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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近日就组建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

公司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中国资源循环集团

有限公司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深入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坚持循环利用、

变废为宝，坚持创新驱动、开放合作，着力畅

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打造全国性、功能性的

资源回收再利用平台，推动国民经济循环质

量和水平持续提升，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积极贡献。

近年来，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资

源循环利用势在必行。党的二十大报告强

调，“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各类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

组建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是党中央

着眼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全面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对

山西来讲，要着力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推

动资源循环利用、变废为宝，为保障国家资源

安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要着力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资源循

环利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成立中国资

源循环集团，主要业务为，资源循环利用，包括

废钢铁、有色金属等，完善回收网络，利用退役

风电光伏、动力电池等，其目的就是要在全国

范围内建立一个完整的资源回收利用体系。

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变废为宝。长期

以来，我们身边不少资源被作为废物丢弃，

让废物利用起来是一篇大文章。在我省，大

同云冈石窟景区用石材厂废料、铁道旧枕

木、倒闭工厂烟囱石、工矿淘汰机具、碑头碾

盘碌碡等废旧材料，建设了自己独特的景

区，不仅避免了资源浪费、缺乏特色、质量低

劣等弊端，而且实现了废物利用。当前，各地

都在探索走生态绿色环保发展之路，我们要

勇于探索，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变废为宝，走

出一条节约型、可持续、有特色的发展之路。

要推动形成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绿色

发展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需要提高全社会

对绿色生活理念的理解和认同，让人们都来

做绿色生活的践行者、推动者。我们要引导

全体社会成员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小事做

起，坚持绿色饮食、绿色穿戴、绿色办公和绿

色出行，减少废物的产生；同时，对生产绿色

产品的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政策、信贷服

务等方面给予支持，构建绿色产品供应链，促进从产品

设计到回收的全过程绿色转型升级。

目前，我国有资源回收利用企业超过 26 万家，产

值超过 3.5 万亿元，预计到 2025 年，产值增长可达到 5
万亿元，对碳减排的综合贡献率将超过 30%。相信，随

着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的组建成立，我们必将

推动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水平持续提升，加快形成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秦晓东 周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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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小芳：微光点亮绿色希望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马骏 通讯员 刘超

“十多年的环保志愿服务生涯，我深刻

体会到，每一次为生态环境保护付出的努

力，就如同夜空中萤火虫发出的细微光芒。

单独来看，一次行动或是个人的参与，或许

难以引起广泛的注意和改变。但正是这些看

似微不足道的努力，在时间的累积下，如同

星火燎原，不仅传播了环保的种子，还激发

了更多人的环保意识，使之逐渐成为社会的

共识与行动。”作为临汾市尧都区科奥小学

的领航者，陕小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诠释了

这一道理：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向着绿

色未来迈进的一大步，最终将汇聚成照亮前

行道路的璀璨光芒。

陕小芳是一名环保志愿者，也是作为一

名小学校长，她不仅自身遵循环保理念，积

极参加各种环保志愿服务活动，还经常组织

学校师生开展环保活动，倡导勤俭节约、绿

色低碳等环保理念，在学校内外形成了浓厚

的绿色学习、生活氛围。

“我对环保产生浓厚兴趣是从一堂课开

始的。”陕小芳说，“2015 年，那时我还是一

名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向学生们讲解《只有

一个地球》这篇课文，在跟同学们一起学习

的过程中，各类资源的浪费现象深深触动了

我。”

