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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郭薇北京报道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美团外卖
青山计划专项基金”环保顾问团
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与会专
家学者以“新减塑政策下的外卖
行业环保路径”为主题，就外卖
行业如何减塑、实现环境友好和
生态环境保护建言献策。

2018 年美团服务中国大约
4 亿人次消费者、580 万家商家，
每天约两千万单外卖订单。相
应地，巨大的外卖塑料包装材料
使 用 量 也 带 来 了 严 重 的 环 境
问题。

与会专家认为，首先要明确
外卖领域减塑的目标，建议针对
不同类型的塑料制品减量设定

量化指标。
二是制定在外卖行业限制

使用不可降解塑料包装的相关
措 施 ，明 确 主 体 责 任 ，明 确 监
管者、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
等 各 个 角 色 担 当 的 责 任 和 义
务。还要强化行政监管，处罚
和监督并举，引入绿色评价系
统、诚信系统，与企业的评级、信
贷等挂钩。

三是针对不同制品分类施
策，梳理塑料制品在外卖行业应
用的场景，针对不同的运用场
景，鼓励一批、禁止一批、淘汰一
批、循环一批。

四是加快制定相关的产物
目录，提出限制性的产业税收和

进出口等政策措施，将可降解材
料替代品、新兴物流设施纳入到
鼓励类的产业目录当中。

五是加大经济手段调控力
度，对塑料制品实施有偿使用。
另外，要推进包装物的供给侧改
革，淘汰落后和低、小、散塑料生
产企业，同时搞 活 新 兴 替 代 包
装物的供给源头，通过税收优
惠 、发 放 补 贴 、研 发 资 金 等引
导企业对可降解塑料袋研发和
推广。

美团副总裁陈荣凯介绍说，
美团把应对因外卖塑料包装而
产生的环境问题，作为整个集团
履 行 社 会 责 任 非 常 重 要 的 环
节。2017 年 8 月，美团启动“青

山计划”，倡导环保理念，开展塑
料包装循环利用的探索，包括源
头减量、包装材料升级、垃圾回
收处理和循环再利用，推动商户
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引导商户
尽量不用一次性包装盒，推广使
用新包装材料。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秘书
长徐光表示，2017 年，美团和中
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还设立了“青
山计划专项基金”，旨在解决外
卖包装带来的环境问题，同时为
解决贫困问题做出努力。

据了解，专项基金围绕公众
环境意识倡导，外卖包装的减量
和循环利用，以及生态扶贫，开
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

编者按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日前印发《关于以 2022 年北京冬
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
见》。其中明确提到，支持各地结合
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社会需求等因
素，加强公共滑冰馆、室外滑冰场、
滑雪场、综合性冰雪运动中心等场
地场所建设。同时，也鼓励在有条
件的城市公园或利用其他现有设

施、场地，建设冬季临时性户外群众
冰雪设施等。

北京冬奥会是 推 动 发 展 冰 雪
运 动 的 契 机 ，更 是 城 市 转 型 升 级
迈 向 绿 色 发 展 的 良 机 。“ 黄 金 黑
铁，不如一坡白雪”。申办城市正
多 措 并 举 ，打 造 天 蓝 、水 清 、生 态
美 的 城 市 新 面 貌 ，惠 及 每 一 位
市民。

2008 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在奥运历
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奉上了
令世界惊叹的开闭幕式视听盛宴，展示
了国家形象，推动了全民体育健身的开
展，更是留下了包括比赛场馆在内的丰
富的奥运遗产。

2022 冬奥会脚步渐进。如何让奥
运继续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

答案是绿色奥运、可持续发展。国

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平昌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总结会上说：“我们的目标是让奥运
会能够最大程度上与主办城市的长期需
求和目标相契合。”

作为首届从基础筹办阶段就全面践
行《奥林匹克 2020 议程》的冬奥会，2022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将用绿色奥运串
联起城市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引领城市
发展新爆点。

绿色冬奥
融入城市发展血脉

上海首个无铅跑道交付使用
家委会做“监理”全程跟踪

本报记者蔡新华 见习记者
徐璐上海报道 上海首个“无铅”
跑道日前竣工并交付使用。这个
位于松江区华东政法大学附属松
江实验学校的运动场，占地面积
约 8000 平方米，由铺就了新塑胶
跑道和塑胶地面的两片区域组
成，是上海首个符合新“国标”的
运动场地。

