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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江苏省徐州市潘安湖地区有着 130 余年的采矿历史。为治理当地
生态环境，徐州市对潘安湖采煤塌陷区实施综合整治工程，采用“基本
农田整理、采煤塌陷地复垦、生态环境修复、湿地景观开发”四位一体治
理模式，让百年煤城拥有了 7000 亩开阔水面和 4000 亩湿地景观的生态
公园。图为市民在潘安湖边垂钓。 本报记者邓佳摄

滇池滇池：：重焕光彩终有期重焕光彩终有期

◆赵铁元

滇池是昆明的母亲湖，也是云南省面
积最大的高原湖泊，素有高原明珠之称。
它是云南的福地，是大自然对云南的赐
予。滇池广纳百川千流而浩瀚，汇集山泉
溪水而壮观，以清波哺育生命，以其活力
孕育希望。

昆明之美，美在滇池，昆明之兴，兴在
滇池。“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
喜茫茫空阔无边”是滇池美丽的写照。湖
不深而空灵，山不高而清秀，成就了昆明
半城山色半城水的组合奇貌。滇池还被
誉为昆明的“大空调”，使昆明四季凉爽，
成就了“春城”的美誉。波光潋滟三千顷，
莽莽群山抱古城，四季看花花不老，一江
春月是昆明。

昆明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昆明有着
别样的情感，部队转业安置到昆明市滇池
管理局，从事滇池保护治理工作，更使我
对滇池有一种至亲至爱的情怀。正因有
这一汪柔情的池水，才能有水天相接，有
清流炊饭清衣，有千帆往来。每当雨后初
晴，夕阳时分，滇池边的西山睡美人仿佛

出水芙蓉，伫立在天边，而滇池像她修长
的秀发，在晴岚处若隐若现。轻风拂去了
暑意，细雨涤去了尘埃。落日余晖里，白
鹭悠闲地飞向天际，橘黄的云朵懒洋洋地
爬在滇池的倒影中。眼前的景象，就像一
幅清新秀丽的水彩画。

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
杨柳，在上了年纪的老昆明人的记忆中，
滇池畔就是最美的故乡。一些老人如今
还能回忆起几十年前滇池“水清鱼肥”“蟹
屿螺洲”“蘋天苇地”的景象，那时的滇池
湖水清澈，岸边水清若无，鱼仿佛游弋在
空中。因为鱼多，连钓饵都不必，只将鱼
钩在水中上下摆动，叫做“逗钓”。而湖边
的河沟中也是群鱼簇集，农民荷锄归来，
用簸箕在水中随手撮鱼带回家中烹制。
而湖中则船帆点点，货运、玩赏、捕鱼往来
如云，白浪碧波里渔歌袅袅，柳树晴沙中
莺啼声声，大片的绿野在岸边展开，湖中
轮藻、海菜花、微齿眼子菜盛放如花。那
时候，草海曾因为海菜花的繁茂而被称为

“花湖”。依滇池而居，靠滇池而生，荡舟
湖上，捕鱼拾菜，可以说，这是一个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时代。

然而 1970 年前后开始的滇池草海围
海造田行动，最终填平了草海 3 万多亩的

湖面。这是一段令昆明人至今难解心痛
的往事。滇池八景的坝桥烟柳消失了，很
多天然湿地消失了，滇池的生态环境被破
坏。经历了上世纪 70 年代向滇池要粮的
狂热年代，80 年代城市和企业升级的创
伤年代，90 年代滇池成为污染最严重的
湖泊，留下无尽的伤痛。

昆明愿景，系于滇池。1988 年，昆明
成立滇池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并制定了《滇
池保护条例》，开始向滇池污染宣战。进
入新时期，党的十九大指出，建设生态文明
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
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
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
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昆明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市委书记挂帅出征、党政部门协力攻
坚、社会公众共治共享，按“科学治滇、系
统治滇、集约治滇、依法治滇”的思路，全
力推进滇池保护治理工作。