那堂课后，陕小芳给自己定了一个目

标———尽自己所能教育孩子保护生态环境。

从教多年来，陕小芳对学生们的浪费

行为有着很深地感触：“以前，在学校的垃

圾桶里经常可以捡到学生们丢弃不用的

铅笔、作业本、橡皮等学习用具，有时候一

个新本上只写了一两页就被扔掉了，铅笔

丢弃现象也很严重……现在的生活条件好

了，但这不是浪费的理由。”陕小芳说，金

钱是个人的，但资源是全社会的，这样的浪

费行为必须制止。

为此，陕小芳每天下班后的第一件事就

是翻看垃圾桶，捡回丢弃的学具，次日分发

给低年级的学生，并通过查看作业本姓名，

对个别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把勤俭节约的理

念传输给他们。久而久之，科奥小学的学生

们浪费学具的现象消失了，作业本正反面用

也成为该校一项不成文的规定。

多年来，陕小芳始终致力于环保理念的

传播，不断引导学生低碳环保，绿色出行。

2020 年，陕小芳担任校长职务后，成立

了环保创意社团，创新开展“公益环保袋”主

题活动，发动全校师生及家长，利用废旧衣

物自制环保袋，并组织学生在市区平阳广场

发放给广大群众，大力宣传禁塑捡塑、节约

资源的环保理念；

2021 年，科奥小学师生在尧都区志愿联

合服务会的组织下，开展了“捡起小烟头，扮

亮一座城”主题活动，带动家长朋友加入到

环保队伍中；

2023 年植树节，陕小芳组织师生化身小

小志愿者，来到市区水塔公园内，通过朗诵

演讲、现场绘画、捡拾垃圾、悬挂环保宣传牌

等形式，传递环保理念；

今年，六五环境日临汾主场活动，陕小

芳是志愿者队伍的组织者之一，她说：“近几

年来，我多次参加环保志愿活动，就是想让

更多的人树立绿色、低碳的环保理念，为我

们临汾生态环境的改善贡献力量。”

……

在陕小芳的带领下，科奥小学的师生和

家长们都积极地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为

临汾市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出积极力量。

“生态环境保护看似是件不起眼的小

事，但只要认真去做就会获得共鸣。”陕小

芳说，她第一次参加环保活动是在 2015
年夏天，那时她带着学生去尧都区金殿

镇龙祠水源地下游，实地查看龙祠渠受

污染情况，并组织大家捡拾垃圾。那次活

动中，学生们保护生态环境的强烈意愿

深深感动了她。

“打造绿色临汾，建设生态家园，是为了

我们和子孙后代共同的利益，是一项光荣而

艰巨的任务。”陕小芳说，作为一名环保志愿
者，保护环境造福人类，她义不容辞、责无旁

贷，但个人的力量始终有限，她希望更多的

人能够参与到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列中来，为

了环境的洁净、生命的健康，用行动感召社

会，共同缔造一个美好的绿色未来。

科学导报讯 从国家林草局获悉：国家标准《天然

林保护修复生态效益评估指南》日前发布，将于 2025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该标准提供了天然林保护修

复生态效益评估的总则、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方法和评

估数据来源及汇总的指南，适用于全国、区域尺度及生

态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的天然林保护修复生态效益监

测评估。

天然林是森林资源的主体和精华，是自然界中群

落最稳定、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陆地生态系统。中国林

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所研究员

王兵表示，该标准的发布实现了天然林保护修复生态

效益从定性评估向定量评估的转变；从零散、片面、局

部的评估转向全面、系统、标准化的评估；从短期、分

散、阶段性的临时调查，过渡到全要素、全指标的长期、

连续、规范监测和评估。

标准正式实施后，将为定期发布全国及地方天然

林保护修复效益评估报告、建立全国天然林数据库提

供坚实基础，也为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

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还将为我国

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重大工程规划实施提供关

键科技支撑，有助于改善我国生态系统管理，促进自然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该标准

不仅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还能间接带来

经济效益。

据了解，标准起草单位和起草人以前期开展的天

然林保护修复生态效益监测评估工作为基础，结合国

内外相关标准以及天然林生态系统的特点，在研究森

林生态系统服务的大框架下，制订天然林保护修复生

态效益评估指南，同时统一我国天然林保护修复生态

效益评估指标体系和方法，使评估结果具有可比性、可

操作性和可应用性，为实现天然林保护修复的生态效

益评估奠定坚实基础。 董丝雨

为建立天然林数据库

提供坚实基础

10 月 25 日，稷山县
汾河国家湿地公园汾河
湾薄雾轻笼，水面如镜。
深秋的清晨，稷山县汾河
湾被大自然赋予了更加
丰富的色彩，绚丽的秋
叶、宁静的水面与城市、
远山的层次感交织在一
起，展现出迷人的魅力。
近年来，稷山县持续开展
汾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
复，不断提升汾河水质、
改善生态环境，汾河流域
生态持续向好。