学校邀请一大批学生和家长
参加落成仪式。校长张园勤兴奋
地对前来“验收”的家长代表表
示，孩子们在这样的运动场上一
定会跑得更欢、玩得更惬意。

松江区教育局基建管理中心
副主任周军介绍，2018 年 11 月起
实施的国家标准《中小学合成材
料面层运动场地》和上海市团体
标准《学校运动场地合成材料面
层有害物质限量》，作为最新、最
严的“国标”和“团标”，使得塑胶
跑道原材料、施工流程、质量检测
等有据可循，有利于最大程度地
保护师生的健康与安全。

验收现场，张园勤校长招呼
着一旁的学生：“大家踩一踩，跳
一跳，是不是这里的跑道特别舒
适？跑起来特别轻快？”

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跑道
技术专家沈燕向家长们介绍着手
里的一叠检测报告。新“团标”有
几个最关键的地方，例如，总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要求不超过 5.0mg/
m2·h，这个跑道样品检测结果是小
于等于1.13mg/m2·h；甲醛释放量
要 求 小 于 等 于 0.10mg/m2·h，新
跑 道 样 品 检 测 值 是 小 于 等 于
0.05mg/m2·h，低于限值。另外，
新“团标”还提高了重金属含量的

限值要求，可溶性铅要求不超过
30mg/m2·h，但在这个跑道的取
样样品中没有检测到可溶性铅。
沈燕激动地说：“从检测数据来
看，这是目前上海校园里最优质
的跑道，也是最安全的跑道。‘无
铅’跑道能让孩子跑得更欢。”

值得一提的是，从去年 3 月 7
日新校舍开工后，学校家委会成
员就成了编外“监理”，从原材料
进货、施工到送检，都有家长代表
全程“明察暗访”。有位做了 30
多年建筑工程的爷爷，把塑胶跑
道所用的颗粒物、胶水等材料仔
仔细细查了个遍，在上网比对了
相同的材料后，认为“用的材料是
最棒的”，并在家长中持续进行口
碑传播。

“你们数一数，跑道上一共打
了多少个补丁，知道这是为什么
吗？”张校长向前来参加落成仪式
的 家 长 们 介 绍 ：“ 一 共 有 7 块 补
丁，仔细看是有色差的。”

原来，根据规定，施工后的检
测必须在跑道 上 随 机 取 样 ，并
且是破坏性取样。眼看铺设一
新 的 跑 道 将 被 东 挖 一 块 、西 挖
一 块 ，参 与“ 监 理 ”的 家 长代表
很心疼，建议是不是在跑道周边
的试样地里取一块送检。这遭到
了上海市化学建材行业协会取样
监督员的坚决反对。他们坚持严
格按照标准操作，确保样品的真
实性。就这样，送检合格并重新
填补好窟窿后，跑道上永远留下
了一块块手帕大小的补丁。不
过，家长们事后却十分高兴地赞
叹道，这是为了安全和放心的“纪
念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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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转变发展轨迹的机遇从
未如近 5 年般垂青张家口。对这座城市
而言，奥运会不仅是十几天的赛事，更是
一次千载难逢的转型发展机遇。

冬奥会对发展质量的带动作用，在崇
礼的发展轨迹上体现得尤为直观。曾经的
崇礼“一矿独大”，矿业税收占全部财政收
入比重高达75％，是张家口的矿业县。

筹办绿色冬奥会倒逼产业转型升
级，推进高污染、高能耗等产业转型，促
进新兴产业发展，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如今，黄金黑铁不如一坡白雪。2018 年
崇礼第三产业税收占全部税收比重达
58.4％ ，冰 雪 旅 游 业 成 为 崇 礼 主 导 产
业。过去面貌脏乱、粉尘飞扬的崇礼，如
今已成为张家口的一张美丽名片，每当
夜幕降临，恍如欧洲小镇。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张家口
“零度以下经济”发展势头正盛，冰雪服
务业持续升温，崇礼区建成万龙、云顶、
太舞等大型雪场 7 家、雪道 169 条 162 公
里，成为中国最大的滑雪聚集区之一，吸
引着世界各地的滑雪爱好者。

刚刚过去的冬天，来自北京的滑雪
“发烧友”孔大为夫妇带着 3 岁的女儿，
在云顶滑雪场纵享雪上激情和清新空
气。夫妇俩感慨，这里的雪道又宽又直，
雪质优良，滑雪体验很好。女儿来过一

次就爱上了滑雪，嚷着要再来。
北京来的游客大量涌入崇礼，一年

比一年多。“县城马路上挤满了京牌车，
出来办点事，一不留神还以为到了北京
呢。”土生土长的崇礼姑娘周雯调侃道。

承办冬奥的契机使得冰雪产业迅速
聚集张家口，两个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
拔 地 而 起 ，22 个 冰 雪 装 备 项 目 先 后 签
约，其中美国卡沃斯、布鲁姆，意大利天
冰，北欧万众之星等 18 家知名冰雪装备
制 造 企 业 已 注 册 落 户 张 家 口 ，法 国
MND 索道、造雪机，美国 M3 千禧世代
雪板等项目已经投产。

