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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 7 月 8 日

电 2023 年 生 态 文 明 贵 阳

国际论坛 8 日在贵阳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 总 理 刘 国 中 出 席 开 幕 式

并致辞。

刘国中表示，生态文明

贵阳国际论坛作为国家级国

际性论坛已成功举办十年时

间，现在论坛已成为促进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以

“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

代 化 —— 推 进 绿 色 低 碳 发

展”为主题，深入交流经验，

广泛凝聚共识，必将产生积

极而深远的影响。

刘国中强调，中国政府

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过

去十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指引下，生态环境保护

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

变化。中国在推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过

程中，将持续加快发展方式

绿色转型，不断加强环境污

染防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

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扎

实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充分依靠全体人民积极投身

美丽中国建设，努力形成全

民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

刘国中表示，促进人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是 全 人 类 的

共 同 责 任 。 中 国 愿 与 世 界

各国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

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认

真履行国际公约，共同推动

全 球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不 断 迈

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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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满一盆水，泼在由灰色地砖组成的地面

上，摁下秒表计时，不足 5 秒，地砖颜色转暗，这

意味着积水完全下渗。“这是‘再生砖’，吸水性

好、强度高，销量非常好。”福州美佳环保资源

开发有限公司副总裁吴将金说，这种砖的原料

是大件垃圾焚烧后的炉渣。

发展低碳产业，如今并不鲜见。在福建，

海上养殖向深远海进军，大黄鱼有了“低碳运

动 场 ”；海 风 劲 掠 ，叶 片 列 阵 ，平 潭 岛 已 实 现

“全绿电”供应；昔日的垃圾填埋场，化身循环

经 济 产 业 园 ，城 市 垃 圾 在 这 里 用 于 发 电 、堆

肥、造砖……

深远海养殖—

智慧集约更低碳

烟波浩渺，海天一色。站在高处远眺，闽

江、敖江奔腾入海，远处，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

台静静地立在海面上。

这 里 是 福 州 市 连 江 县 筱 埕 镇 定 海 湾 海

域。已从事海上养殖 20 多年的卢统锋说：“现

在，轻轻一按，就能实现智慧养殖。”按下电动

按钮，眼前长达 62 米的网箱开始翻转，潜藏在

网箱底部的大黄鱼纷纷跃出水面，好一幅丰收

图景。

“此处海域咸淡水交汇，海水营养物质富

集，水质长期处于国家标准Ⅱ类以上，非常适

合发展深远海养殖。”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副

局长董毅说。

地处深远海，风高浪急，要让海上养殖顺

利在此“安家落户”并不容易。董毅介绍：“曾

经的近海养殖以固定小网箱为主，饵料投放量

大，消耗能源多。现在深远海养殖，鱼儿以海

洋浮游生物为食，基本能实现能源自给自足，

减少了污染，更加低碳。”

驻足细听，呼呼的风声就在耳畔，两台风

力发电机组矗立在平台两侧，电流正源源不断

输送到一间不足 4 平方米的控制室，绿灯闪烁，

屏幕上实时呈现网箱内监控画面。“饵料越少，

海洋越清洁，现在我们的养殖模式，更加智慧

集约。”董毅说。

据统计，福州已在连江县筱埕镇定海湾、

苔菉镇东洛岛等海域投放了“福鲍 1 号”“振渔

1 号”“乾动 1 号”“泰渔”系列等 11 台（套）深远

海养殖平台，累计可养殖水体约 16 万立方米，

可交易碳汇量的经济价值最高可过亿元。

海上风电——

清洁能源就地用

夜幕降临，平潭海峡公铁大桥长桥卧波，

明亮的灯光点缀其上。定睛细瞧，大桥北侧，5座

海上风电机组整齐列阵。灯光的“能量源”，正

是这些年发电量达到 1.16 亿千瓦时的风机。

平潭海峡受“狭管效应”影响，风力资源丰

富，每年 6 级以上大风超过 300 天，全年平均风

速达到 6.5—8.5 米/秒，风电年利用小时数接近

4000 小时。

强劲的海风，曾为平潭海峡公铁大桥的建

设带来不小的难度。如何“化风为宝”？2021 年

12 月，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照明工程分散式

风电项目建成并网，通过配套风电装机供电，

对大桥全线公路层两侧、主塔和拉索等关键位

置进行景观照明。该工程是国内首个分散式

海上风电项目，也是采用“自发自用、余量上

网”模式，实现清洁能源就地利用的“全绿电”