姻 栗卢建摄

汾河湿地
生态向好

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我省环境保护工作
科学导报讯 记者杨洋 10 月 31 日上

午，记者从山西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推动

高质量发展 深化全方位转型”系列主题第

九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年来，山西省生

态环境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及

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坚持把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和重要支撑，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

长，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

近年来，三晋大地蓝天白云成了常态，

绿水青山随处可见，表里山河更加多姿多

彩。今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

改善 3.0%，为近三年最大改善幅度，PM2.5 浓

度降至 35 微克/立方米。强化水资源、水环

境、水生态“三水”统筹，大力推进“一泓清水

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省地表水环境优

良水体比例达到 87.2%，超过国家下达目标

15.9 个百分点，特别是汾河流域优良水体比

例同比提升 9.5 个百分点，汾河入黄河口断

面水质首次达到优良标准。

在生态保护修复方面，山西省累计创建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15 个、“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8 个，创建数

量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全省生态系统质量等

级提升的区域面积占比达到 21.5%，高出全

国 9.83 个百分点，华北豹种群数量位居全国

首位，昔日濒危的省鸟褐马鸡成为遍布三晋

的吉祥鸟，青头潜鸭、玉带海雕等珍稀鸟类

频现公众视野。

在减污降碳方面，全省同步推动落后产

能淘汰退出和重点行业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改造。今年山西省共有 96 家重点排放

单 位 参 与 碳 市 场 交 易 ， 累 计 成 交 量 达

5442.33 万吨、成交额达 32.09 亿元。此外，绿

色低碳全民行动取得积极成效，全省已有超

过 630 万居民参与碳减排，累计减碳量达

19.7 万吨。我省“碳普惠机制—三晋绿色生

活”先后入选生态环境部 2022 年绿色低碳

典型案例和 2024 年“美丽中国，我是行动

者”十佳公众参与案例。

山西省生态环境系统牢牢把握“重在保

护、要在治理”的要求，集中攻坚“一泓清水

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和黄河干流流经县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各项工作按时序稳步推

进。“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统筹治

污、调水、清淤、增湿、绿岸一体实施，以骨干

工程为抓手，对汾河干流及主要支流河道、

岸线进行系统治理，推动实现“水量丰起来、

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目标。截至目

前 ，285 个 工 程 已 开 工 277 个 ， 开 工 率

97.2%；已完工 138 个，完工率 48.4%；完成投

资额 502.5 亿元。从去年 6 月份启动以来，通

过 1 年多的工程实施，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31.8 万立方米/日，新增人工湿地面积 336
亩，完成河道治理 913.9 公里，压采地下水

245 万立方米。

黄河干流流经县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以

山西省沿黄 4 市 19 县以及 16 条主要入黄

支流为重点，协同开展“净河、减污、治路、洁

产、扩绿”等 5 项攻坚行动。为进一步完善生

态环境治理基础设施，谋划实施城乡生活污

染防治、矿山生态修复、水土流失治理、环境

监测监管等领域共 161 个重点工程，截至目

前，累计开工率达到 87.0%，完工率达到

35.4%。

下一步，山西省生态环境系统将继续深

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绿色低碳发

展机制，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和根本

好转，厚植山西省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转型

的生态底色，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丽山西！

●坚持抓主抓重、科学治理，紧盯主要矛盾、重点区域、关键
环节，集中力量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省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
提升。

●坚持系统观念、综合施策，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统一监管，
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

●坚持统筹兼顾、一体推进，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的引
领、优化和倒逼作用，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坚持守正创新、蹄疾步稳，以钉钉子精神推进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各项任务落地见效，生态环境治理效能明显提升。

国家标准《天然林保护修复生态效
益评估指南》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