“白雪换‘白银’，坚冰换‘黄金’。借
奥运东风换道超车的崇礼，以后的发展
一定更好。”从事造雪装备制造的李万
华说。

去年，35 岁的王世雄结束“北漂”生
活，回到家乡张家口开了一家雪具店，过
上安稳的生活。“冬奥会让人们看到希
望，经济发展，日子红火，这对我们普通
老百姓而言太珍贵了。”王世雄说。

平凡的人们，感受着变化，期盼着未
来。人们期盼着，2022 年，灿烂的冬奥
圣火辉映着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在送给
世界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的
同时，也为自己构建出一个环境更优美、
发展更均衡、生活更美好的家园。

国际奥委会名誉主席罗格曾这样为
中国点赞：“中国政府为解决环境问题所
做出的努力是非凡的。在奥运会历史
上，从来没有哪个主办城市像北京这样，
将奥运会作为改善环境质量的一个重要
契机。”

北京冬奥申委在《申办报告》中承

诺，为公众生活和冬奥会举办提供更加
优质的环境。自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冬
奥会以来，城市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区
域持续减排措施效果明显，环境效益正
逐步释放。

悄然铺开的冬奥环保路线图究竟为
生态环境带来了什么改变？或许通过以

“有机会一定要去北京看看！”巴赫
号召他的委员同事们到北京参观首钢旧
厂区改造项目。

拥有百年历史的首钢园区象征着北
京重工业时代的辉煌，曾为经济发展做
出过巨大贡献。为落实国家钢铁行业结
构优化升级战略，改善北京空气质量，
2005 年首钢正式启动搬迁。昔日忙碌
的设备、高炉冷却下来，热闹的厂房陷入
沉寂。

“十里钢城”一朝闲置，应当如何寻
求新生？

“当时也在反复摸索，提出了多个方
案。”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咨询和建议委
员会副主任杜少中说：“把废旧厂区改造
为‘冰雪大本营’的方案让人眼前一亮，
利用原有厂房的做法既具有创造性，也
契合了奥运会绿色、可持续的理念。”

曾用来储存炼铁原料的筒仓摇身一
变，成为 2022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
委会的办公室，筒仓壁上镂空雕刻出直
径 1~3 米的一排排圆孔，兼具采光效果
和现代感。切割下来的混凝土圆饼也没
有浪费，被做成桌椅，古朴而实用。用来
运输物料的小火车静静地停在草坪上，
一旁的树木抽出新芽，绿得鲜嫩可爱。

在冬奥组委所处的冬奥广场不远
处，是国家体育总局冰上项目训练基地、
滑雪大跳台中心和冬奥博物馆，它们与

冬奥广场一起形成“冬奥组合拳”，奏响
冰与火之歌，让老首钢焕发出新生机，成
为奥林匹克运动推动城市发展的典范。

历史与未来在这里交融，绿色奥运
的理念为城市更新提供了更广阔的思
路。对此，巴赫评价说：“如果你对城市
更新感兴趣，如果你想了解奥运会是如
何推动城市发展，如何助力实现一个城
市、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规
划，那请你环顾四周，看看这个堪称典范
的首钢园区，你将会得到所有答案。”

除 了 对 旧 厂 区 的 创 新 性 利 用 ，对
2008 年奥运会场馆的改造，也是冬奥会
激发城市活力的 又 一 生 动 案 例 。“水 立
方 ”通 过 在 游 泳 池 里 架 空 结 构 变 身

“ 冰 立 方 ”，成 为 世 界首个“冰水转换”
的场馆；国家体育馆将原有的玻璃幕墙
改造为仿冰玻璃砖，用于冰球和冰橇冰
球比赛；首都体育馆则通过最新的声光
电技术打造“最美的冰”，在冬奥会花样
滑冰和短道速滑比赛中营造梦幻的竞赛
体验……

