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2023年8月16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荆文娜

□ 严赋憬 郑梦雨

2023年8月15日，首个全国生态日

主场活动在浙江省湖州市举行，主题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主场活动

上，一个个数据、成果、倡议，扎实展示了

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巨大

成效。

构建完成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

体系，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突破13亿千

瓦，“十四五”以来压减粗钢产量超4000

万吨……在生态文明重要成果发布会上，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用一组组

数据介绍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宣示三周年

取得的重要成果。

“三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各地区、

各部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推动‘双碳’工作取得良好开局和积极成

效。”赵辰昕说，接下来，将优化实现“双碳”

目标的路径和方式，把握好节奏和力度，

持续推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

转型，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工业绿色低碳改造，是做好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的关键。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

程师赵志国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产业结构高端化加速推进，能源资源的利

用效率持续提升，绿色供给能力显著增

强，数字化、绿色化融合水平不断提高，绿

色制造和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

“双碳”目标扎实迈进，此次主场活动

也将低碳理念贯穿始终。活动筹办相关

负责人介绍，通过组织绿电交易、打造绿

色充电场站，实现首个全国生态日主场活

动的绿电全覆盖，相当于节约标煤2.7吨。

主场活动绿电全覆盖，映射我国近年

来能源转型的成果。国家能源局副局长

何洋现场介绍，十年来，我国能源领域加

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水电、风电、光伏、

生物质发电、在建核电装机规模均稳居世

界第一，终端用能清洁化水平大幅提升。

生态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

一份蓝皮书和一项调查，展现出我国生态

保护的重要成果。

生态保护红线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标

志性成果和重大制度创新。自然资源部

总规划师吴海洋现场发布的《中国生态保

护红线蓝皮书（2023年）》，系统总结了我

国全面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历程、方

法、成果和典型案例，提出了加强生态保

护红线监管、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思

路和建议。

活动上，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

司长王志斌发布2015~2020年全国生态

状况调查评估成果，这是本世纪开展的第

4次调查评估。调查评估发现，全国生态

系统格局更加稳定，全国优良自然生态系

统面积首次超过低差等级，全国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稳中有升，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

系统干扰减少，国家战略区域生态保护修

复成效显著。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谭光明说，

过去十年，我国为全球贡献约1/4的新增

绿化面积，居世界首位，出台《国家公园空

间布局方案》，布局了49个国家公园候选

区，构建了覆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四

大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保护领域的法

律制度框架，绘就美丽中国的新画卷。

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全体人民的共

同努力。主场活动上，两份倡议传递出久

久为功的决心和信念：百名院士全国生态

日倡议，发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推进绿

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环境+”学科

新范式等有力声音；全国生态日湖州倡议

中，向全社会发出坚定不移践行绿色发展

理念、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倡导绿色低碳

生活等有力号召。

“优良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社会

发展的基础，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共同面

临的挑战和责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代表

朱彤说，应该协同奋进，为全面推进美丽

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作出新的

努力。

放眼全国，共识正在达成，更多的行

动正在践行：江西南昌累计投入580多亿

元用于湿地保护修复；山东烟台以节能减

排为引领，持续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上海

生活垃圾分类实效保持稳定，生活垃圾末

端资源化处理能力稳步提升……

与会专家表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

得扎实成效，应该在此基础上，号召全社

会增强生态文明意识、提高环境保护自

觉，一起绘就美丽中国的新画卷。

（据新华社）

□ 本报记者 丁 南

□ 武艳杰

山海画廊，人间福地。夏末秋初的

八闽大地，处处呈现绿色生机。

今年8月15日是首个全国生态日。

当天，由福建省发展改革委、三明市政府

联合举办的全国生态日福建活动在三明

市将乐县高唐镇常口村举行。以“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主题”的一系列宣

传活动精彩上演，再次擦亮福建“生态

名片”。

福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

孕育地和实践地。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福建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生态省

