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5日，我们迎来2024年全国生态

日。今年的主题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安

吉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

科学论断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

念，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在祖国大

地上生根、开花。

万里河山，生机盎然。绿色发展正在提

速，绿色版图持续扩展，亿万人民共同描绘

的美丽中国新画卷徐徐铺展。

护绿增蓝
■ 擦亮蓝天。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2.8％，同比上升1.4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同

比下降1.1个百分点。

■ 守护碧水。今年上半年，全国地表

水水质优良（Ⅰ至Ⅲ类）断面比例为88.8％，

同比上升1.0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为

0.8％，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

■ 共护家园。2023年，我国完成造林、

种草改良1.25亿亩，治理沙化石漠化土地

2857万亩，实现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连续

40年“双增长”。

深化改革
■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与

生态环境保护更加协调，绿色发展空间进一

步拓展。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好转的同时，

经济总量从2012年53.9万亿元跃升至2023

年超过126万亿元。 据新华社电
>>>详见新民网www.xinmin.cn

今天是第二个全国生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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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家住洋泾的居民发
现，洋泾港与张家浜交汇处新
增“水舞桥”，如舞动的飘带悬
浮于水面，夜景更是美轮美奂。
原来，随着12.5公里的陆家嘴
水环圆满“闭环”，上海又新增
一处规模化滨水慢行空间。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今年

的主题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近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
见》，这是中央层面首次对加快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
出系统部署。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从制度上落实了绿水青山向金
山银山转化的理念，需要完善
打通其转化为现实的路径。
生态产品价值，可以是物

质供给、精神享受、文化服务等
多种形式。城市漫步，便是一
种共享生态空间的体现，满足
了人们舒缓压力、亲近自然的
身心需求。除打通“一江一河”
滨水空间之外，越来越多老百
姓家门口的生态空间不仅令人
赏心悦目，其主题式设计和互
动活动还能让市民沉浸其中，
逐步提升环保意识，并自觉成
为生态保护的践行者。
生态建设和保护，不能只

靠政府唱“独角戏”。现在国际
上流行的ESG（环境、社会和治
理），正是呼吁企业等社会各方
积极参与，投身可持续发展，这
也成为企业价值实现和韧性增
长的关键要素之一。今天，
“碳”索智慧游等一批生态主题
游在浦东亮相，提供了城市漫
步的多样选择。比如，在支付宝
空间站里，参与者可以通过“飞
跃蚂蚁森林”“拯救消失的能
量”等互动展项，在蚂蚁森林和
神奇海洋里身临其境地遨游，
并尝试线下收取蚂蚁森林绿色
能量，以互动游戏的形式积极
响应环保理念，让绿色低碳生
活成为人人可及的生活方式。
城市漫步，不局限于都市

空间，“后花园”里的漫步也催
生了乡村振兴的新活力。青浦岑
卜村乡村网红咖啡馆等不但满
足了都市人远离喧嚣的休闲需
求，还让一部分年轻人回归自

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新生力量。新场镇新南村
以“桃花经济”映红乡村振兴，让都市人在大
治河旁的森林氧吧感受了一场自然的放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随着这

一生态文明理念的深入人心，如何探索可持
续的生态价值实现路径，更需要制度性保
障。昨天，上海检察机关首次专门就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开展公益诉讼工作情况发
布白皮书，显示超九成案件在诉前实现生态
修复。今年，18家相关部门联合印发了《上
海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实施细则》，进一
步强化衔接模式，形成更强生态治理法治合
力。在陆家嘴水环全新亮相之时，《浦东新区
陆家嘴水环管理若干规定》同步落地，鼓励沿
线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住宅小区、居民等
社会主体通过多种方式参与陆家嘴水环治
理，把更高品质的公共空间留给人民。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色转型、

低碳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积极推动，更离不开
社会各界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每个人都是
绿色低碳理念的传播者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的践行者，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文
明健康新时尚将蔚然成风。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龙钢 记者 李一
能）记者从虹口区生态环境局了解到，日前，

