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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十分重视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
建设。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
发布 《“十四五”循环经济发
展规划》，提出了新的目标：到
2025 年，我国资源循环型产业
体系基本建立，覆盖全社会的
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基本建成，
主要资源产出率比 2020 年提高
约 20%，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
源消耗、用水量比 2020 年分别
降低13.5%、16%左右。

这些明确目标也给经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高要
求。节约资源也是发展生产力，
是最有效的环境保护，是统筹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大举措。节
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对
于我国这样人多地少的国家具
有重要意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是实
现“两山”的关键。如何实现并构
建资源节约型社会呢？笔者有以
下建议。

重 视 可 再 生 资 源 循 环 利
用。要构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
体系，建设资源循环型社会，
尤其要注重社区的参与。过去
一些社区设有废品收购站，分
类回收头发、玻璃、牙膏皮、
旧电池、纸片、废铜烂铁等，
而 可 降 解 材 料 则 作 为 肥 料 利
用，全民参与，在源头实现垃圾分类利用，今
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从乡村振兴的角度来
说，要重点关注废旧农用物资回收利用问题，
鼓励乡镇层面的回收和资源化利用举措。

现代可再生资源利用须从资源开采、资源
利用效率、资源再生等不同环节下功夫。资源
开采应确保对环境破坏降到最低；资源利用效
率要在现有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做到物尽其
用；资源再生则充分利用废弃的物质“二次采
矿”，从而减少对原生自然资源的挖掘；另外，
在废旧金属再生利用上，要提升高质量循环利
用能力。

大力发展低碳、生态循环型农业是节约资源
的重要举措。深化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建立循环
型农业生产方式，需要大幅度考虑农药、化肥、地
膜、激素、除草剂等的减量，创新生态农业实践，
注重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增
效，并通过提供健康农产品，从源头保障公众健
康。生态循环农业利用自然界中各种要素，如秸
秆、动物粪便、人粪尿、园林废弃物、菌棒、酒糟、
剪枝、屠宰厂与渔业废弃物、城乡可降解生活垃
圾等，作为有机肥生产粮食作物，对于推动“碳中
和”目标的实现有巨大帮助。除此之外，生态循环
农业还包括节水灌溉、恢复生态平衡、传统种质
资源繁育与可持续利用、生态农产品收储等内
容，都是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需要着力的
领域。

避免食物浪费。针对过去比较普遍的食物
浪费现象，我国已于今年4月出台了《反食品浪
费法》，全面推动厉行节约、反对粮食浪费。提
倡光盘行动无疑是很好的举措，但笔者认为，
还必须提高食品的品质，尊重农民的劳动，推
动优质优价的良性循环。

逐步减少一次性用品，提升公众意识。如
今习以为常的一次性餐具、洗刷用具，农田里
的一次性地膜，礼品乃至书籍一次性的包装材
料等，都是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带来的塑料环
境污染不容忽视。笔者建议，未来可从资源税
上加大对于一次性用品生产和消费的征收力
度，以鼓励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建
设。从消费端来看，要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
式，如鼓励消费者形成自带日常用具的习惯，
形成用生物质材料替代目前广泛使用的农田地
膜等。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位于西藏日喀则市仁布县德吉林
乡的“圣湖”雍泽绿措，距离拉萨近
200 公里，碧绿的湖面仿若一块高居
山顶的翡翠。然而，伴随着络绎不绝
的游客和朝圣者，雍泽绿措周遭甚至
湖里的垃圾也开始陡增。

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和缺氧
高寒的气候，使得垃圾降解比普通地
区更为艰难。而由于高原景点位置险
峻，像雍泽绿措这样的景区清理垃圾
难度极高，许多环保人士及当地居民
开始自发组织清理垃圾。

39岁的白马嘉措是美丽公约拉萨
格桑花志愿服务队的一员，自 2013
年开始自发清理藏区垃圾至今，他已
经做了 8年的环保志愿者。听闻雍泽
绿措的污染状况，今年6月10日，白
马嘉措和四名志愿者伙伴决定拿出三
天的时间，从近 200公里外的拉萨出
发，自驾到雍泽绿措。

由于山路险峻无法驱车，五名
志愿者只好从山下徒步 1个多小时走
到湖边。然而，湖边的景象却让他
们无比震惊——不止湖岸上垃圾遍
布 ， 许 多 垃 圾 都 被 扔 进 “ 圣 湖 ”
里，他们只好挽起裤腿赤脚走进湖
里打捞。五名志愿者拿着自己带来
的大麻袋，将塑料瓶、易拉罐等垃

