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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手 做 一 做随 手 做 一 做
节 能 又 低 碳节 能 又 低 碳

节约用水节约用水 一水多用一水多用

许多废水都可以循环使用。洗脸、
洗手、洗菜、洗澡、洗衣服的水都可以收
集起来擦地板、冲厕所、浇花等。淘米水
则是很好的去污剂，可以留下来洗碗
筷。沾了油的锅和盘子要先用用过的餐
巾纸擦干净，洗起来节水又方便，还可
以少用洗洁精，减少水污染。

节约用电节约用电 珍惜能源珍惜能源

低碳生活从节约每一度电开始。养
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杜绝“长明
灯”。养成离开公共场所时随手关风扇、
关空调、关电脑的良好习惯。并且合理
设置空调温度，自觉杜绝使用电炉等高
耗能的电器。节约眼前一度电，点亮后
代一盏灯。

珍惜粮食珍惜粮食 光盘行动光盘行动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珍惜、
节约粮食资源，做到吃多少盛多少;在
外就餐时剩余饭菜打包带走等，做到
“餐餐不浪费，顿顿盘中光”。“低碳节
能”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健康自然的
生活方式。

绿色出行绿色出行 低碳环保低碳环保

绿色出行，低碳生活，选择自行车
或者公共汽车作为代步工具，减少汽车
尾气的排放量，保护空气环境。每个人
的一小步，是地球的一大步。

节约用纸节约用纸 绿色办公绿色办公

积极推广“无纸通信”，纸张双面打
印、复印，充分使用每一张纸，节约使用
每一支笔，充分利用互联网，最大程度
实现“无纸办公”。严格办公用品配备标
准，办公用品、电脑耗材等力求循环使
用，并大力提倡修废利旧，延长用品的
使用寿命和周期。

垃圾分类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从我做起

分类保存和回收处理废纸、饮料
瓶、包装纸箱等废弃物，促进

生活节能减排。学会旧
物利用，尽量一物多用，

节约使用不可再
生能源。

近年来，贵州省黔西市雨朵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理念，加强水资源保护，落实河（库）长制，着力整
治水库周边环境，水库生态不断改善，呈现天蓝、地
绿、水清、景美的良好生态环境。图为8月12日，雨朵镇
老君关社区，一湖碧水与青山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美
丽生态山水画卷。 周训超摄

● 今年8月15日是第二个

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加快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 设立全国生态日旨

在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大众化传播，提高全

社会生态文明意识，增强

全民生态环境保护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钉

钉子精神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 全国生态日的

设立背景：

2005年 8月15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

记的习近平同志到

湖州安吉余村考察

时，首次提出“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科学论断。

2023 年 6 月

28日，依据《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设立全国

生态日的决定》，将

8月15日设立为全

国生态日，国家通过

多种形式开展生态

文明宣传教育活动。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

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近年来，各地各部门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全力以赴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深化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持续深入加强污染防治，改善人

民生产生活环境，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

质量发展，美丽中国建设迈出新步伐。

与此同时，由良好的生态环境供给

的高质量生态产品既能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能带动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更是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的有效之举。2024 年 8 月 15 日是第二个

全国生态日，主题正是“加快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

让我们放眼美丽中国，看看各地以

怎样的实际行动让美景永驻、青山常在、

绿水长流——

知 识
多一点

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篇章

让我们共赴这场 绿色之约

路径拓展
生态产品带来实在而可观的收益

近日，四川泸州市古蔺县黄荆镇香楠村，种植大户骆卫望着一片
片开始成熟的赶黄草，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骆卫介绍，他种植的15
亩赶黄草等到9月丰收后，将全部以“订单制”方式由四川古蔺肝苏药
业有限公司收购。

作为古蔺本地的一家药企，四川古蔺肝苏药业有限公司以赶黄
草为主要原料的单方中药制剂不在少数。“赶黄草是少数能单味入药
的中药材，在保肝护肝方面十分有效。”公司副总经理介绍说，古蔺赶
黄草全身都是宝，其根、茎、叶、花都能入药，还可以制作饮料、袋泡茶
等多种产品。

在四川，赶黄草主要分布在海拔1000米左右的乌蒙山区。2003
年，古蔺赶黄草被国家质检总局颁布为“中国原产地域保护产品”，成
为全国首个受到原产地域产品保护的中药材。

目前，古蔺全县种植赶黄草面积约2万亩，覆盖19个乡镇35个
村，年产量超1万吨。

古蔺县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以古蔺赶黄草为原料的衍生产
品有十余种，通过商超、电商、药店等渠道销往北京、上海、广东等地，
综合产值超15亿元。

古蔺县采取“政府+村集体经济组织+企业+乡贤致富带头人+农
户”合作发展，让多方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形成多方受益、合作共赢
的发展格局。