2016 年滇池水质由全湖劣Ⅴ类上升
为Ⅴ类；2018 年滇池全湖水质为 IV 类，为
30 年来最好。2019 年，35 条入滇河道 27
条考核达标，纳入国考 12 条河道全部达
标，建成湖滨生态带 5.4 万亩，生物多样性
不断丰富，增加水域面积 11.5 平方公里。
2020 年是滇池保护治理三年攻坚决战之

年，实施滇池保护治理项目 147 个，启动
32条美丽河道建设。

作为一名滇池保护管理员，每周我都
要到滇池查看治理成效。在现场，常听到
游人的称赞：滇池的水越来越清了，昆明
空气越来越好了，城市绿化和卫生真不
错。亲身感受滇池治理成效给人民群众
带来的福祉，体会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真正内涵，我倍感自豪，全身心投入
到治理滇池的干劲更足了。

虽然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保护治理滇
池的路还很长。重新擦亮高原明珠，还滇
池往昔的美丽，是我们必须扛起的政治责
任。滇池儿女正砥砺前行，以更高的标准、
更严的要求、务实的作风，让滇池重放光
彩。

滇池，这个昆明人梦中的湖泊，起源
于远古，流淌过曾经与当下，在将来，她会
以辉煌之姿不断绵延。

本报讯 车主停驶一天可获
得 0.1 至 0.5 不等的积分，1 个碳
积分相当于 1 元钱，15 个碳积分
即可兑换共享单车月卡，50 个积
分可充话费 50元……

北京环境交易所、微众银行、
北京绿普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近
日 联 合 推 出“ 绿 色 出 行 普 惠 平
台”，机动车停驶 200 天可减排一
吨碳，鼓励公众绿色出行。

据悉，绿色出行普惠平台以
碳减排、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
技术为基础，引入公益、商业、金
融、保险等多种激励机制，帮助用
户建立碳账户，按日记录停驶行
为，并通过碳交易原理，使用户获
得碳积分兑现奖励，将碳普惠机
制落地。

同时，平台还为“一吨碳”行
动提供运营支撑。“一吨碳”行动
旨在倡导车主自愿参与绿色出
行，3 年目标减排 100 万吨碳。平
台运营支撑采用多种互联技术，

记录用户停驶和绿色驾驶行为，
并将其产生的减排量在北京环境
交易所实现交易。

绿色出行联盟相关负责人表
示，“一吨碳”行动对参与者个人
来讲，就是践行绿色出行每天累
计减排量，机动车停驶约 200 余
天，可以实现减排一吨碳。对于
企业而言，购买一吨碳，可积极支
持交通减排，实现企业碳中和，体
现社会责任，同时普惠公众。而
对于政府，则可根据实时监测的
大数据，及时了解机动车停驶数
量，精确量化自愿停驶情况，进一
步推动空气质量改善。

据了解，平台目前主要聚焦
机动车车主，特别是私家车主的
低碳停驶行为，今后还将覆盖地
铁出行、绿色驾驶、ETC 收费、线
上看房等更广泛的绿色出行场
景，以区块链技术为支撑，确保奖
励到位，并实现隐私保护。

张雪晴

北京绿色出行普惠平台上线
车辆停驶 200天可减排一吨碳

本报讯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
区农业农村局野保站近日邀请金
东区检察院等部门，召开古树名木
保护座谈会，分享爱绿护绿故事。

比如，金华科技城城投科技
孵化园为一棵树让了路。这几
天，孵化园位于金东的项目正在
火热施工中，在一个 1300 多平方
米的大楼“基坑”边，只见一棵 20
多米高的大樟树依然挺立，枝叶
苍翠。樟树所在位置原先被规划
建设科技楼。如今，科技楼不仅
为樟树让出 14 米宽的道路，还为
此 修 改 了 施 工 设 计 图 ，让 大 楼

“凹”进去一角。
科技城为大树让路，背后还

有一段感人故事。早在 1981 年，
科技楼项目所在地塘雅镇楼村自
然村因兴修水利需要用钱，村集
体想把树砍了卖掉，但被村民黄
小奶阻止，他自掏腰包 600 元买
下这棵树。

