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刘梦妮

2018 年 6 月 6 日

星期三

家 园

“我们都是洞庭儿女，保护母亲湖生态环
境，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将坚守在洞庭
湖一线，让隐匿的污染破坏无处遁形……”3
日，21 位民间湖长正式加入保护洞庭湖的行动
者队伍。

6 月 5 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环境日
的主题是“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旨在推动社
会各界和公众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使我们
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
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开展了一系列根本
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
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加强法治建设，建立并
实施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大力推动绿色发
展，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
计划，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
全局性变化。

行动方能带来改变。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
人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应该做践行者、推动者。
近年来推动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力量中，

既有党委、政府坚定治污的铁腕政策，更有人们
春节少放一挂鞭炮、每天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少
用一个塑料袋、节约一粒粮食的具体行动。

日前发布的《 2017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
报》显示，相比 2013 年，去年全国 PM10 平均浓
度比 2013 年下降 22 . 7%，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等重点地区 PM2 .5 平均浓度下降了约三成。

过去五年，我国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水质
稳定。随着各地不断加大水污染治理，一些以前
让人不敢近身的臭河沟变身风景宜人的滨水绿
道；饮用水环境安全隐患得到整治，百姓的“水
缸子”更加安全。

行百里者半九十。必须要看到，尽管我国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出现了稳中向好趋势，但
成效并不稳固。粗放发展的惯性思维是一个巨
大的挑战，污染防治仍需继续攻坚，一些地方生
态恶化趋势尚未遏制，全社会绿色发展方式和
生活方式还未形成。

比如，快递、外卖在便利了人们生活的同时
产生了大量包装废物；“限塑令”实施 10 年了，

但在一些小型市场、商铺，超薄塑料袋、不可降
解塑料袋等依然是包装“主角”。甚至，“潜龙三
号”潜水器在 3900 多米的深海都拍摄到了塑料
垃圾。浪费现象也仍然随处可见。办公室的灯和
电脑常亮，餐馆、食堂大量被倒掉的饭菜也显示
“餐桌上的浪费”现象亟须改善。

“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

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间，则必物
暴殄而财乏用矣。”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
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奢侈消费造成的。

不久前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
循环利用，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
接，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
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

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个人都是绿色发展

的一分子。只有每个企业的生产方式更绿色，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更绿色，我们的发展才能
更绿色。

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当天，由生态环境
部等多个部门共同发布的《公民生态环境行
为规范(试行)》，为每个人树立了一个绿色行
动标杆。

你可以去超市的时候少用一个塑料袋，
减少地球的塑料污染；你可以在炎炎夏日，把

空调温度稍微调高一点，节约宝贵的能源；你
可以对野生动物制品说“不”，为这些生灵留
下更多生存空间；你可以随手拿起手机，举报
家门口那家污染企业……

只要我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携手同行，
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个天更蓝、水更
清、生态更美好的美丽中国就一定能在我们
手中变成现实。 (记者高敬、董峻)

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电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写在 2018 年世界环境日之际

新华社长沙 6 月 5 日电(记者史卫燕、高
敬)今年 6 月 5 日是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规定
的第 4 个环境日。当日，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
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五部门，在
2018 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主办地长沙
联合发布《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

据了解，规范的编制和发布旨在牢固树立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强化公民生态环境意
识，引导公民成为生态文明的践行者和美丽中
国的建设者。

行为规范包括关注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
源、践行绿色消费、选择低碳出行、分类投放垃
圾、减少污染产生、呵护自然生态、参加环保实
践、参与监督举报、共建美丽中国等十个方面。

规范贴近生活，操作性强。比如，在节约能
源资源方面，规范提出合理设定空调温度，夏季

不低于 26 摄氏度，冬季不高于 20 摄氏度，及
时关闭电器电源，多走楼梯少乘电梯，人走关
灯，一水多用，节约用纸，按需点餐不浪费等
朴素而具体的要求。

在活动现场，五部门部署开展了“美丽中
国，我是行动者”主题实践活动。提出从 2018
年到 2020 年，各地要在学校、社区、企业和农
村等场所按照“宣传动员”“深化推进”和“总
结提升”三步走战略，积极开展“美丽中国，我
是行动者”主题实践活动。活动提出，通过三
年不懈努力，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公众生态环境素养显著提
升；把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转化为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成为美好环境的坚定捍卫者、
美丽中国建设的积极践行者，生态文明观在
全社会基本树立，形成人人争做美丽中国建
设行动者、共同守护绿水青山良好局面。

《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发布

6 月 5 日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
境部发布的环境日主题是“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目的是推动社会公众积
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从我做起，人人
行动，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
国。

大道至简。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
之策，就包含在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
“保护环境，从我做起”八个字里。从我
做起，不是从嘴皮子做起，而是要从整
个生活方式特别是消费方式的根本改
变做起。

