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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低碳日”主题为“落实‘双碳’

行动，共建美丽家园”。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

施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战略、措施和行动，

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绿色低碳发展取得了积

极成效。

各地区各部门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

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

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我国正在为实现“双碳”

目标而努力。

我国建成世界最大
清洁发电体系

湖北省罗田县三里畈镇，一大片蓝色光

伏板“吸光吐电”，蔚为壮观。

大唐湖北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和天合光

能联手打造的这个农光互补项目，装机容量

达 5 万千瓦，年发电量达 7000 多万千瓦时，

年产值超过 3000 万元。“光伏发电+生态农

业”盘活了光照和土地资源，“上面发电、下

面种植”的模式实现了生态改善、农民增收

和项目盈利的多赢。

为了让能源更环保、更低碳，在全国各

地，很多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建设。在广东揭

阳，风机轮毂与机舱在百米高空精准对接，

国家电投神泉海上风电项目快速推进。在

毛乌素沙地边缘，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公

司 200 万千瓦光伏项目工地热火朝天，这一

项目利用煤矿采空区、荒山荒坡等闲置土地

进行建设，每年将为华东地区输送 37 亿千

瓦时“绿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开发利用

非化石能源，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建

成世界最大清洁发电体系，水电、风电、光

伏 等 全 口 径 非 化 石 能 源 发 电 装 机 容 量 突

破 11 亿 千 瓦 ，相 当 于 近 50 个 三 峡 电 站 的

装 机 容 量 ；非 化 石 能 源 消 费 比 重 增 加 到

16.6%左右。

“中国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实施积

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采取调整产业结

构、优化能源结构、节能提高能效、建立市场

机制、增加森林碳汇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各

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生态环境部应对气

候变化司司长李高说。

积极推动《巴黎协定》签署、生效、实施，

开展全国碳市场交易，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

电项目，加快构建“双碳”政策体系……我国

应对气候变化发生历史性变化，正在扎实推

动实现“双碳”目标。

我 国 能 源 利 用 效 率 大 幅 提 升 ，成 为

全 球 能 耗 强 度 降 低 最 快 的 国 家 之 一 。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赵 辰 昕 表

示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我 国 以 年 均 3% 的

能 源 消 费 增 速 支 撑 了 年 均 6.5% 的 经 济 增

长 ，能 耗 强 度 累 计 降 低 26.2% ，相 当 于 少

用 能 源 约 14 亿 吨 标 准 煤 ，少 排 放 二 氧 化

碳约 29.4 亿吨。

产业低碳化为绿色
发展提供新动能

利用沼气热电联产技术实现能源回收

利用；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实现清洁

能源替代；推广水源热泵项目，使用可再生

能源供热制冷……在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

会组织的评选中，北京排水集团清河第二再

生水厂和小红门再生水厂被评为全国首批

十佳城镇污水处理低碳优秀示范案例。北

京排水集团已明确降碳目标，到“十四五”末

将实现碳减排 20%以上。

我国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要求落实

到产业升级之中，持续推动产业绿色低碳化

和绿色低碳产业化，努力走出一条产业发展

和降碳减污双赢的新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节能环保等战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快 速 壮 大 并 逐 步 成 为 支 柱 产

业。 2021 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15.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绿色低碳交通运

输体系加快形成，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规

模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去年底，我国新

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784 万辆，居全球首位。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9.3 万 辆 和 125.7 万 辆 ，同 比 均 增 长 1.4
倍。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

国新能源汽车累计推广 1033.4 万辆，全球市

场份额提升至 65%的新高。

中国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形成了全

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技术水平和制造规模居

世界前列，新型储能产业链日趋完善，技术

路线多元化发展，为全球能源清洁低碳转型

提供了重要保障。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去年发布的《中国应

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指出，截

至 2020 年底，中国多晶硅、光伏电池、光伏

组件等产品产量占全球总产量份额均位居

全球第一，连续 8 年成为全球最大新增光伏

市场；光伏产品出口到 200 多个国家及地

区，降低了全球清洁能源使用成本；新型储

能装机规模约 330 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一。

践行绿色低碳生活
成为自觉行动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市民吴乐乐打

开手机 APP 上的“绿色出行公交门户”，通

过实时公交快速了解公交到站时间，用乘车

码刷码乘车后累积碳积分，下车后再切换共

享单车，完成了又一次绿色出行。“我从去年

11 月公交门户上线后一直使用这个功能，

‘一站式’的公交服务节省了通勤时间，让绿

色出行更加方便快捷。”吴乐乐说。

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中华环保联合会

等发布的《数字化工具助力公众绿色出行研

究报告》显示：去年，深圳市民通过某地图绿

色出行平台搭乘公交和地铁绿色出行，全年

减少碳排放约 50 万吨。2019 年至去年，深

圳市民通过该绿色出行平台搭乘地铁，3 年

总共实现减排超过 120 万吨。

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正在成为全社会共建

美丽家园的自觉行动。以公交、地铁为主的

城市公共交通日出行量超过 2 亿人次，骑行、

步行等城市慢行系统建设稳步推进，绿色、低

碳出行理念深入人心。从“光盘行动”、反对

餐饮浪费，到节水节纸、节电节能，再到拒绝

过度包装，“绿色低碳节俭风”吹进千家万户，

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成为社会新风尚。

10 年来，我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道路，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