确定的69项具体举措全部落地实施。以

1.3%的土地、2.9%的能耗，创造了全国

4.4%的经济总量，成为全国唯一的保持

水、大气、生态环境全优和全国唯一的全

省所有地级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均超过

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走出了生态环境

“高颜值”和经济发展“高素质”协同并进

的福建路径。

低碳转型
培育绿色经济新动能

多山多水多绿的福建，如何将保持多

年的生态势能，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动

能？福建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要做大

做强做优绿色经济。《福建省“十四五”生态

省建设专项规划》提出，加快推动能源、工

业、交通、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

转型发展，形成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为特

征的产业体系和生活方式。

位于福建北部的建瓯市拥有丰富的

竹林资源。近年来，面对竹产业集聚效应

偏弱、整体竞争力不足的实际问题，建瓯

市实施“腾笼换鸟”战略，盘活存量土地，

释放土地资源价值潜力，实现产业转型升

级。如今，满山绿竹变“金”竹，毛竹林收

益占当地农民总收入的70%以上，竹农走

上了“扛着竹子奔小康”的致富之路。

绿色是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最亮的底色。

目前，福建省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取得

积极成效，累计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161

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26家、绿色园区

7个、绿色设计产品198项，2022年环保产

业总产值超2400亿元。创建漳州、南平等

5个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一季度林业

产业总产值达1400亿元、同比增长16.7%。

创新机制
拓宽生态价值新渠道

林下种灵芝，“青山”变“金山”。有着

“全国林改第一县”之称的武平县，以建设

全国最大的林下紫灵芝生产加工基地、打

造“中国紫灵芝之乡”为目标，做优“生态+

产业”，稳步推进灵芝“食药物质”管理试

点，目前武平紫灵芝种植面积达2.82万

亩，全产业链产值2.3亿元。

近年来，福建持续深化林业林权改革，

激活绿色新动能：探索林业金融新产品，

在全国率先开展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

买等改革，率先开展林权抵押贷款、创新

林下经济发展模式，全面推进林长制……

今日福建，有山皆绿，处处都有取之不尽

的“绿色宝藏”。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福建创新

开展具有山海特色的生态产品市场化改

革试点，率先出台陆海统筹、适用全省的

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技术指南；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覆盖全省主要流域，2018年以来

累计投入重点流域生态补偿资金约58.86

亿元；健全资源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化交易

机制，排污权、碳排放权累计成交金额分

别达22.1亿元、12.1亿元，林业碳汇成交

量与成交额均居全国前列。

聚焦双碳
书写绿色发展新画卷

从工厂到乡村，从生产到生活，在“双

碳”目标下，福建厚植优势、抢占先机，不

断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脚步。

“电动福建”驶入快车道，城市公交新

增更新车辆中新能源车辆占比 100%。

建筑节能改造加快推进，2022年全省城

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达到

96.62%。绿色社区、绿色家庭、绿色商场

等加快创建，节约型机关创建率约85%，

80%以上行政村成为“绿盈乡村”。

“双碳”时代，作为“生态优等生”的福

建，持续推进蓝天、碧水、碧海、净土工程，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推行河长制，

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治水全覆盖；统

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系统推进美丽

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

丽园区建设。1~6月份，福建主要流域Ⅰ～Ⅲ
类水质比例97.1%，九市一区空气质量达

标天数比例98%。

我国首部生态保护红线
蓝皮书正式发布

本报讯 记者成静报道 8月15日，首个全

国生态日主场活动现场，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组

织编撰的《中国生态保护红线蓝皮书（2023年）》

首次与社会公众见面。这是我国首部生态保护红

线蓝皮书，系统总结了全面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的历程、方法、成果和实践案例，提出了加强生

态保护红线监管、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思路

和建议。

生态保护红线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代表性成果

和重大制度创新。自然资源部结合《全国国土空

间规划纲要（2021-2035年）》的编制，会同生态

环境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首次全面完成了全国

陆海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实现一条红线管控重要

生态空间，为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提供了中国方

案。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资源、生态财富，也是社会

财富、经济财富、文化财富，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

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使良好生态

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

发力点。

本次规划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合计约319

万平方公里，其中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04

万平方公里（占我国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

30%），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15万平方公

里。通过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把我国自然生态系

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

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完整保护起来，实现了对

重要自然资源、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和栖息地

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自

然资产和山清水秀的美丽家园。

据介绍，总体来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做

到了“六个坚持”：一是坚持系统观念，二是坚持底

线思维，三是坚持以人为本，四是坚持自信自立，

五是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六是坚持全生

命周期管理。

此外，蓝皮书还对地方典型案例进行了梳理，

以便于让公众更好地了解各地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和管理的实践经验。

“双碳”引领 生态福建逐“绿”前行

增强生态文明意识 提高环境保护自觉
——来自首个全国生态日的观察

近年来，海口通过“湿地公园+生态水利工程”方式打造湿地公园，通过推进美丽海湾建设以及不断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实现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协同高质量发展。图为鹭鸟在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休息。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首个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
实现“零碳”办会