马克思说，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
上的那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
他开始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是一
样。因此消费不仅是人的一种生理需
要，也是人的存在方式。油盐酱醋、衣
食住行、生老病养，我们生活的每一刻
都在消费着资源与环境。人类必须在
自身的消费行为与对各种资源的养护
之间保持适当尺度。如果消费欲望无
限度增长，必将对自然系统造成毁灭
性破坏。正如生态学名著《我们共同的
家园——— 地球》提出的：消费问题是环
境危机问题的核心，人类对生物圈的
影响正产生着对环境的巨大压力，并
威胁着人类持续生存。

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态环境，同
我们每个人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密切相
关。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过
度开发、粗放利用、奢侈消费造成的。

如果我国现代化建设走美欧走过的老
路，消耗资源、污染环境，再有几个地
球也不够消耗，那是难以为继的，是走
不通的。我们必须要走出一条新的发
展道路，即一条尊重自然、地球友好型
的新路。

生态文明建设一刻也离不开制度、体系建设。而任何
制度、体系归根到底是由人来建立并由人来执行的，所以
“靠制度”与“靠人人”是统一的。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
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能是你我他全体中国人筚路
蓝缕、胼手胝足创造出来。特别是在我们生活逐步富裕起
来之后，更要富而好礼、富而好俭。通过践行节约适度、绿
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实现人人向往的绿色美好
生活。 (记者王立彬)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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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0 日，石
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
的孩子们在表演“环
保服装秀”。

新华社发（张震摄）

北京市丰台区
卢沟桥乡郭庄村 74
岁的居民王凤琴在打
理自家阳台的鲜花

（6 月 1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欣摄

▲赣江沿岸，南昌市珠市小学的孩子们在“清洁母亲河低碳环保行”活动中捡拾垃圾（6 月 3 日摄）。 新华社记者万象摄

新华社武汉 6 月 5 日电(记者徐海波)修路架桥在带
来交通便利的同时，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扬尘、噪音和水
体污染？5 日，来自武汉 100 多个建设工地的项目经理齐
聚武汉四环线中建三局基础设施公司施工现场，观摩这里
“生态公园”般的建筑工地，学习环保知识和绿色施工技
术，并共同开展在建工地环境污染风险排查治理，一起向
污染“宣战”。

作为“百湖之市”武汉最大的交通工程，武汉四环线穿越
了长江、汉江和 20 余个重要湖泊，风景秀丽，被誉为汉版的
“加州一号公路”。然而，建筑施工是否会对水体造成污染？

记者 5 日在武汉四环线墨家湖互通立交建设现场看
到，与传统工地尘土飞扬、机器轰鸣不同，这里整洁干净，清
爽宜人。波光粼粼的墨家湖上，一座长近千米的钢栈桥蜿蜒
向前，栈桥桥面没有沾满泥土、污水横流，栈桥两侧湖水清
澈。栈桥不远处，一群水鸟飞翔嬉戏。

施工方、中建三局基础设施公司北四环线项目经理陈
兵介绍，为避免对水质的侵害，施工中运用了 17 项绿色新
技术。在涉水区域全部采用钢栈桥作为便道、钢平台作为施
工平台，减少湖泊占用；水中桥墩施工，承台、墩身钢模板拼
接严密，沿钢平台设置隔油带，放置移动垃圾箱和移动厕
所，不让废水、垃圾、污油流入湖中。

除水质保护外，建设工地上常见的扬尘和噪音污染，在
武汉四环线工地上亦不见踪影。记者了解到，项目现场设置
有扬尘和噪音监测系统，一旦发现 PM2 . 5 和噪音超标，系
统便会自动报警，并指派相关技术人员迅速处理。同时，搅
拌站粉尘处理采取全封闭式厂房，内置自动喷淋降尘系统，
确保带有粉尘的气体不直接排入大气。

此外，武汉四环线建设工地还通过设置三级沉淀池、洗
车槽等充分利用收集雨水，用于冲洗车辆、降尘喷淋和清洗
便道等，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陈兵介绍，养护一片箱梁以
前需 100 吨市政水，通过循环利用，至少节省了 90% 的水。

绿色新技术助力武汉

把工地变“生态公园”

新华社内罗毕 6 月 5 日电(记者王小鹏)6月
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主题是“塑战速决”。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海洋处项目官员海迪·萨韦利·索
德伯格当天在肯尼亚内罗毕接受新华社记者专
访时说，中国是联合国人口最多的会员国，可在
抗击塑料污染议程方面担当引领者角色。

索德伯格说，她很高兴看到上个月中国召
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提出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将抗击污染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
希望更多国家能够朝着这个方向行动。

她说，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塑料污染问题极
为严重，未来 10 年塑料产量预计还会继续增
加，人类必须迅速行动并抓住一切机会扭转目
前的局面。

世界环境日网站日前发布的声明显示：全
球每年使用 5000 亿个塑料袋；每年至少有 800
万吨塑料进入海洋，相当于每分钟就有一整辆
卡车的垃圾倾泻入海；我们在过去 10 年中生产
的塑料比整个二十世纪还多；全球每 1 分钟就
会售出约 100 万个塑料瓶；在我们产生的所有
废物中，塑料占 10%。