会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在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的同时，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

经济发展与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凸显。统计

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比 2015
年下降 18.8%，超额完成“十三五”约束性目

标，比 2005 年下降 48.4%，超额完成了向国

际社会承诺的到 2020 年下降 40%—45%的

目标，累计少排放二氧化碳约 58 亿吨，基本

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

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

键时期。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持续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我们生活的家园定

将越来越美丽宜人。

我国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我国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和措施，，持续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落实落实““双碳双碳””行动行动 共建美丽家园共建美丽家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毅毅 寇寇江泽江泽 丁怡婷丁怡婷

核心阅读

6月15日是第十个“全
国低碳日”，6月 13日至 19
日是今年全国节能宣传
周。近年来，我国保持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
力，绿色低碳发展取得了积
极成效。当前，我国正采取
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助
力实现“双碳”目标。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本报北京 6月 14日电 （记者倪弋）为加强对森林资源民事纠

纷案件的审判指导，依法保护生态环境和当事人合法权益，最高人

民法院 14 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森林资源民事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就森林资源民事案

件受理、林地林木交易、林地承包经营等问题予以规范。

据介绍，2019 年以来，全国各级法院审结涉及森林资源的一

审案件 403989 件，其中民事案件 268180 件。《解释》共 23 个条文，

内容分为一般规定、林地承包经营、新类型案件、森林生态环境保

护等 4 个部分法律适用问题。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强化市场规则统一，明确林地林木交易及纠纷受理规则。

《解释》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因作为物权变动原因的民事行为，对林

地林木的物权归属、内容产生争议，依据民法典第二百三十四条规

定行使物权确认请求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依法受理；

同时明确，当事人因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林地林木确权、登记行为产

生争议，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要告知其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

政诉讼程序解决。

二是保障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细化林地承包经营规则。

《解释》在民法典、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基础上，根据林业生产经营

特点进行了细化。《解释》第六条明确，家庭承包林地的承包方转让

林地承包经营权未经发包方同意，或者受让方不是本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受让方主张取得林地承包经营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

三是落实生态区位保护要求，明确公益林经营利用规则。《解

释》第十四条规定，对于当事人订立的公益林经营合同，人民法院

应当进行特别审查，确保符合公益林生态区位保护要求和不影响

公益林生态功能。鼓励经科学论证及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前提

下，合理利用公益林林地资源和森林景观资源。

四是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规范林业碳汇交易规则。《解

释》第十六条明确，对于以林业碳汇为客体的新类型担保，人民法院

在坚持物权法定原则基础上，依法保护担保物权人的优先受偿权。

五是总结审判实践经验，丰富森林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规则。

《解释》于第十七条明确，违反国家规定造成森林生态环境损害，生

态环境能够修复的，人民法院可以判令侵权人在合理期限内，以补

种树木、恢复植被、恢复林地土壤性状、投放相应生物种群等方式

承担修复责任。

最高法还发布了 10 个典型案例。该批案例对森林资源保护

和利用法律适用规则的有益探索及经验总结，涉及长江防护林保

护、黑土区周边荒山治理、森林火灾防治、绿色金融等多方面内容。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

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森林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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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然讲给你听R

“超级月亮”在天文
学上的准确称谓是“近点
朔望月”，每年我们能看
到超级月亮的次数只有
2—4次

“超级月亮”，通俗地说就是肉眼看上

去很大的月亮。

6 月 14 日（农历五月十六），一轮“超级

月亮”现身夜空，这也是本年度“第二大满

月”。满月为什么会有大有小？“超级月亮”

