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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日益显现
的当下，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促进经济社
会绿色转型，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

2023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8日
于此间开幕。绿色生产、绿色交通、绿色
生活、绿色发展成为超2500名与会嘉宾
热议的话题。

本届论坛以“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现代化——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为主
题，多场高端对话、专业论坛聚焦建设美
丽中国与清洁美丽的世界。

当前，中国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为牵引推动绿色转型，低碳发展的“国家
行动”助力全球绿色版图扩大。中国成
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
献者、引领者。

从推动建立全球清洁能源合作伙伴
关系，到2016年起在发展中国家启动100
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再到与数
十个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
伙伴关系倡议，中国以积极姿态开展绿
色双多边国际合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
贡献了中国力量。

发布《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部署开展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节能降碳
增效等行动，大力淘汰落后产能……随
着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地，中国低碳发展
成果“掷地有声”：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

耗走低，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2000万辆，
水电、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均居世界
第一。

促进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是低碳发展
的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调整产业结构、
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动力和保
障。涉及绿色转型的传统产业主要包括
能源、钢铁、金属、有色水泥等领域。

记者看到，在论坛绿色创新产品展
馆内，近 300 家企业参展，主要涉及环保
科技、绿色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走进展馆，新能源汽车、净水过滤设备、
新型绿色建材、农村污水分散式处理设
备等各种绿色生态技术工艺展品琳琅
满目。

在贵州长通威宁新能源有限公司展
台前，黑色的光伏板、犹如小箱子一样小
巧的储能设备等吸引了不少市民参观。
大家对这些新能源技术设备都很好奇。

在“双碳”目标要求下，诸如风能电
力等新能源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会越来
越广泛，也将促进传统企业实现低碳转
型发展。

负责该展台的工作人员说，公司参
与现有存量项目建设完成后，每年将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3100万吨。

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污染控制和一
体化治理迈进，是生态环保产业发展的

一个必然趋势。“必须加大科技的投入，
推动生态环保领域科技创新向系统化、
综合化、智能化领域拓展。”中国环境保
护产业协会会长郭承站说。

中国正在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这也是低碳发展的必由之路。

统计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清洁
能源消费比重已由2012年的14.5％升至
25.5％，煤炭消费比重由2012年的68.5％
降至56.0％。

正在展台前介绍风力发电项目建设
发展成就的华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贵州分公司工作人员李旭光说，企业研
发推广的关于风力发电等新能源技术
符合当前不少传统企业实现低碳转型
的技术需求，公司也希望为传统企业低
碳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努力抢抓发展的
机遇“风口”。

“中国新能源技术及企业发展迅速，
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贵州
产业技术发展研究院院长魏雄军说。

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新型储能产
业也实现高速发展，新产品、新技术、新
模式不断涌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储能
产业的中坚力量。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低碳发展以
较小的资源环境代价取得较大的经济社
会发展效益，有助于人民享有更多、更普

惠、更可持续的福祉。
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保

护生态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各国共
同的责任。中国积极为世界其他国家实
现绿色低碳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赤道几内亚副总统曼格说，希望
借助中国政府的丰富经验，并在此次
论坛框架内得到相关支持，实施赤道
几内亚 2035 年国家发展战略框架内所
设想的计划。

“如果更多的国家能够学习中国的
生态文明建设，将对全人类的可持续发
展产生积极作用。”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
夫在视频发言中说。

据悉，在本届论坛现场，已有2个战
略合作协议和12个产业投资项目签署，
涵盖现代能源、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材料、
文化旅游等产业，签约金额122.36亿元。

论坛执行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以论坛为纽带，各方有望进一步凝聚共
识、深化合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奏响华美乐章。

“实现‘碳中和’目标，是目前国际社
会遇到的最具全球性、复杂性和全局性的
重大挑战之一，世界各国都应在‘碳中和’
中发挥积极作用，合力应对。”魏雄军说。

新华社贵阳7月9日电（参与采写：
田颖 赵阳）

中国低碳发展助扩全球绿色版图

万峰湖湖面面积176平方公里，覆盖了黔桂滇三省（区）的五个
县（市），既是沿湖三省（区）的水上黄金运输线，也是珠三角经济区的
重要生态屏障。近年来，黔桂滇三省（区）逐步推进万峰湖环境整治
工作，全面清理网箱养殖、水上超市、钓鱼棚等污染源，集中处理生活
垃圾和生活污水，万峰湖水质逐渐好转，湖区碧波荡漾，美景如画。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7月8日，在“淘学企鹅馆”的海洋实验室，工作人员在给孩子们介绍海洋知识。当日，汇聚了四种南极企鹅的“淘学企鹅馆”在冰城哈尔滨市正式迎客。“淘学企
鹅馆”位于哈尔滨极地公园内，作为极地海洋研学教育基地，将为游客和研学、游学者提供极地和海洋科普平台。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中国低碳发展助扩全球绿色版图
新华社记者 周文其 骆飞 吴箫剑