不仅高山药草实现了生态产品价值，河湖等自然生态资源的价
值也进一步被看见。

成都市在提高水环境质量的同时，从市民生活、休闲需求出发，
依托河湖自然景观的优势，打造城市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自然景
观。并激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内生动力，摸清河湖相关的自然生态
资源清单，建立科学合理的核算、评估机制，因地制宜，推动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如通过政府主导组建“国有公司+互联网企业+创意营销”
品牌孵化中心，形成产品策划、研发、包装、营销的创新体系。

在这之外，成都还建立了生态补偿机制，并制定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清单、出台水环境生态扣缴办法，推行“河长+检察长”“河长+企业
河长”“河长+点长”“一河一策”治水新模式，构建全民治水与长效保
护的新格局。成都市已有天府新区兴隆湖、龙泉驿区东安湖、双流区
白河3个河湖成功创建省级美丽河湖，并且到2035年，“人水和谐”美
丽河湖基本建成的目标已经制定。

近年来，四川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政府主
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路径不断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不断丰富。而这样的改变，四
川并不是个案，在中国，这样生机勃勃的进步正不断发生。

低碳转型
发展“含绿量”和生态“含金量”同步提升

从阿坝州阿坝县求吉玛乡进入四川，黄河蜿蜒，穿过草原。这条
“母亲河”在阿坝州两进两出，占四川黄河流域面积的90.9%，先后横
穿若尔盖、阿坝、红原、松潘四县。大河日夜奔流，不仅将世界上面积
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高原泥炭沼泽“若尔盖湿地”一揽入怀，造就黄河
九曲第一湾的自然奇景，更赋予四川要在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
障上持续发力的时代之责。监测数据显示，黄河阿坝段水质常年为
优、出境断面水质达标率100%。这只是黄河故事的一个部分。

2022年，四川省印发《四川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
划》，这是全省出台的首个推动全省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路线
图”。显然，作为黄河上游重要的生态涵养地和水源补给地，四川跋涉
在一体化保护高原高寒地区独有生态系统中。

生态改善，也吸引了更多的游客。眼下，红原、松潘草原成功入选
全国首批12处“红色草原”名单，黄河生态文化之旅等5条精品线路
纳入国家主题旅游线路。

这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和产
业机会，他们也更自觉参与到生态保护中。
例如，以“瓦切鱼”闻名的红原县瓦切镇群众不再
从河中捕捞高原鲤，若尔盖县成立了巡河治污的

“黄河护河队”，还有“阿妈啦”黄河巾帼志愿巡河
护河队……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源地，浙江近
年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奋力谱写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浙江篇章。

浙江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活力，以治气为突破口，
统筹推进水气土等各环境要素治理，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同时，着力解决噪声、恶臭、扬尘、油烟等群
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完善生态环境公众监督机制，推进
环境健康友好创新区建设。尤其是去年，体现市场化、产业化
治污模式的“蓝色循环”项目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该模式将被
推广至浙江沿海市县和长三角地区。

同时，浙江省生态环境系统正多向发力，加快构建有效务实
管用、激励约束并重的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比如开展减污
降碳协同创新区建设，推进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省域试点等。

像四川、浙江这样，越来越多的地区以资源环境刚性约束推动产
业结构深度调整，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使发展“含绿量”
和生态“含金量”同步提升。

坚守底线
同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江苏省苏州市港湖新城小区“垃圾分类小屋”，居民张金芳带着
分类好的垃圾投放，“纸箱子、瓶瓶罐罐都可以拿来卖钱，攒积分兑换
日用品，环保又实惠。”苏州市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4年多来，
基本建成投、收、运、处全过程管理体系。“我们将继续推动垃圾分类
精细化管理，让群众在践行新风尚中有更多获得感。”苏州市城市管
理局局长杨青松说。

此前，生态环境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入
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工作方案》，推动美丽中国建
设全民行动，不断激发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绿色低
碳生活方式正体现在人们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8月12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法院组织干警开展以
“生态红线不容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为主题的宣讲活动。

在青珍乡青珍村，法院干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青藏高
原生态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知识为切入点，以鲜活案例为载体，以案
释法、以案明法，向广大牧民群众详细讲解了什么是全国生态日及其
重要意义，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进行了耐心的阐释，同时通过现
实生活中的小习惯向群众传达了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生态文明建
设贡献力量，并在现场解答相关法律问题。

为进一步提升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增强
对生态保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各地“护”与“治”并重，既让生态环境
保护法律法规真正成为“长牙带电”的严规铁律，也通过宣传教育努
力追求生态环境保护的最大公约数。

为积极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协作相关要求，8月9
日，在第二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以“法治守护燕山翠绿，协作铸
就生态长城”为主题的京津冀燕山区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协作联席
会议暨环资审判研讨会在河北承德召开。

会上，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怀柔区人民法院、平谷区人民法
院、延庆区人民法院，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
人民法院、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德市中
级人民法院“四市五区”法院共同签订《燕山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协作
框架协议》。该协议有助于切实强化燕山区域京津冀各法院之间在价
值目标、审判实务、裁判标准、审判资源和法治宣传等方面协同配合，
推动燕山生态环境区域治理体系建设，促进燕山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提高。 （综合《四川日报》、封面新闻、甘德县人民法院官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