“当时，我们全家一年种田所
得还不到 100 元，600 元是当时一

家人的全部积蓄。”黄小奶的女儿
黄素芬回忆。2009 年，黄小奶去
世，黄素芬继续不遗余力地保护
古树，并多次拒绝苗木商的高价
收购。

今年 4 月，金华市委领导了
解到黄素芬一家人保护古树的故
事，建议在树边立一块“护绿碑”，
引导人们增强生态意识，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

在金东，这样的例子不胜枚
举。正在建设中的欣居街为 5 棵
樟树“拐了弯”，傅村镇艾青故里
的 古 银 杏 树 成 了 当 地“ 最 美 地
标”……在护绿行动中，不仅政府
部门主动引导，检察部门也积极
介入，通过公益诉讼等方式督促
相关部门和个人积极护绿。

“绿色发展，已成为城市发展
的新理念。”金东区住建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近年来，金东厚植绿色
发展新优势，打造多个爱绿护绿
新地标，留下一段段美丽故事。
钱关键 王龙玉 朱智翔晏利扬

园区为树让路 街道为树拐弯
爱绿护绿成就金华多个新地标

本报记者王双瑾西安报道
用废旧轮胎做成“机器猫”、用旧
石材砌成石桌石凳、用空油桶做
小型垃圾桶、用废弃木头做秋千
椅……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五
台街道西甘村村口，有一座以垃
圾分类为主题的公园。

公园门口“垃圾分类主题公
园 ”8 个 大 字 格 外 醒 目 ，厨 余 垃
圾、有害垃圾、可 回 收 物 、其 他
垃圾，以 4 个颜色的卡通宣传萌
物—— 石 榴 娃 区 分 开 来 。 公 园
里，旧石材砌成的石桌石凳让群
众有了歇脚的地方，旧磨盘铺成
的道路将公园各节点串联起来。
塑料空瓶涂上红色油漆拼成“垃
圾分类 从我做起”字样，垃圾分
类主题的飞行棋游戏、生动的珍
稀野生动物图片展，也吸引村民
驻足。

“孩子很喜欢这里，在游玩中
也能学到许多环境知识。”经常带
孩子在公园里玩的张大姐高兴地
说。记者看到，在郁郁葱葱的树
丛和植物旁，摆放着一些色彩鲜
艳的玩偶，有可爱的“机器猫”和

“小黄人”、拉风的“机车”，还有威
武的“坦克”……它们都是用旧轮
胎 、旧 工 具 等 废 旧 物 品 打 造 而
成的。

西安市长安区五台街道办党
工委委员西甘村支部书记李龙介
绍说，这个主题公园去年 7 月建
成，建设用时 40 多天。大伙儿发
动智慧，以较低的成本投入，坚持
绿色、环保、节约的理念，既让群
众有纳凉休闲的场所，也让大家
学习垃圾分类，更好地参与到资
源循环利用、垃圾分类和野生动
植物保护等行动中。

寓教于乐变废为宝

村民自建垃圾分类主题公园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人们的
消费意识与消费选择产生了主动或
被动的转变——疫情前，我们往往习
以为常地接纳了一些由高碳排放带
来的生活便利，但疫情让人们意识
到，其中不少并非必须，“地球的问
题”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
无可逃避，也无法事不关己。

在 此 背 景 下 ，今 年 4 月 22 日 世
界地球日，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启动
了一项面向父母、大学生、在职员工
3 个群体的公众问卷调查，聚焦公众
如 何 看 待 疫 情 带 来 的 个 人 行 为 变
化 、如 何 响 应 并 选 择 低 碳 生 活 方
式等。

调查历时 1 个月，参与人数达 1.1
万余人。调查发现，疫情使人们的生
活关注点发生了变化，“身体健康”成
为所有受访者心目中美好生活的最
关键组成因素之一。超过半数的受
访者表示，愿意用低碳消费行动来支
持环境保护和气候安全，与此同时，
调研也发现了公众在行动落实上遇
到的困难与疑惑。

