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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事关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事关人类前途
命运。国务院新闻办27日发表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
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
会，回应了气候变化领域的热
点问题。

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
体系正在加快形成

在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副
部长叶民介绍，2011年，国务院
新闻办发表了《中国应对气候变
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白皮
书，此后每年发布中国应对气候
变化的政策与行动年度报告。

此次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
年来，中国将应对气候变化摆在
国家治理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
提高碳排放强度削减幅度，不断
强化自主贡献目标，以最大努力
提高应对气候变化力度，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同
时，中国还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气
候治理。

叶民表示，要把碳达峰、碳
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
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
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坚定不
移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
战略，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如期实现，持续为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作出贡献。

他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

见》以及《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
方案》近日发布，碳达峰碳中和

“1+N”政策体系正在加快形成。
下一步，要将“十四五”碳强

度下降18%的约束性指标分解
到地方加以落实；推动开展碳达
峰行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1+
N”政策体系落实；统筹推进应
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
关工作，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继续完善全国碳市场；加强
相关制度建设，实施以碳强度控
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
制度。

同时，要推动形成绿色低
碳的生产生活方式；提升城乡
建设、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等适
应气候变化能力；继续积极参
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推动构
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
气候治理体系，持续开展气候
变化南南合作。

有效应对风险，确保安全
降碳

“未来，实现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能源领域的清洁低碳发

展是尤为紧迫的。”生态环境部
应对气候变化司负责人孙桢在
发布会上说。

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能源
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能源生
产结构由煤炭为主向多元化转
变，能源消费结构日趋低碳化。
2020年，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
费总量的比重已经由2005年的
72.4%下降到56.8%。同时，非
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达
到15.9%。

中国提出，到2030年非化
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
达到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
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
以上；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
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
境外煤电项目。这充分展示了
中国加快能源结构调整、构建清
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决
心和魄力。

孙桢表示，中国将继续控制
煤炭消费增长，加大力度发展可
再生能源，加快完善电力体制，
构建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
新型电力系统。同时，作为全球

最大的清洁能源设备制造国家，
中国将帮助发展中国家能源供
给向高效、清洁、多元化的方向
加速转型。

他指出，作为发展中国家，
中国当前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
民生、维护能源安全等任务，调
整能源结构仍然存在诸多的现
实困难和挑战，不可能一蹴而
就。要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防范
风险，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
系，处理好减污降碳与能源安
全、产业链供应安全、群众正常
生活的关系，有效应对绿色低碳
转型可能伴随的风险，确保安全
降碳。

期待COP26取得积极进展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
（COP26）即将在英国格拉斯哥
召开。

叶民表示，COP26是《巴黎
协定》进入实施阶段之后召开的
首次缔约方大会，中方主张此次
大会应当发出坚定维护多边主
义、尊重多边规则强有力的政治

信号，各方要落实《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
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
原则和“国家自主决定贡献”制
度安排，在尊重不同国情的基
础上，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
出贡献。

他说，中方期待与各方一道
在本次大会上取得进展。一是
大会应当积极推动完成《巴黎协
定》第6条实施细则的核心遗留
问题谈判，这是各方全面有效实
施《巴黎协定》的基础和前提，也
是维护国际社会对多边机制信
任的重要标志。

二是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
高度关切的资金、技术、能力建
设支持等问题上取得有效进
展。这些问题事关政治互信和
发展中国家采取气候行动的现
实能力。

三是要在本次大会上突出
“落实”。积极倡导各方切实落
实目标，将目标转化为落实的政
策、措施和具体行动，避免把提
出目标或提高目标变成空喊口
号或差别化指责。

多个发达国家在未落实已
有承诺的背景下仍推动进一步
提升气候目标。“对此，各方应认
识到不付诸行动的气候目标无
异于空中楼阁，唯有通过共同行
动全面落实《巴黎协定》的要求
和目标，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
带来的危机和挑战。”他说。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新华社北京10月 29
日电（记者 高 敬）近期
我国中东部地区发生入
秋以来首场大范围空气
污染过程。今年秋冬季
大气环境质量怎样，如何
防控污染？

在生态环境部 29 日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
测司一级巡视员刘舒生
介绍，与往年相比，今冬
明春的大气扩散条件基
本接近或略微偏差，大
气污染防控形势仍然较
为严峻。

生态环境部近期将
印发 2021-2022 年秋冬
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
坚方案。根据方案，秋冬
季期间（2021 年 10 月 1
日至2022年3月31日），
相关城市 PM2.5 平均浓
度同比下降 4%，重污染
天数平均每个城市减少2
天。方案部署了坚决遏
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积极稳妥实施散煤治理
等10项重点任务措施。

生态环境部大气环
境司副司长吴险峰介绍，
2017年以来，通过实施秋
冬季大气攻坚行动，重点
区 域 空 气 质 量 持 续 改

善。2020年秋冬季，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
PM2.5 浓度比 2016 年同
期 分 别 下 降 37.5% 、
35.1%，重污染天数分别
下降 70%、65%，长三角
已经基本消除重污染天
气。但空气质量改善成
果还不稳固，京津冀及周
边、汾渭平原等区域秋冬
季重污染天气仍然高发、
频发。

据介绍，今年攻坚方
案在实施范围上有所调
整。与此前相比，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区
域增加河北北部 3 个城
市、山西北部3个城市、山
东东南部6个城市以及河
南南部8个城市。长三角
区域只保留苏北、皖北7
个城市参照执行，其他城
市不再纳入攻坚范围。

吴险峰表示，今年的
攻坚措施更加突出精准
施策，反对“一刀切”，要
求地方坚决防止为了完
成目标任务采取先停再
说、一律关停等敷衍应对
临时性措施。继续实施
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差异
化减排，而不是大范围停
产，尽可能减少对企业正
常生产的干扰。

10月29日，安徽省全椒县庄曹大地幼儿园的小朋友用废弃瓶子制
作彩绘花瓶。

为迎接10月31日“世界勤俭日”，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
动，让孩子们将勤俭节约的理念从小扎根心间。 新华社发（沈果摄）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9 日电
（记者 孙少龙）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网站日前公布全国查处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
报数据。通报显示，2021 年 9
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 8420 起，批评教育
帮助和处理 11937 人（包括 1名

省部级干部、43名地厅级干部、
758名县处级干部），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8247人。

根据通报，今年 9月全国共
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3931 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6004 人。其中，查处“在履职
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

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
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
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
处 3233 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
理4949人。

根据通报，今年9月全国共查
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4489
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5933
人。其中，查处违规收送名贵特
产和礼品礼金问题1726起，违规
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904起，违
规吃喝问题836起。

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
——解读《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

新华社记者 高 敬 周 圆

秋冬季大气污染治理如何攻坚？

生 态 环 境 部 权 威 回 应

勤俭记心间

9月份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8420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