炎炎夏日，走进有着“水蜜桃之乡”
之称的江苏无锡阳山镇，空气中能闻到
桃的甜香。在成片桃林间，目之所及，
除了桃农忙前忙后摘桃、装桃，还有让
人眼前一亮的“科技种桃”场景。

“这是我们试点的水蜜桃‘Y 型’栽
培模式，结合物联网技术能实时监测桃
树生长情况，还特别适合机械化作业。”
阳山镇种桃能手、建勤家庭农场负责人
孙建勤指着一处桃园说。记者现场看
到，采用新技术种的桃树足有4米高，树
间距约1.5米，方便履带运输车、采桃升
降机等机器在园内来回穿梭。

孙建勤说，他家种150亩桃林，通过
新栽培模式能激发果树至少 20％的增
产潜能，“机器换人”也能增效减负，预
计今年销售额将超300万元。

“我们桃园引育水蜜桃品种达30余
种，农技专家还和我们联合研究，努力
实现精准控制桃树果实的生长数量。”
孙建勤说。

阳山镇几乎家家种桃，像孙建勤一
样尝到科技“甜头”的并非少数。去年，
阳山水蜜桃种植面积约 3.8 万亩，依托
适度机械化种植，水蜜桃产量达 3.4 万
吨，整个桃产业链产值近 20 亿元，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超6.2万元。

农技专家、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
原秘书长赵逸人说，阳山水蜜桃有皮
薄肉厚、汁多味甜的特点，之所以能长
期享誉市场，除依赖当地优越的自然
条件外，也得益于近年来不断的科技
创新。

传感器采集桃树生长环境数据、病

虫害防治预警发布、土壤科学灌溉分析
决策……由阳山镇和江苏省农科院合
作成立的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产
业研究所，展示了不少当地已广泛应用
的水蜜桃种植新技术、新模式。

“我们努力示范带动，现在越来越
多桃农积极尝试‘科技种桃’。”惠山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生产技术负责人戴
慧俊说，该产业园的科技示范区落户阳
山镇，不仅建有种质资源圃，还推出大
棚种桃、桃菜共种等不少可供借鉴的新
型栽培模式。

无锡太湖阳山水蜜桃科技有限公
司拥有 3500 亩水蜜桃科研种植基地。
记者在该公司看到，通过3D视觉技术，
智能化分拣设备能按外形、重量、甜度
等将桃子分级筛选，每分钟能分拣 180

多个，效率大幅提升同时，还能精准识
别果品是否有“霉心病”等。

种桃有技术加持，分拣包装逐渐智
能化，销售也在加速“触网”。“家人们，
如果担心桃子来不及吃，可以试试我们
的 4 只装、2 只装和 1 只装。”手机屏幕
前，返乡创业的“80后”桃农陆钰琳在短
视频平台直播间热情推介。据她介绍，
水蜜桃销售旺季单场直播销售额能达
30万元。

阳山镇副镇长姚国金表示，今年阳
山水蜜桃电商渠道销售额占总销售额
比重有望提升至 40％。“我们依托科技
驱动为乡村振兴赋能，推动水蜜桃产业
绿色化转型、数字化变革、品质化提升，
力争让阳山水蜜桃的‘金字招牌’更加
闪亮。” （新华社南京7月8日电）

（乡村振兴）江苏无锡：“水蜜桃之乡”有了“科技味”

青砖、黛瓦、马头墙，一栋栋徽
派民居静静矗立，这是位于宁夏
银川市金凤区城郊的一座移民新
村——润丰村。一到周末节假
日，小村庄格外热闹，周边的游客
自驾来打卡，白天露营烧烤、采摘
鲜果、游园赏花，夜晚在宿集观星
休憩，不用走很远就能给心灵放
个假。