由复旦大学联合上海环境节能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组成调查团队，对虹口区生物多样性

进行调查，发现了18种鸟类，包括在和平公

园上空发现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红隼。

据了解，本次调查覆盖了虹口区鲁迅公

园、彩虹湾公园、和平公园、曲阳公园、北苏

州路绿地、北外滩滨江绿地，调查报告初步

整理鸟类物种18种。其中，有国家二级保

护野生动物红隼，以及棕背伯劳、白头鹎、喜

鹊、大山雀、八哥、乌鸫这6种上海市重点保

护野生鸟类和夜鹭、白鹭、黑水鸡、小等

多种重要的水鸟资源。这表明上海市区生

态环境质量有了明显提升。

近年来，虹口区打造了高兴花园等绿色

休憩空间，改造了和平公园，建设了北外滩滨

江绿地和长达2.8公里的广粤路绿色林带；去

年新增各类绿地2万平方米、立体绿化2.5

万平方米，179个社区创建达标绿色社区。

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
连续  年“双增长”

申城市区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提升

和平公园上空红隼飞翔

本报讯（记者 屠瑜 实习生 张潇）今

天上午，记者从在长宁区举行的2024年全

国生态日上海主场活动上获悉，上海以低能

耗低排放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本市光伏装机达348万千瓦、

风电装机达107万千瓦；累计推进绿色建筑

4亿平方米、超低能耗建筑1400万平方米；

累计推广新能源汽车超过141万辆，建成各

类充电桩近84万根。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上海以

法规政策保障绿色可持续发展，在全国率先

出台实施《上海市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促进条

例》，全方位推动能源、产业、生活消费等领

域绿色低碳转型；研究制订本市加快推进绿

色低碳转型行动方案，谋划部署七大类别15

个绿色低碳重大应用场景。

此外，上海以全社会之力践行低碳新风

尚，在全国率先出台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

理体系，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的行动方案，

推动各行业龙头企业成立CN100绿色低碳

供应链链主企业联盟，推动供应链上下游协

同降碳。成功举办第二届上海国际碳中和

博览会，组织申报并评选出本市首批20个

碳达峰碳中和试点示范，开展可循环快递包

装应用试点和塑料类可回收物单独回收试

点并形成典型案例。

在典型案例分享环节，中国邮政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市寄递事业部市场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上海邮政参与市发改委组织的可循

环快递包装应用试点，企业直接投入采购成

本约23.8万元，可循环快递包装使用次数达

56281人次。其中，在派出所身份证直配项

目中，通过可循环快递箱的个性化定制及绿

色循环提高包装质量，通过GPS定位等信息

技术防止出现调包及非法开拆等问题。同

时，定制的可循环快递箱在同城范围内使

用，内件为身份证，制证中心与各派出所互

寄，2—3天一循环。2022年至今，累计使用

31875人次。

上海悦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讲述数字化管理下的塑料重生路，介绍了“塑

料精分拣，可实现品类分选自动化”的前沿技

术。企业自主研发“基于AI和光电融合的智

能分选系统”，通过AI图片高速识别技术、云

计算，大数据技术和自动化控制技术，实现

对塑料类产品的品类自动识别（PET、PP、

PE）和品牌自动识别，准确率不低于95%。

当天，本市相关部门和街镇也举办了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色活动。如：市生态环

境局联合徐汇区人民政府，指导举办“2024年

全国生态日暨第二届上海生态环保艺术节”；

嘉定区组织机关干部参观草编文创馆，开展

草编代塑等体验活动；静安区组织重点用能

单位进行交流座谈，分享节能降碳好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全国生态日上海主

场活动采取多种方式降低碳排放，并将于活

动结束后通过购买绿证配额、国家核证自愿

减排量（CCER）等方式，实现活动碳中和，更

好响应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

要求。

■ 在和平公园上空飞翔的红隼

快递箱可循环 塑料“智慧”分拣
上海全力践行绿色低碳新风尚

■ 崇明东滩湿地（航拍）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