本报讯 张志炜 见习记者甄敬怡报道 8月

15日，首个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浙江省湖州市

拉开帷幕，活动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主

题，举办主场活动开幕式、生态文明重要成果发布

会、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绿色低碳创新大会

等活动。

大会聚焦绿色低碳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同

时，作为首要理念，低碳、绿色、无废办会也贯穿于

活动筹办、举办的全过程，推动实现“零碳”办会。

据悉，“零碳”办会是指以举办的会议为对象，

按照碳减排措施的实施、碳排放预算、碳排放干

预、碳排放量核算与评估、碳中和评价、碳中和标

的物的交易与抵消，确保会议碳中和。

连日来，湖州通过各方联动实施“零碳”办会，

开展会前调研摸排，围绕活动及会议，在采用可再

生能源、减少大型活动耗材使用量、采用节能型高

性能设施、考虑大型活动选址以减少交通所产生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会议流程紧凑合理等环节，提

出切实可行的降碳减排措施29条，通过清洁绿色

能源赋能大会保障。

比如，会议现场采用以泡茶代替瓶装矿泉水、

竹制可循环使用的席签；酒店的指引系统采用电

子屏，客房内提供竹制洗漱包、竹纤维毛巾、消毒

后可反复使用的拖鞋；在餐厅及合适的位置放置

“光盘行动”“光瓶行动”“自觉带走半瓶水”标识

等，营造文明节约、绿色环保的氛围。活动期间，

还将根据参加人数实时调整合理配餐，减少浪费，

努力做到固废能减尽减，物资能用尽用。

不仅如此，此次参与大会保障的所有酒店和

充电场站还通过电力部门集中绿电交易，实现了

会议期间绿电百分百，相当于节约标煤2.7吨。

“依托电力大数据，供电公司早在会前就根据

会务安排的每个环节开展能耗情况、资源消耗情

况的碳预算，通过组织绿电交易、打造绿色充电场

站，实现首个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的绿电全覆

盖。”活动筹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意味着，活动会

场和出行都用上清洁的绿色电能。

会后，湖州还将详细梳理在温室气体排放管

控后，会议各类排放源，统计会议活动实际的能

源消耗、物料消耗及参会人员交通、住宿、餐饮等

行为数据，编制《碳足迹及碳中和方案》，委托长

三角生态能源基金对活动及会议的碳排放出具

审核结果，完成“碳中和”抵消标的物的交易，以

及出具抵消碳排放核算报告、碳中和评价报告等

成果文件。

要闻速递

□ 本报记者 邢成敏

近年来，湖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切实把保

护和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

置，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取得了

显著成效。

强化顶层设计，坚持“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湖南成立以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为双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贯彻落实长江

保护法，颁布实施湖南省洞庭湖保护条

例，印发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

湖南切实守护好一江碧水，加快岳阳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协同推

进沅江流域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积极探

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着力打造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动实践的国家

样板典范。

同时，湖南联合湖北共同编制《新时

代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并获国务院批

复，建立健全长江中游湘鄂赣三省协商合

作机制，深化与三峡集团、中节能等央企

合作，构建长江共抓大保护合力。

坚持问题导向，坚决“守护
好一江碧水”

近年来，湖南始终把中央交办的生态

环境问题整改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连续

5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的

82个问题已完成66个验收销号。

湖南深入实施污染治理“4+1”工程，

全省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镇污

水处理率分别达到99.8%和97.3%，乡镇

污水处理设施实现全覆盖；56家沿江化工

企业和42家城镇人口密集区中小型危化

品企业搬迁改造任务全面完成。

强化综合施策，推进“一江
一湖四水”系统联治

近年来，湖南强化综合施策，从饮用

水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

保护修复等方面，推进“一江一湖四水”系

统联治。

饮用水水源保护方面，湖南在全国率

先开展农村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环境整治，完成全省县级以上城市集中式

饮用水源地名录编制和集中式饮用水源

保护区划定。

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湖南坚决落

实长江“十年禁渔”，加大水生生物保护

区、稀有濒危生物保护力度，水生生物种

类较禁捕前增加近30种，洞庭湖水域长

江江豚数量由 2017年的 110头增加至

162头。

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方面，湖南完成湘

江保护和治理3个“三年行动计划”，实施

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五大专项行动。

实施一批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立各

级自然保护地582处。

生态优先 湖南全力守好一江碧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