圾装进麻袋里，沾满泥污的哈达捞
起 来 直 接 湿 乎 乎 地 缠 在 自 己 的 身
上。“这些垃圾沾了水变得特别特别
沉，”白马嘉措说，“我们每个人衣
服都湿透了，扛着百十斤的垃圾来
来回回装满了30多个大麻袋。”

近 7个小时驱车前往圣湖，借宿
寺庙两晚，1个多小时徒步上山，连
续 13 个小时捡拾打捞，清理出 30 多
个麻袋的湿水垃圾，1个多小时扛着
百十斤的垃圾徒步下山，再驱车近 7
个小时返回拉萨，看起来难以完成的
清理任务，在五名美丽公约志愿者的
坚持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在当地
村民的帮助下，他们把这些垃圾扛到
了山下的垃圾回收站。

“这么多垃圾，这么累，期间没
有想过放弃么？”笔者问白马嘉措。
他说，是“还圣湖一片翠绿”的信念
支撑着他们完成了这次清理。志愿者

们徒步回去的路上，回望自己清理后
的雍泽绿措，发现圣湖呈现出“爱
心”的形状，仿佛在向他们表达感激
和敬意。

在西藏，像白马嘉措这样的环保
志愿者还有很多。笔者采访到美丽公
约拉萨格桑花志愿服务队的队长次丹
普赤，她告诉笔者，像这样的捡垃圾
行动，他们已经坚持了好多年，几乎
每个周日都会进行或大或小的清理工
作，没有任何经济报酬。从前这些行
动都是自掏腰包，无论路途多远多
难，志愿者们一起凑油费、买麻袋，
协调时间也要参加。

次丹普赤说，对于他们这些在
高原山地长大的人来说，清理工作
也不像想象中那般容易——由于西
藏地区交通不便，多数清理工作需
要他们天没亮就起床，驱车几个小
时外加徒步才能到达；许多景区由

于高寒天气多冰雪路滑，扛着垃圾
摔倒是家常便饭；许多人把垃圾扔
到看不到的危险角落，他们有时候
身上绑着绳子，爬到危险的角落里
才能捡出这些垃圾……

问及为何把这项艰巨的工作坚
持 了 这 么 多 年 ， 次 丹 普 赤 对 笔 者
说，“这是我们对自己家乡的责任！
我们要身体力行地给孩子们作出榜
样……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我
们做的事情，加入到改善环境的行
列中来，把对环境负责内化成一种
义务和习惯，留给后代一片纯净的
土地”。

美丽公约文明旅游专项基金是
中 国 少 年 儿 童 文 化 艺 术 基 金 会 于
2013 年创立的。美丽公约守护第三
极公益行动 2019 年 5 月起，由西藏
自治区旅游发展厅主办，至今已有
两年时间。西藏本地居民自发组建
志愿者服务队，有 6500 多名志愿者
参与了清理行动。两年来，回收高
原失控塑料垃圾 38 吨，超过 144.4万
个塑料瓶。塑料垃圾集中分类后，
经过清洗、粉碎、打包，运往内地
进 行 精 细 加 工 ， 制 成 纱 线 纺 成 布
匹，最后制作成志愿者服装反哺给
一线志愿者。

争当志愿者

工作闲暇之时，
将自己投身到环保公
益行动中，正在成为
许多中国人的一种生
活方式。

在 北 京 延 庆 ，
“环保奶奶”贺玉凤
20余年志愿守护母亲
河的故事已在当地传
为佳话。贺玉凤是位
土 生 土 长 的 延 庆 农
民，已过花甲之年，
她20多年如一日捡拾
白色垃圾 40 余万个，

成为延庆妫水河两岸的义务环保践行志愿者。榜样的力
量是无穷的，在她的引领下，“延庆乡亲”志愿者团自
发形成，大家用行动打造着美丽延庆。

炎炎夏日，酷暑难耐，在全国各大海滩和海岸线
上，志愿者们弯腰俯身，挥汗如雨，一点一点地将玻
璃、塑料瓶、泡沫、渔网等垃圾拾捡起来。部分海洋垃
圾在风吹日晒、海浪冲击等自然因素作用下破碎成体积
较小的碎块，又被海浪冲回到海滩上，更加大了拾捡的
难度。但是志愿者们不畏辛苦，即便是一块小小的塑料
泡沫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这是近日启动的“净海大作战”全国净滩联合行动
的一个场景。此次活动旨在通过联合全国各环保机构，
在同一时间段开展清理海滩垃圾行动。第一个活动周，
参与人数达到 2782 人，整个活动历时 23 天，参与人数
7468人，覆盖了 22个省份、46个城市、131.5千米海岸
线，共清理失控垃圾23.2吨。