代表性工程。

距离大桥仅十几分钟车程，大练海上风电

场 C 区 正 有 条 不 紊 地 运 行 。“ 水 下 还 有 秘 密

呢 ！”中 广 核 电 气 专 工 张 涛 熟 练 地 调 出 影 像

——一座安装在水下 28 米、11 号风机底座旁

的金属网箱中，近 2000 尾黑鲷、赤点石斑鱼在

畅游。这是福建省首个“海上风电+海上牧场”

融合项目，由养殖户、省水产研究所、风电场建

设方三方共建。“既节约空间，又有技术保障，

一年收益 30 万元以上。”养殖户老杨说。

在平潭，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正加快建

设。平潭岛北端，5 座大型海上风电场分片列

阵，总装机容量达到 55 万千瓦。为消纳充足的

风电资源，2012 年以来，平潭累计投资海岛电网

19.06 亿元，新建 110 千伏及以上变电站 6 座，敷

设完成我国首座跨海公铁两用大桥 220 千伏桥

缆，形成贯通平潭岛南北的 220 千伏双电源链

式结构。

据统计，2022 年，平潭综合实验区清洁能

源发电量共计 18.9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5%，

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占比 100%，全社会用电量

11.53 亿 千 瓦 时 ，实 现 平 潭 综 合 实 验 区“全 绿

电”供应，可每年节约碳排放近 189 万吨。

“丰富的风能资源是平潭的自然禀赋，未

来平潭将实现‘水下产出绿色产品、水上产出

清洁能源、水面休闲观光旅游’的目标。”平潭

综 合 实 验 区 经 济 发 展 局 发 改 处 负 责 人 郭 子

圣说。

循环利用——

炉渣化身再生砖

远山如黛，绿意盎然，蜿蜒的山路延伸到

福州市晋安区北侧莲花峰山坳中，下车漫步，

一座绿意盎然的“公园”映入眼帘。“这里曾经

是垃圾填埋场。”福州红庙岭垃圾综合处理中

心主任郑炎斌说。

山路盘桓，一辆辆垃圾运输车从城区各处

出 发 ，一 路 往 北 ，最 终 汇 聚 在 眼 前 这 个 占 地

5371 亩的红庙岭循环经济生态产业园内。

2017 年 11 月开始，福州在红庙岭全面启

动垃圾处理设施改造升级、生态修复、景观提

升等项目，在一园之内建成了涵盖垃圾焚烧发

电、协同处置等 12 个垃圾分类资源化处理项

目。“焚烧发电、生物堆肥……在这里，垃圾实

现利用效能的最大化。”郑炎斌说。

走进生活垃圾协同处置项目现场，一个深

达 15 米、容量达 2 万多立方米的垃圾坑中，巨

大的机械抓手在不停地抓取、投料，隔壁的中

控 台 上 ，900 多 摄 氏 度 的 炉 内 高 温 被 严 密 监

控。“这里每年会有 150 多万吨垃圾被转化为近

2 亿千瓦时电。”福州沪榕海环再生能源有限公

司负责人陆建标说。

一旁便是厨余垃圾处理项目。随着一辆

运输车抵达，工人按下按钮，闸门开启，垃圾自

动倒入储池，经过 20 天左右的干式厌氧发酵，

垃圾便进入综合处理工序。“目前每天可以处

理 400 吨厨余垃圾，产生 40 吨生物堆肥，同时

产生沼气用于发电达 3 万千瓦时。”项目负责人

陈若其介绍。

餐厨垃圾发酵后，渣滓去了哪里？“还是回

到这里。”陆建标说，垃圾协同处置项目负责园

区内所有沼渣的处置——沼渣连同渗滤液污

泥、大件（园林）厂木屑、皮革废弃物，进行造

粒、脱水后，最终用于焚烧发电。

焚烧后剩余的炉渣怎么办？面对记者的

疑问，吴将金将一块灰色砖递了过来：“这就是

炉渣的终端产品，我们将炉渣中的金属经磁性

回收后外售，剩余物质再经无害处理后制砖，

广泛用于市政道路等项目。”

据福州市城管委有关负责人介绍，红庙岭

园 区 每 年 可 发 电 约 7.67 亿 千 瓦 时 ，减 排 约

53.85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实现了城市原生垃

圾“零填埋”。

本期统筹：杨烁壁

福建积极发展绿色产业，加快节能降碳技术研发与利用—

低 碳 转 型 向 绿 而 行
本报记者 刘晓宇

■深阅读
实施全面节约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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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昌都 7 月 8 日电 （记者袁泉、张武军）7 月