索德伯格表示，塑料污染严重破坏人类的
居住环境。难降解的大量塑料正在杀死海洋和
陆地上的动物，也正在影响海岸线附近不计其
数的社区。这些社区因塑料污染而蒙受经济损
失，人类健康也因这些塑料的存在而受到影响。

索德伯格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应将抗击塑
料污染当作一项重要政治议程。在治理塑料污
染方面，必须从源头抓起，如在立法层面限制一
次性塑料产品的生产和过度使用。

联合国环境署：中国可当抗击塑料污染引领者

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4 日电(记者周舟)
今年世界环境日主题是“塑战速决”，呼吁全
球关注一次性塑料污染。面对这一全球性挑
战，各国研究人员在呼吁提高公民环保意识
的同时，也试图运用技术手段减少污染，提
出“替代一批”“消耗一批”“转化一批”的技术
路线。

纤维素替代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开发
出一种廉价的可降解生物材料，可用于替代
包装中常用的塑料涂层。

研究人员介绍，这种材料源自木材或棉
花中的纤维素浆以及从节肢和甲壳动物外骨
骼中获得的壳聚糖。这两种生物材料能够非
常坚固持久地结合，由此生产的涂层材料既
防水又防油，有望用于替代美国每年百万吨
级的食品包装用塑料。

英国巴斯大学的研究人员也盯上了纤维
素，他们利用废纸中的纤维素制造了直径不
足 0 . 5 毫米的小球以替代塑料微珠，后者广
泛用于洗涤用品和化妆品中，但由于难以过
滤回收而大量流入海洋，造成污染。

据介绍，这种用纤维素制造的微珠在洗
涤剂中状态稳定，可迅速降解，不会对环境造
成污染。

把塑料“吃掉”

塑料消费量巨大，仅靠替代很难解决全
部问题。因此，设法降解塑料也是重要的技术
研究方向。

日本科学家先前发现了一种细菌，这种
细菌可产生能降解塑料制品主要原料——— 聚
对苯二甲酸乙二酯(PET)的酶。在此基础上，
美国能源部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所和英国朴
茨茅斯大学团队又意外发现了一种降解塑料
能力更强的酶。研究人员希望能够借助这种
方法“消化”更多塑料制品。

同样思路也启发了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
人员及其西班牙同行。他们发现一种叫作“大
蜡螟”的虫子能以常见的聚乙烯塑料为食。实
验显示，将大约一百只“大蜡螟”幼虫放在普
通超市用塑料袋中 12 小时后，塑料袋被吃掉
92 毫克。

研究人员计划利用这一发现找到解决塑
料垃圾问题的新方法。

转化再利用

转化利用是处理塑料垃圾的又一思路，
相关技术也在不断向前推进。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美国
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研究人员表示，他
们已在降解聚乙烯废塑料方面取得突破。新
开发的交叉烷烃复分解催化策略可降低传统
降解方法的反应温度，且降解产物还可用于
生产清洁柴油。美国化学学会的一项研究显
示，研究人员利用椰子油和微波，将汽车上的
聚碳酸酯和聚氨酯等塑料制品回收用于制造
绝缘泡沫，后者在高温下性质稳定，可用作建
筑行业的绝缘材料。

在将塑料降解技术应用到商业实践方
面，两名来自加拿大的华人女孩汪郁雯和姚
佳韵迈出了坚定的步伐。她们已在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创办了专注于塑料回收的科技公
司。公司使用的创新技术可在 3 小时内将塑
料袋转化为其他塑料产品的原材料，转化率
可达 70%。汪郁雯说，塑料流入海洋或被填
埋是其最糟糕的归宿，她的梦想是将塑料做
成全新的夹克衫和跑鞋。

“塑战速决”：应对塑料污染有三大“技术流”

新华社广州 6 月 4 日电(记者周颖)记者从 4 日广东省
环保厅了解到，《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三年行动计划(2018 年-2020 年)》近日印发实施。计划制定
8 方面、31 条举措，推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目标到 2020
年，广东全省工业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医疗废物安全处置
率均达到 99% 以上，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
到 90% 以上，全省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8%
以上，95% 以上的农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理。

根据计划，广东将从加快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设施建设、
推进固体废物减量化和回收利用、压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责任、加大固体废物环境监管执法力度、加强固体废物管理
能力建设、完善固体废物管理机制政策、强化行动计划实施
保障等方面推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在加快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设施建设方面，计划明确提
出了危险废物、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污泥、电子废物拆
解等处理处置设施建设的进度要求。比如，计划提出加快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全面推进 85 个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项目，确保到 2020 年全省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达到 98% 以上。完善农村垃圾收运处理设施设备配套，
到 2020 年末，95% 以上的农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理。

广东还将加大固体废物环境监管执法力度，开展固体
废物专项整治行动。以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 505 家镇级垃
圾填埋场为重点，严格按要求落实整改措施，到 2020 年实
现 505 家镇级填埋场全部完成封场关闭或升级改造工作，

并实现省内无新增的简易填埋场、小型简易焚烧炉等。

推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

广东向生活垃圾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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