潭生态绿心，打造在全国有重要影

表 5 1995—2018 年长株潭研究区域生态用地利用变化率

区（市）

长沙市

株洲市

湘潭市

林地

0.97
1.03
1.01

草地

1.13
1.03
1.27

水域

1.03
0.60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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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具有独特优势的绿心中央公园，加强生态同保

共育和环境联防共治，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完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

协同防治水、土、气污染。开展马栏山、韶山等近

零碳示范区，梅溪湖、洋湖零碳示范区，长沙县碳

达峰示范县等试点示范建设。长株潭城市群应以

“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为立足点，在共同的生态

环境基础上统筹产业发展，发展资源节约性、环境

友好型的新经济常态，打造绿心中央公园，维持其

生态功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完善法律制度，严格管控生态用地。目前，长

株潭地区有关生态用地保护的政策和方针仍不够

完善，推进生态用地的管控、加快有关生态用地

制度的建立很有必要。首先，要加紧完善生态用

地相关法律法规，形成制度保护，通过生态用地

补偿制度等手段从源头上降低生态用地被占用率

和破坏率，禁止过度开发利用。其次，建立健全

监管制度，加强执法和督察力度，严格监督和控

制生态用地的转出，防止生态用地成为城镇化扩

张的牺牲品。此外，部分生态用地还受耕地开发

的威胁，应在保持我国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合理

实行生态退耕。

加大生态修护力度，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由

于长株潭地形地势和自然环境的特殊性，部分生

态用地极其敏感和脆弱。为了更好地保护这部分

生态脆弱区、修复已经被污染破坏的生态用地，

可以充分利用废弃工矿用地进行生态修护，大力

开展植树造林、种草等行动，减少生态用地的流

失。同时，可以合理开发未利用地，提高长株潭

城市群草木覆盖率，提升长株潭区域生态环境质

量，形成生态屏障，系统做好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生态修复与国土综合整治等工作 [19]。

加大生态保护宣传，提高全民参与度。保护生

态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存空间，自然与人是共存共

灭的关系，政府、专家等应成为生态保护的带头人，

群众也应有保护觉悟，自觉参与生态保护，落实

贯彻生态理念，实现全民参与生态保护，共同保

护生存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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