8 日，“同心向党·共铸明天——同心·共铸中国心 2023西

藏昌都行”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解放广场启动。来自

北京 200 余家医疗单位的 453 位专家、100 余名爱心志

愿者，将在此后的 8 天里分赴昌都市 11 个县区，开展疾

病筛查、义诊巡诊、高原手术、专业帮扶、健康科普和爱

心捐赠等多种形式的健康公益服务。

本次活动由中央统战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导，

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西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

北京同心共铸公益基金会主办，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联合主办。医务志愿者们将结合当地实际医疗需求，

开展心脑血管、肺结核等慢病诊治，以及健康体检等健

康帮扶工作。同时，还将面向基层医务人员和群众开

展健康学院、健康大讲堂等专项培训。

今年是“同心·共铸中国心”大型健康公益活动发

起 15 周年。该活动已先后组织 3000 多家医院、超过

20 个专业学科的 3.2 万名医疗专家深入西藏和四川、

云南、甘肃、青海涉藏州县开展大规模健康公益帮扶工

作，累计为 16 个地市州 200 多万人次的高原各族群众

提供医疗志愿服务。

“同心·共铸中国心”2023 西藏昌都行启动

（上接第一版）丰富代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

式，支持代表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牢

固树立为代表服务意识，推动代表工作创新发展，更好

保障代表依法履职。

赵乐际来到省人大常委会机关调研，察看预算联

网监督平台运行情况，并主持召开省市县乡人大负责

同志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自觉用党的

创新理论统揽和指导人大工作，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 到“ 两 个 维 护 ”，始 终 坚 持 人 大 工 作 正 确 政 治 方

向。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加强全国人大和

地 方 人 大 的 联 系 、联 动 ，同 向 发 力 、同 题 共 答 ，在 立

法、监督、代表工作等方面密切协同，共同坚持好、完

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好发挥我国根本

政治制度的优势和功效。要立足人大职能职责，适

应新时代新要求，守正创新，与时俱进，结合实际创

造性做好人大各项工作。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

加强人大自身建设，大兴调查研究，严格依法按程序

办事，增强人大工作实效。

赵乐际还参观了左权县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

本报北京 7月 8日电 （记者张璁）近日，司法部向社会

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公证证明材料清单管理工作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中所附《公

证事项证明材料清单（2023 年版）》规范了 33 类 81 项公证

事项。

据悉，与 2021 年制定的高频公证事项清单相比，规范

的公证业务类别由 12 类扩大到 33 类，公证事项由 22 项增

加到 81 项，其中包括学历、学位、无犯罪记录、亲属关系、收

入状况、继承、遗嘱、房屋买卖、婚前财产约定、升学派位（摇

号）等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公证事项。与地方制定

的证明材料清单相比，共减少非必要证明材料 116 项。

据介绍，《指导意见》坚持减证便民原则，明确证明材料

清单之外无证明，能够通过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方式获取的，

不再让当事人提供，坚决清理不必要的证明材料。《指导意

见》要求各地司法厅（局）和公证协会，根据公证执业实际，

需要在本清单之外补充证明材料的，公证机构应当根据当

事人提供的线索主动收集。各地已经公布的公证证明材料

清单与本清单列明的证明材料要求不一致的，以本清单为

准。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就本清单之外的公证事项制定证

明材料清单。公证机构要依据相关规定切实履行审查责

任。《指导意见》还提供了《清单所涉证明列举》，明确了证明

材料的具体证明文件形式。

司法部进一步精简证明材料

规范 33类 81项公证事项

本报北京 7 月 8 日电 （记者刘博通）7 月 8 日，2022 年

度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人物、助残新闻人物揭晓。马寅

青、王妙等 10 位同志获得 2022 年度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

人物称号，“益起初发”助残公益团队以及孙龙飞、徐志新

等同志获得 2022 年度助残新闻人物称号，福建省海峡残

疾人艺术团“看到”组合以及丁姣、牛钰等 9 位同志获得专

家提名“2022 年度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人物”称号，马永

庆、王东杰等 10 位同志获得专家提名“2022 年度助残新闻

人物”称号。

本次推荐的残疾人事业新闻人物事迹感人，反映了残

疾人从个体的自立自强到群体的共同发展，从依靠社会帮

扶到依托科技创新赋能、产业扶持而造福自身和社会大众，

从解决残疾人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到引领残疾人事业全面

发展等时代变化特征。他们自强不息、顽强拼搏、舍己为

人、乐善好施的高尚品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的具体体现。助残新闻人物以真挚的博爱情