生活方式改变：九成人
消费次数减少，绿色出行比
例提高

眼下，全球战“疫”仍在继续，其
规模与影响已远远超越公共健康领
域。这场疫情为公众带来哪些个人
低碳行为变化？随着全球各国纷纷
推出新的经济刺激计划，人们会否坚
持这样的低碳生活方式？

带着这样的疑问，自然之友在能
源基金会的支持下，展开了面向公众
的疫情之下生活方式的调查。“自然
之友一直以培育绿色公民为使命，深
入探寻公众可以参与的、指向可持续
发展的议题，并尝试让更多的人在行
动中成为绿色公民。”在自然之友品
牌传播总监何苗看来，这样的调查十
分必要，能够为后疫情时代推动低碳
消费和生活带来启发。

调查为何选择父母（有 0-15 岁
孩子）、大学生（无 0-15 岁孩子）、在
职 员 工（无 0-15 岁 孩 子）这 3 个 群
体？负责问卷设计的自然之友公众
行动业务总监宫悦告诉记者，这 3 类
人群是未来 20 年社会消费与决策主
力人群的代表，调研人员试图通过了
解疫情对他们生活方式产生的短期
影响、对美好生活重要元素的选择、
对环境与生活之间关联的看法等，来
了解社会消费主力人群在追求美好
生活与低碳发展之间已有的认同与

误解，为更多人能做出“明智的消费
选择”理清障碍。

翻看这份题为《后疫情时代，美
好生活的绿色可能性调查报告》，其
揭示出，疫情期间，人们的生活方式
发生了改变。

超七成开始在家做饭，这无疑更
健康、更绿色，减少了浪费和外卖所
带来的白色污染；而受疫情影响，近
四成受访者选择打包时自带餐具。

体现在出行上，对于职场人士和
大学生群体来说，步行或骑自行车比
例更高了，受访者对这一出行方式的
变化接受度较高；在购物上，相比疫
情之前，超过九成的受访者表示自己
的消费次数明显减少。对于购物频
次的降低，63.1%的受访者表示，此举
能让自己“发现有些东西不是必需
品，物尽其用也不错”。

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人们
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有 76.6%的受
访 者 表 示 更 加 关 注 健 康 和 医 疗 ；
53.9%的受访者表示更加关注自然环
境变化和野生动物话题，这可能预示
着环境保护的相关工作将得到更多
支持。

调查还显示，超过九成的受访者
认 为 ，环 境 、气 候 和 美 好 生 活 高 度
相关。

疫情之下，各种生活新方式也迅
速被普及，如居家办公、无接触服务、
减少出行等。“尽管对很多变化人们
还在调整适应当中，但这也从侧面说
明了人们对于更绿色低碳的经济社
会运行模式，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
宫悦说：“透过数据，就是想要发现，
经历了疫情后人们理想中的未来。
这个未来既关乎个人对美好生活的
期待，又关乎整个地球的健康和可持
续。”

践行绿色生活：认知仍
有不足，倡导从小事身体力
行，增强公众行动的内在
动力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不仅让受访
者意识和体会到了其对当下生活的
显性冲击，也让超过 98%的受访者联
想到了更多“隐形”的挑战。

记者留意到，调查报告中公众认
为排在前 3 位的“看不见”的挑战是：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传染病等危
害生活安全，环境污染影响自己和家
人健康，以及资源短缺、经济发展受
到冲击，支持者比例都超七成。

与此同时，在人们如何看待自己

和自然的关系上，调查也揭示出，超
过六成人认同“地球的资源有限”，
而“人类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损
害环境”也得到了 79.5%受访者的认
同。“这预示着，更多的人有可能持有
以生态系统为中心，而非以人为中心
的生态观，这样的观念是实现环境美
好 和 气 候 安 全 的 重 要 基 础 。”宫 悦
表示。

报告同时展示出了人们认知方
面的不足。如对于环境与气候问题
的紧迫性认知不够，有近五成在职员
工并不清楚能源和食品支出的增加
与环境相关，对于气候变化可能造成
的环境影响，公众态度差异较大。此
外，关于减碳的一些基础知识，也还
需要进一步普及。