昔日的“骨架”经过改造，拥有了更
丰富的“灵魂”，不仅能满足冰雪运动的
需要，还保留了夏季运动的功能，形成

“全天候双轮驱动”的场馆运营新模式，
让曾经在奥运史册中大放异彩的场馆续
写辉煌篇章，拥有更加广阔的赛后利用
前景，成为驱动城市发展的催化剂。

◆本报见习记者李玲玉

激活历史，“冬”风吹来盎然生机

驱动现在，生态优先扮靓家园

下 3组数字能获知一二。
一 组 是 450 个 村 和 1303.62 万 千

瓦。以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大气质量改善的一大掣肘。
北京市和张家口市紧抓冬奥会契机，推
进能源结构改革。2018 年，北京市完成
450 个村“煤改清洁能源”，平原地区基
本实现无煤化。张家口市已建成 70 余
座 风 电 场 ，可 再 生 能 源 装 机 容 量 达 到
1303.62 万千瓦。在张北地区，高高耸立
的白色风机、闪闪发光的光伏板与蓝天
碧野交相辉映，“风光”无限。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见证着改变。北
京市民张言勋说：“这两年空气明显好多
了，买的防霾口罩很久没戴过了，我相信
到冬奥会开幕的时候，北京的环境质量
一定更好。”

第二组数据是污水处理率 93%和地
表水水质达标率 100%。冰雪是冬奥会
的“ 标 配 ”，这 离 不 开 良 好 的 水 生 态 环
境。2018 年，北京市完成非建成区 84 条
段黑臭水体治理任务，全市污水处理率
达到 93%，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到国家

考核要求。张家口市地表水水质达标率
为 100% ，水 环 境 质 量 持 续 保 持 良 好
水平。

另一组数据则是 26.9 万亩和 601 万
亩。立足绿色奥运理念推进生态环境建
设 ，绿 色 空 间 的 拓 展 必 不 可 少 。 2018
年，北京市实施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
工程，新增造林 26.9 万亩。张家口在冬
奥赛事核心区、迎宾廊道和赛事连接线
等重点区域规划造林，去年全年完成造
林 601 万亩，不断扩绿、增彩、增香，为冬
奥会构筑起一道生态屏障。卫星观测图
显示，过去 20 年，京津冀越来越绿了，冬
奥的中国底色越来越美了。

但努力并不会就此止步。我国已经
向国际社会做出承诺，到 2022 年，北京
PM2.5 指 标 将 在 2012 年 的 基 础 上 降 低
45%左右。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做到，‘言必
信，行必果’。到 2022 年，北京一定天更
蓝，草更绿，水更清，生态环境更美好。”
谈到对冬奥会期间北京生态环境的期
待，杜少中说。

点亮未来，发展跑出“加速度”

悦·动

in话题

悦
·
览

◆本报记者杨奕萍

“快看，这是电影中刘培强所
穿的舱外航天服。妈妈，航天服
袖子上有个镜子，这是干什么用
的？”

“这是给航天员照镜子用的，
因为这套航天服非常重，航天员
无法低头看到胸前的操作台是什
么 样 子 ，需 要 按 哪 个 按 钮 去 操
作。这时候他就会用袖子上的小
镜子一照，方便他的操作。”

这样的一问一答场景在展厅
时时上演着。这里是中国电影股
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科学技术馆共
同主办的“希望的力量——科幻
电影《流浪地球》主题展览”现场。

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
生动表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
宏大而深远的主题，充满了人类
对浩瀚星空的憧憬和对未知宇宙
的遐想。自 2019 年春节上映以
来，《流浪地球》不仅火爆了春节
档的电影市场，更点燃了大众对
中国科幻的关注和希望，相关科
学资讯在短时间内被大量传播。

据 中 国 科 技 馆 工 作 人 员 介
绍，本次展览分 5 个篇章，即“源
起”地球启航，“家园”传承与希

望，“救援”众志成城，“点燃木星”
向死而生，“领航员”选择希望。
展览将熟悉的电影画面、震撼的
实物展陈、有趣的科学知识、各种
不为人知的幕后揭秘一一呈现。

本次展览中展示的刘培强航
天员舱外服、CN171-11 救援队
军事外骨骼、刘启地面防护服、

“领航员”空间站人工智能 MOSS
等十几件电影拍摄服装道具、75
幅珍贵设计手稿以及近百余幅剧
照均为首次公开亮相。

最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神 舟 十
号”航天员座椅、“天宫二号”空间
站航天员舱内工作常服、全身助
力型外骨骼等不少重量级中国航
天科技实物，也将和电影道具共
同展出，科幻与科技相映成趣。

“这个展览最大的意义在于
不仅展示了电影当中的一些科幻
情景和吸引人的道具，更在于进
行了科学基础和科学原理的普
及。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展览让小
朋友们更了解中国的科幻，在他
们心中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中
国科技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 6
月底，并将在全国多地科技馆进
行巡回展出。

科幻照进现实 埋下科学种子
《流浪地球》主题展览对公众开放

▲图为电影《流浪地球》中的宇航服道具实物。中国科技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