到底是什么月亮？

其实，“超级月亮”是一种较为常见的

天文现象，在一年中总会出现几次。严格

地说，“超级月亮”这个说法并不严谨，在天

文学上其准确称谓应该是“近点朔望月”。

由于月球以椭圆形轨道绕地球转动，所

以月球与地球间的距离总在不断变化。地

球与月球间平均距离约为 38.4万公里，近地

点（月球绕地球公转轨道距地心最近的一

点）距离小于 36万公里，远地点（月球绕地球

公转轨道距地心最远的一点）则超过 40万公

里。因此，处于近地点附近时的月亮，通常

在视觉上看起来要显得更大一些。

当月球处于近地点附近，月亮的圆球

又刚好是满月阶段时，月亮从视觉上看起来是最大的，故而被

称为“超级月亮”。理论上说，它要比发生在远地点时的满月

看上去大 14%左右，变亮 30%左右。尽管每年会有 12—13 次

的满月，但我们能看到超级月亮的次数只有 2—4 次。

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来了——这么漂亮的月亮，观赏需要

满足什么条件？

一般来说，超级月亮的最佳观测时段是当它从地平线升起

时。这个时候的月亮看起来最大最圆，色泽也最漂亮。如果观

测所在的地方天气晴朗，空气通透，效果则更佳。

如果用肉眼观测，可以选择站在位置比较高且比较开阔

的地段。使用望远镜观月，那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天气条

件很好，满月升得比较高的时候，就会特别亮——这时用望远

镜去看月亮，最好加一点保护措施，比如用偏光滤镜等把光稍

微减一减，以免损伤视力。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本报记者吴月辉

采访整理）

下图：6 月 14 日，湖北武汉上空的“超级月亮”。

刘 政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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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14日电 据气象部门预

报，6 月 14 日至 23 日，江南大部、华南以及

西南地区东部累计降雨量有 70—150 毫米，

局地超过 400 毫米。14 日 18 时，中央气象

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与自然资源部

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

来一周，华南、江南强降雨仍将持续。

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数十条中小河

流将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 13 日 22 时将洪

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目前 2 个

工作组正在广东、广西防汛一线指导地方

做好洪水防御工作。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防

汛Ⅲ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等多部门研

究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4 日上午，福建省自然资源厅、福建省

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

警。14 日 12 时，福建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警

报。福建省防指对水口、棉花滩、安砂等大

型水库进行滚动调洪调度，预泄腾库、削峰

错峰。受持续降雨影响，“赣江 2022 年第 1
号洪水”形成。江西省减灾委、省应急管理

厅于 14 日 14 时紧急启动省级Ⅲ级救灾应

急响应，并迅速调拨一批救灾物资，支持灾

区 做 好 受 灾 群 众 转 移 安 置 和 抗 灾 救 灾 工

作。“湘江 2022 年第 1 号洪水”形成。湖南

省水利厅提醒沿河各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

加强防范，注意避险。 14 日 10 时，广东省

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广东省应

急管理厅决定将防汛Ⅳ级应急响应提升至

Ⅲ级。广东省结合本地实际认真研判灾害

风险，加强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

乡内涝防御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综合本报记者李红梅、王浩、邱超奕、

刘晓宇、王云娜、李刚、杨颜菲、周欢报道）

上图：14 日，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一处

道路发生山体滑坡，当地第一时间组织人员

开展抢险救援。 朱海鹏摄（影像中国）

南方降雨持续 多条河流超警

多地多部门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本报北京 6月 14日电 （记者贺勇）记

者从北京市水务局获悉：按照《北京市“十

四五”时期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发展规

划》要求，北京将重点推进生产生活用水

再生水替代，逐步实现市政杂用、园林绿

化 、工 业 、服 务 业 用 水 应 供 尽 供 、可 替 尽

替。其中，在工业领域，北京将严控工业

新 水 取 用 量 、万 元 工 业 增 加 值 用 水 量 指

标，推动将再生水作为工业生产用水的首

要来源。

北京市水资源自然禀赋不足，年人均

水资源量仅 150 立方米左右，远低于国际

公认的 300 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水资

源严重短缺是北京市的基本水情。“向污水

要资源”，成为北京市新时期改善首都水生

态环境、保障首都水资源安全，支撑城市可

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和必

然选择。

2013 年以来，北京所有新建再生水厂

和升级改造污水处理厂主要出水指标一次

性达到地表水Ⅳ类标准，再生水应用领域

不断拓展，利用水平大幅提升，由绿化、洗

车、冲厕等逐步推广到工业、河湖环境及道

路浇洒等方面。2021 年，全市再生水利用

量达 12 亿立方米，占北京年度水资源配置

总量近三成。

北京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
年，北京工业再生水利用量为 6754 万立方

米，八大热电中心和热电厂等电力工业全

部实现再生水替代，极大缓解了工业用水

压力。

“十四五”时期，北京将持续扩大再生

水利用领域和规模，在工业生产、市政杂

用、生态环境领域优先使用再生水，实施重

点功能区、重点工业项目再生水输配工程，

保障“三城一区”等重点功能区和燃气电

厂 、环 卫 焚 烧 厂 等 重 点 工 业 项 目 再 生 水

供给。

“十四五”时期

北京将推动再生水成为
工业用水首要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