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名单公布

本报电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第三批 38 个美丽河

湖优秀案例，包括北京清河、江苏扬州芒稻河、江西赣州

寻乌水等。

这些案例在统筹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治理等方面

取得良好成效。比如，北京清河、天津蓟州区州河等注重

“三水”统筹、系统治理，构建水生态环境保护新格局；安

徽青弋江（宣城段）、广东佛山高明河等注重将生态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美丽河湖是美丽中国在水生态环境领域的集中体现

和重要载体。自 2021 年以来，生态环境部组织开展美丽

河湖优秀案例征集活动，已评选了 3 批共 94 个优秀案例，

对全国水生态环境保护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借鉴作用。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印发实施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行

动方案，引导各地因地制宜、系统施策，共同推进美丽河

湖保护与建设。 （寇江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

在气候变化挑战面前，人类命运与共。我国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上升为

国家战略，明确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承担了大国责任、展现了大国担

当。近年来，我国坚持一手抓“减缓”，一手抓“适应”，以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为

引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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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绿色转型，增强气候韧性，不断提升经济社

会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应对气候变化取得哪些进展成效？如何科学应对气候变化？记者近日就

这些问题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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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绿发展向绿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2024 年 6 月 9 日至 18 日，福建省

出现长达 10 天的持续性强降水，全

省气象部门强化“1262”递进式气象

服务机制，暴雨红色预警 100%“命

中”，平均预警时间提前 86 分钟，全

省累计转移群众 7.14 万人次，最大程

度地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什么是递进式气象服务机制？

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

司长王亚伟解释，递进式气象服务

是指在气象灾害演进发生的不同阶

段 ，逐 渐 精 准 确 定 时 空 范 围 ，分 级

别、分区域提供针对性气象预警，有

效支撑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分阶段

启动相应的应急措施。

福建的“1262”递进式气象服务

机制，是指提前 12 小时、6 小时、2 小

时分级分区分类精准指挥。当重大

灾害性天气来临并预估造成重大灾

害时，还将启动高级别预警“叫应”

机制，福建当地的“12379”预警电话

将自动“叫应”各级防汛责任人，促

进及时转移群众。

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

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增强，给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威胁，给经

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不断加剧。

开展气象早期预警是防范气候

风险的重要举措。

经过多年实践，我国气象部门

创新性地建立了递进式气象服务机

制和高级别预警“叫应”制度，实现

了与应急管理、水利、农业农村等多

个部门的协同联动，确保从国家到

地方的应急一体化，形成了“精准预

警+快速响应”的防灾减灾新模式。

目前，31 个省份均已出台条例

及规范性文件，明确建立以气象灾害

预警为先导的应急联动机制，递进式

气象服务机制和高级别预警“叫应”

制 度 实 现 全 国 覆 盖 。 自 2023 年 以

来，气象部门累计“叫应”各级党政领

导、防汛等主要应急责任人超过 120
万人次，为把握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主

动权争取到了宝贵时间。

实现早期预警，监测预报预警

能力是基础。

近年来，气象部门不断织密观

测网络、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服

务能级，加快推进科技能力现代化，

持续提升监测预报预警能力。

目前 ，我国已建成由 9 颗在轨

风云气象卫星、546 部天气雷达、7
万余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世界

上规模最大的地空天立体综合气象

观测系统。气象“芯片”数值预报模

式实现从引进吸收到自主研发的重

大转变，“风清”“风雷”“风顺”3 个人

工智能气象预报大模型部分性能指

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智能网格天

气预报系统空间分辨率精确至全国

5 公 里 。 暴 雨 预 警 信 号 准 确 率 达

93%，强对流预警提前量达 43 分钟。

台风 24 小时平均路径预报误差最

小 62 公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

目前，气象预警信息发布公众

覆盖率达到 99.1%，气象服务已成为

国内覆盖面最广、满意度最高的公

共服务之一。

前段时间，一批中国援赠的智

能气象观测设备抵达巴基斯坦，此

前中国气象局与巴基斯坦气象局已

联合打造定制综合云端早期预警系

统。“通过云端早期预警系统，我们

能够通过使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和 更 多 的 模 型 来 开 展 天 气 预 报 工

作。”巴基斯坦气象局专家巴扎尔·

奇玛表示。

不仅在巴基斯坦，我国气象早

期预警模式开始走向世界。

在不久前闭幕的《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

大会（COP29）期间，我国发布了《早

期预警促进气候变化适应中国行动

方案（2025—2027）》，明确将助力提

升发展中国家早期预警和适应气候

变化能力。

开展早期预警   有效防灾减灾
本报记者   李红梅

千年古树萌发新芽，彰显出

蓬勃的生命力。近日，江苏省南

京市绿化园林局最新一次古树名

木普查情况显示，全市现有古树

名木总体生长良好。其中，一棵

树龄 1500 多年的“六朝松”，通过

专家多次“会诊”和养护团队的日

常管养，部分恢复生长势。

陕西延安市黄陵县轩辕庙里

的黄帝手植柏，树龄 5000 余年，

依然冠盖蔽空，高可凌霄；广东江

门市新会城区天马村河中的水榕

树，独木成林，栖息着数以万计的

鸟类……古树名木，被誉为“绿色

的国宝”“有生命的文物”，承载着

中 华 文 明 的 悠 久 历 史 和 灿 烂 文

化，寄托着广大人民群众的乡愁

情思，延续着优质的生物基因，是

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

和生态资源。

第二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

果显示，我国现有古树名木 508.19
万株，其中散生在广大城乡的有

122.13万株，以古树群形式分布的

有 386.06 万株，5000 年以上的古

树有 5 株。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是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实