此次调查还发现，人们对于什么
是低碳消费、如何判别低碳产品，还
存在困惑。阻碍受访者低碳消费的
主要原因，包括了人们难以判断低碳
消费和低碳产品，以及低碳消费产品
太贵。65.1%的受访者表示“符合低
碳消费的产品有补贴”，可以协助自
己选择“低碳消费”。

那么，从这份报告中，我们究竟
能洞察出什么？

“疫情证明，人们过‘慢一点’‘麻
烦一点点的’的生活，是可行的，绝大
多数人对于三餐、交通、消费发生变
化的积极感受，证实了我们有能力践
行 对 自 己 和 地 球 都 更 好 的 生 活 方
式。”宫悦表示，从调查来看，推广更
低碳的社区购物方式，建立绿色出行
的社区联结、优化低碳产品认证标
识，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报告的末尾，对人们如何践行绿
色生活提出了可行建议。

如可以通过大众传媒、社区活动
等方式，丰富人们关于环境美好和气
候变化之间关系的知识和体验；就个
人低碳行为如何影响整体环境的数
据、案例等进行宣传推广；结合个人
健康、节约金钱等有针对性地推广个
人低碳行为等。

在设计针对公众的“低碳消费”
引导策略时，可以遵循差异化思路。
如大学生群体相对更在意精神愉悦，
对价格更敏感；父母群体相对更容易
受同伴社群以及低碳带来的独特标
签影响。

在个人生活方面，报告倡导从“自
己做饭”这样的小事开始，身体力行
进行通往美好生活的低碳实践。

“总之，消费无小事，个人消费意
识与选择的低碳化转变，能让生活更
美好。这样的转变，期待全社会共同
来促成。”何苗如是说。

后疫情时代，
绿色消费让生活更美好

◆本报记者张黎

悦·图

悦·动悦·览

数据来源：自然之友《后疫情时代，美好生活的绿
色可能性调查报告》

哪个群体更了解《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

父母群体知晓度
百分比（%）

A.《公约》的条文对签署国家有法律约束力

46.6

B.二氧化碳易引起气候变暖，所以碳排放是温室气体排放的简称

69.5

C.中国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50%

47.00

D.衣食住行都会排放碳，公众低碳消费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

69.20

大学生（非父母）
知晓度百分比（%）

38.74

67.14

33.95

68.40

在职人士（非父母）
知晓度百分比（%）

40.14

67.44

38.92

66.66

对于低碳消费，有什么担心和困惑？2.
很难判断什么是“低碳消费”和“低碳产品”： 6692 59.6%
符合“低碳消费”的产品太贵，财力不支持： 5811 51.8%
倡导“低碳消费”会阻碍国家发展经济大计： 3541 31.5%

会让生活不便利： 3201 28.5%
个人低碳选择对环保作用不大： 2241 20.0%

显得自己“不太合群”： 1051 9.4%
其他：43 0.4%

你愿意坚持哪些低碳生活方式？3.
更多时间自己做饭，充分利用家中物品： 8900 79.3%

更多关心社区和自然环境话题： 6998 62.3%
用远程会议/在线学习方式减少出行或出差： 6628 59.0%

选择居住区更近的商超和休闲区： 5898 52.5%
以上都不想：151 1.3%

其他：31 0.3%

吸引你选择低碳消费的要素是什么？4.
有益身体健康： 9329 83.1%

可以遏制全球变暖： 7925 70.6%
节省生活开销： 6499 57.9%

独特的身份标签： 1567 14.0%
身边人都这么选： 1413 12.6%

哪些举措会推动你选择低碳消费？5.
低碳产品上有容易辨别的认证标志： 8200 73.0%

符合“低碳消费”的产品有补贴： 7315 65.1%
计算日常碳排放的小工具，类似减肥软件： 5813 51.8%

公众媒体认可或赞扬“低碳消费”： 5374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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