为鼓励民众参与到环保行动中，中国出台《志愿服务
条例》和《“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
识行动计划（2021-2025年）》。在国家支持下，公众参与生
态志愿服务的热情越来越高，志愿者服务日臻成熟。

注重绿色消费

买环保型衣物、选有机食品、用节能家电、共享网
约出行……现代人越来越注重绿色消费。国务院近日印
发《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
导意见》，提出到 2025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
系、流通体系、消费体系初步形成。

辽宁市民刘女士告诉笔者，在超市购物时，她一般
会选择有机食品，因为家里有老人和孩子，饮食安全很
重要。有机食品比普通产品会贵一些，但她觉得有机产
品绿色环保，有保障。

笔者在北京朝阳区一家大型超市看到，标有“有
机”“无公害”的食品柜台受人青睐。纪萍等几位女士
背着朴素的布袋在购买商品，她们告诉笔者，这样可以
反复使用，避免使用塑料袋造成浪费。

在南京一家4S汽车店，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小凤女士
卖掉了自己原先的燃油车，准备入手一台绿色新能源
车。她说，国家对新能源车有许多补贴，买下来划算，
更主要的是行驶起来还能保护环境。

生活中，年轻的消费者们也比较注重节能产品。一
位唐教授告诉笔者，她的儿子是“90后”，结婚时选择
用品注重“再生”“循环”等元素。在灯具和家电上选
择节能产品，价格贵些，但可以节约不少电费，而且用
起来也踏实。

标有能效标识的洗衣机、冰箱和热水器等家电产品
现在已成为消费者的首选。拼多多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该平台上节能类大家电的消费人群、消费金额同比增
长35%、41%。

为减碳做贡献

2020年，中国向世界做出承诺，提出力争在2030年
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中国开
启了低碳发展的新征程。踏上低碳发展新征程，除了体
制机制建设，还要引导居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碳达峰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中国生态环境部宣
传教育中心主任贾峰表示，节能减排需要全民动员，让
每一个中国人成为减碳目标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
局外人。

交通出行是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各
地通过开展绿色出行和公交出行等主题宣传活动，引导
公众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等绿色出行
方式，降低私家车通行总量，提升城市绿色出行水平。

“上班不开车，绿色出行益处大。”北京市一位公务
员在接受笔者采访时由衷地说，“骑行的最大好处就是
不用担心堵车，每天上班可以感觉到天空的变化，心情
愉悦，还能为减少碳排放做贡献。”

2020年3月，《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
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 出台，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
部、中宣部、财政部等二十三个部门联合发文，提出要
建立健全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品的推广机制，并鼓励公

交、环卫、城市邮政快递作业、城市物流等领域新增及
更新车辆采用新能源汽车，以此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
进产业绿色发展。

2020年，我国延长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开展新能源
汽车下乡活动，新能源汽车销量比上年增长 10.9%。在国
家政策导向支持下，许多银行积极参与到新能源汽车的
推广活动中。日前，中国银行桂林分行选定了比亚迪、威
马、哪吒、广汽传祺、大众四个品牌开展试驾活动。

客户从临桂出发，驾车前往阳朔凤凰山水尚境。大
家一边观沿途山水，一边充分感受和了解新能源的“绿
色”“低碳”“环保”的性能。特邀嘉宾蒋先生谈到感受
时说，新能源车与平时开的燃油车的区别是特别智能，
不管是语音控制还是自动驾驶都特别棒。

推行“光盘行动”、禁止过度包装、治理快递垃圾、倡导绿色出行、分类处置生活垃圾、购买环境友好
型产品……建设美丽中国要求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以绿色生活的方式实现和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
转”。如今，“绿色生活，从我做起”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其行动也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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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省常宁市胜桥镇苍坪村，游客一边骑行，
一边赏荷花。 周秀鱼春摄 （人民视觉）

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桠溪街道瑶宕村百亩生态茶
园里，志愿者用卡片投放等方式向茶农宣传垃圾分类
知识。 高晓平摄 （人民图片）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钟管镇中心幼儿园培养孩子们勤俭节约、反对浪费的习惯。王 正摄 （人民图片）

清理雍泽绿措的五名志愿者。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