践，是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

内在要求，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途径。

葱葱古树，需绵绵守护。科

学管护古树名木是一项系统性工

程，首先要摸清“家底”，并在此基

础上，不断走向法治化、规范化、

精准化。

我国每十年组织开展一次古

树名木资源普查，并适时开展补

充调查，掌握资源底数和管理状

况，为古树名木建档立卡；新修订

出台的森林法首次在法律层面将

保护古树名木列为专门条款、多

个省份及城市出台相关地方性法

规、推动古树名木保护纳入林长

制督查考核；“全国古树名木智慧

管理系统”让普查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全部实现落地上图，

数据完整性、准确性、规范性大幅提升……近年来，我国

在资源普查、制度建设、数字赋能等方面持续发力，切实

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取得了明显成效。

北京建立古树种质资源保存圃，福建探索“林长+检

察长”协作机制，贵州启动全省古树名木保险采购工作

……在严格落实古树名木养护责任的基础上，各地也结

合实际，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创新举措，为古树名木撑起

“保护伞”。

在城镇化不断推进过程中，为把保护古树名木与城

市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多地还探索“生境整体保护”模式，

通过打造形式多样的古树名木主题公园、绿美古树乡村、

古树小区，发布古树主题旅游线路、举办古树文化节等，

推动古树名木与社区和谐共生，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

科学管护古树名木，还需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

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2022 年起，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

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每年组织开展全国古树名木保护

科普宣传周活动，让人人关心、支持、参与保护古树名木

的理念深入人心。

守护好“绿色的国宝”，仍须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比

如现有的古树树龄鉴定方法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盗伐

贩卖古树名木案件仍时有发生；而受自然灾害、病虫害等

因素影响，一些古树名木也急需抢救复壮。未来，还应通

过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积极争取加大资金投入力

度，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保护等举措，不断完善保护管理机

制，强化保障能力建设。同时，统筹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让古树名木保护成

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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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8 月 15 日上午，广东省