怀、无私的大爱善举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残疾人排忧解

难，帮助残疾人突破障碍、融入社会，体现了团结互助、友爱

和谐、无私奉献的道德风尚。

2022 年度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人物、助残新闻人物揭晓

一版责编：许 诺 刘 念 常 晋

二版责编：殷新宇 郭雪岩 王子凯

三版责编：李 琰 杨 迅 张远南

四版责编：胡安琪 栾心怡 华璐月

“老乡，这条路过不了，请绕行。”7 月 6 日

中午，四川巴中通江县通往达州万源市方向

的省道上，一辆载货卡车在万源市竹峪镇刘

家坪村值勤点被拦下。万源市公安局竹峪派

出所所长熊宗杰赶紧上前劝说：“前面涵洞塌

方了，只能绕行。”

入夏以来，达州市进入汛情高发期。7 月

1 日至 4 日，达州渠江流域普降大到暴雨、局

地大暴雨，达州万源市、渠县、宣汉县、达川区

等地不同程度受灾。

达州迅即启动应急预案，党员干部冲锋

一线，科学调度、抢险救灾，全力确保受灾群

众得到妥善安置，努力减少灾情对生产生活

的影响。“我们坚持提前防范、预泄腾库，目前

在今年两次大的汛情中无一人伤亡，努力将

各类损失降到最低。”达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相关负责人说。

7 月 2 日凌晨 1 时许，随着一声炸雷，达州

多地普降暴雨。不到 5 个小时，竹峪镇河道水

位暴涨，竹峪中学附近街面被全部淹没，店铺

最高进水位超 3 米。

“老乡都转移出来没有？”2 日凌晨 3 时，

熊 宗 杰 手 持 对 讲 机 ，一 遍 遍 核 对 转 移 群 众

人数。

“都转移出来了，一个不少！”听到全部安

全转移的消息，熊宗杰才松了一口气。

此前，1 日中午 1 时，在接到预警信息后，

竹峪镇党委书记张文军按照预案下达防汛任

务：“必须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到第一

位，做到该转移的全部转移，能就近安置就就

近安置。”随即，“党员应急小分队”“退役军人

志愿服务队”纷纷组建到位，挨家挨户展开人

员撤离工作。

据介绍，经达州市委、市政府科学调度、

统筹指挥，公安、消防、应急、水务等部门全力

参与、通力配合，截至目前，全市紧急避险转

移 13963 人，紧急转移安置 2573 人。

达 州 河 网 水 系 发 达 ，除 了 巴 河 、州 河 、

渠江三大河流外，还有 3 条重点河流、8 座重

点 水 电 站 、509 座 水 库 ，这 关 系 到 全 市 22 个

重 点 防 洪 场 镇 ，以 及 1443 处 山 洪 灾 害 危 险

区 。 当 地 相 关 部 门 加 强 值 守 ，确 保 预 泄 精

准精细。

1 日 11 时 34 分，达州市气象台发布暴雨

蓝色预警。在达州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工

作人员罗力菠紧盯着屏幕前不断滚动的数

据：“全市大部累积雨量超过 50 毫米，191 站

超过 100 毫米，其中 8 站超过 250 毫米。”

中午，达州地质灾害风险预警升级为黄

色。从这一天开始，罗力菠将被褥打包到了

办公室，以便时刻掌握各水文站的流量和区

域降雨情况，及时与上游的巴中平昌县各水

文站进行数据对接，做出预泄腾库判断并发

出指令。

正是因为有了一道道预判指令，在 7月 3日

第一波洪峰来临前，几个大中型水电站已预

留防洪库容 2.65 亿立方米，为减轻渠江下游

损失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夜，罗力菠工作

到凌晨 4 时。

达 州 市 水 旱 灾 害 防 御 中 心 主 任 唐 印 介

绍 ，强 降 雨 期 间 ，全 市 共 发 出 预 警 信 息

8594 条。

为保障受灾群众生产生活，达州市出台

《灾害性天气受威胁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工作

的实施意见》，明确“县包乡、乡包村、村包组、

干部包户”的包保责任，并对紧急避险转移群

众实施生活补助。

在位于巴河沿岸的香炉村，201 户农户不

同程度受到洪水冲击，受灾面积 120 余亩。村

委会主任黎胜和村干部每天巡查，在统计灾

情的同时组织人员进行生产自救。目前，全

村灾后重建正稳步推进。

四川达州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科学调度 压实责任
本报记者 王明峰 本报通讯员 李道全

核心阅读

开发集约低碳的深远
海养殖模式、建设海上风
电等清洁能源项目……近
年来，福建立足自身能源
资源禀赋，加快节能降碳
技术研发与利用，推动绿
色低碳产业不断发展。

近日，游客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那拉提空中草原游玩。

盛夏的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巍峨，草木茂盛，吸引了众多游客。 韩 峻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