深圳市气象局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

号，很快，大雨倾盆而下。

“莫大爷，我是网格员小赖，这几

天降雨比较大，我们过来帮您检查一

下房屋墙体有无开裂情况。”深圳市

气象预警信息融入深圳社区网格管

理平台，预警一发布，街道、社区网格

站迅速将气象信息推送至“网格+气

象”五级塔式工作群。龙华区福城街

道的网格员赖育宁收到预警后，立刻

挨家挨户、对每个路面进行巡查。

从 2024 年 8 月 10 日至 21 日 20
时，深圳市气象局累计发布暴雨预

警 40 次，除个别路段出现短暂积水

外，城市整体运行平稳。

“作为资源紧约束、高强度开发

的超大型滨海城市，深圳气候脆弱

区域及脆弱人群分布广。”深圳市生

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张学凡说，探索

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深圳坚持以

科技力量全面增强气象灾害监测预

警、应急救援等能力，将气候治理融

入社会治理智慧化管理系统，全面

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我 国 一 贯 坚 持 减 缓 和 适 应 并

重，将主动适应气候变化作为实施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的重要

内容。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

司长夏应显介绍，各部门、各地方积

极采取行动，强化地方行政区域和

重点领域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力度。

截至目前，全国绝大部分省份已印

发实施本地区的行动方案。生态环

境部在全国范围内遴选 39 个城市

作 为 深 化 气 候 适 应 型 城 市 建 设 试

点，积极探索气候适应型城市的建

设路径和模式，同时积极推动气候

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强化黄河流

域、青藏高原等重点区域适应气候

变化工作。

2024 年 2 月，《深圳市适应气候

变化规划（2023—2035 年）》发布，提

出了建设气候适应型城市的 17 项

具体指标，并以“更安全、更韧性、更

宜居、更智慧的深圳”为愿景，提出

筑造更安全的城市基底、塑造更韧

性的城市系统、营造更宜居的城市

环境、打造更智慧的城市管理等四

大领域重点任务。

在深圳市环境税务集团监测预

警指挥中心，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打

造的智慧水务运营新模式——“深

水云脑”，让“从源头到龙头”的全网

实 时 监 测 和 动 态 全 局 分 析 成 为 现

实，极大提升了城市供水保障能力

和极端气候下的风险控制水平。

“它可以全天候监测全市 50 多

座水厂，对超过 8000 公里的供水管

道 和 1058 个 监 测 点 位 进 行 持 续 监

控和分析计算，预测未来 1 小时的

水压及水量变化，实时更新调度指

令。”中心工程师张素琼介绍，基于

历史爆管数据，“深水云脑”设置多

级压力报警阈值，自动捕捉压力突

变 ，有 效 预 警 并 处 理 爆 管 事 件 。

2023 年 ，深 圳 市 管 网 漏 损 率 降 至

5.1%，远低于国内平均 15% 的漏损

率，节水高达 8157 万吨。

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建成区

海绵城市比例达 55%；增强“城市生

命线”气候防护能力，已建和在建综

合管廊总里程达到 396 公里；加强

“绿美深圳”建设，打造全域公园城

市，累计建成各类型公园 1290 个，公

园绿地 500米服务覆盖率超 90%……

目前，深圳正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持续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落实《国家

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着力完善

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加强气候

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强化适应气

候变化行动力度，提升重点领域和

关键区域气候韧性，积极防范气候

风险。”夏应显表示。

完善城市管理   增强气候韧性
本报记者   程远州   寇江泽

山东省东营市东部离岸 8 公里

的开放海域，连片的光伏平台向远

海延伸，源源不断的绿电送往千家

万户。近日，国家能源集团山东垦

利 100 万千瓦海上光伏电站首批项

目并网发电，这是目前全球并网发

电的最大海上光伏项目。

“项目全部并网后，预计年发电量

17.8亿千瓦时，大约能满足 267万城镇

居民一年的用电量，相当于节约标准

煤 50.38 万 吨 ，减 少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134.47万吨。”项目负责人王林介绍。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积极行动。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公众环境研

究中心前不久发布的《应对气候变

化的中国良好实践》报告显示，我国

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上升为国家战

略，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产

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以抓

铁有痕的韧劲推进“双碳”工作，从

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转型成

为重要贡献者和引领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年均

3.3% 的 能 源 消 费 增 速 支 撑 了 年 均

6.1% 的经济增长，2023 年能耗强度、

碳 排 放 强 度 比 2012 年 分 别 下 降 超

过 26%、35%。“我国加快构建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大力推行绿

色生产方式，推动能源革命和资源

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在发展中降碳、在降碳中实现

更高质量发展。”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主任马军表示。

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低碳化。

2023 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

费总量比重增长至 17.9%，煤炭消费

占比从 2013 年的 67.4% 降至 55.3%；

新能源装机规模连续多年稳居世界

第一，约占全球的 40%。2023 年，可

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 15.16 亿

千瓦，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约占全

社会用电量的 1/3。

制 造 业 绿 色 低 碳 转 型 成 效 显

著。2012 年以来，规模以上工业单

位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超过 36%。

全国累计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 5095
家、绿色工业园区 371 家。2023 年，

全国铁路、水路货运量占全社会货

运 量 比 重 ，分 别 由 2018 年 的 7.8%、

13.6% 增至 9.0%、16.8%。大宗货物

绿色疏运比例稳步提升。

全 国 碳 市 场 体 系 建 设 加 快 推

进。 2021 年 7 月，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正式

上线交易，覆盖年二氧化碳排放量

约 51 亿吨，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

量的 40% 以上。 2024 年初，全国温

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启动，生

态环境部首批发布造林碳汇、并网

光热发电、并网海上风力发电、红树

林 营 造 等 4 项 自 愿 减 排 项 目 方 法

学，并组织编制煤矿瓦斯利用和隧

道照明节能方法学，支持甲烷利用、

交通节能等领域发展，进一步扩大

市场支持领域。

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巩固提升。

我国持续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近 20 年来为全球贡献了约 1/4 的新

增绿化面积，人工林面积居世界首

位，森林覆盖率超过 25%，森林蓄积

量超过 200 亿立方米。2012 年以来，

累计实施湿地保护项目 3400 多个，

新增和修复湿地 80 余万公顷，累计

完成 40 余个红树林、盐沼、海草床典

型分布区碳储量调查。

“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全面

推动国家自主贡献实施并取得积极

成效。”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

司长夏应显表示，目前中国正在研

究制定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我们将基于国情，在可持续发展框

架下，按照《巴黎协定》及去年通过

的“阿联酋共识”，于 2025 年适时向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

通 报 2035 年 国 家 自 主 贡 献 。 中 国

将继续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

战略，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全

球绿色低碳、气候韧性和可持续发

展作出贡献。

加快绿色转型   降碳成效显著
本报记者   寇江泽

图①：江苏省南通高新区南通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内，工人正在生产储能产品。  
翟慧勇摄（人民视觉）  

图②：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酒谷湖公园美景

如画。这家公园是泸州市海绵城市公园建设的重点项

目。 刘学懿摄（人民视觉）  
图③：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太阳镇顺发太源光伏电

站，光伏板沿山铺设。 胡建强摄（人民视觉）  
③③   

①①   

②②   

科学管护古树名木
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首
先要摸清“家底”，并在
此基础上，不断走向法
治化、规范化、精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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