“城里人来得多，我们就提供
当地特色美食。小朋友也有专属
的游乐区，喂萌宠、种蔬菜，亲近
大自然。”利思·田园蜜语农业产
业园运营负责人朱晓玲说。

“近两年我们打造的农旅融
合新业态正在‘出圈’。每逢节假
日，这里能接待几百名游客，村子
发展快了，村民也富裕了。”金凤
区丰登镇润丰村党支部书记王鹏
程说。

润丰村是宁夏回族自治区
“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生态移民
村。由于吃水难，2017年8月，300
多户生活在宁夏南部西海固地区
的村民，在政府的帮助下搬迁到
400公里外的润丰村，从贫困山区
踏入银川城区。

背靠水系，绿树成荫。走进
村民家的小院，客厅、卧室、卫生
间、餐厅功能分区，壁挂暖气、自
来水、燃气灶一应俱全。

新家虽然离城近，大家打工
方便，但一开始收入并不稳定。
随着润丰村创新发展特色乡村旅
游，村民守着美丽村庄有活干、有
钱赚，对过好日子有了更多憧憬。

王鹏程告诉记者，金凤区政
府2019年通过招商引资在润丰村
附近建设利思·田园蜜语农业产
业园，开发生态农业、农耕体验、
餐饮服务、田园居住等“一站式”

农旅服务；之后又引进企业打造
润丰宿集，为游客提供多样的乡
村旅游体验。

“立足润丰村的产业规划，润
丰宿集从22个徽派风格的院子入
手，对原有民居进行改造，植入民
宿、咖啡厅、餐厅、露营等功能，让
这里成为‘城市微度假目的地’。”
润丰宿集负责人郭鹏飞说。

游客闫佳已不是第一次来
润丰村游玩。她告诉记者，村里
环境整洁，民风淳朴，远离城市
喧嚣。柴火鸡、油饼等美食非常
可口，价格实惠，无论是亲子出
游还是好友相约，基本满足大家
的需求。

随着产业园和宿集的进驻，
用工需求增多，村民实现就近务
工。今年 26 岁的村民马建琴，在
产业园餐厅从事服务员工作已经
1年多，上个月她领到4300元的工
资。“从家到园区走路只需要 3 分
钟 ，既 能 挣 钱 还 能 照 顾 两 个 孩
子。”她说。

据了解，目前利思·田园蜜语
农业产业园累计接待游客 6 万余
人次，稳定带动就业35人，临时性
季节用工每天达 80 人以上；润丰
宿集每年为村集体创收36万元。

如今，润丰村又开始尝试挖
掘乡村土特产的价值。村上正在
组织妇女，把自己制作的石磨面、
麻花等土特产，借助电商平台和
企业带货推广，让好东西卖出好
价钱，帮助村民增收。

“这几年，从大山里搬出来的
村民观念改变了，大家开始围着
产业转，重视掌握一技之长，投入
更多精力培养下一代，更好地适
应新生活。”王鹏程说。
（新华社记者 邹欣媛 卢书剑）

润丰村好风景吸引游客来打卡

江苏无锡：“水蜜桃之乡”有了“科技味”
新华社记者 何磊静

开门见山，推窗见绿，气候宜
人。盛夏时节，多彩贵州一派旖
旎风光。

近年来，秉承“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贵州坚持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路子，一幅绘
就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多彩
画卷正徐徐展开。

记者日前在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雷山县、剑河县调研时发
现，这些典型的生态功能区、生态
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区，已成功从

“生态扶贫”迈向“生态富民”阶
段，绿色红利不断释放。

雷山县望丰乡三角田村海拔
约 1200 米，垄垄茶树聚成一道道
绿浪随山势起伏，层叠滴翠，尽显
高山云雾茶的曼妙。

在茶园不远处，贵州雷山云
尖茶业实业有限公司的加工厂房
内，数名工人正在制作夏秋茶。

“以往茶叶采摘 5 月就基本结束
了，现在我们可以做到9月。”公司
董事长杨春艳说，茶叶下树率的
提高意味着村民收入增多了。

据了解，雷山县有户籍人口
16.4 万人，全县茶园面积去年底
达到 16.3 万亩。39 岁的三角田
村村民方启琴家里种了 3 亩茶，
每年春茶上市期，能获得 2 万多
元收入。

“我除了采茶青，也到工厂上
班，帮忙制作银球茶。”方启琴说，
通过培训，自己一分钟能制作7个

银球茶，一天挣个三四百元工钱
没问题。

生产方式在转变，生活方式
也在转型。剑河县柳川镇加禾村
是贵州第一批省级特色田园乡
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点。来到
村中，只见家家户户庭院清雅别
致，“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
令人赏心悦目。柳川镇党委书
记刘一萍说，这是美在农家、富在
庭院。

“我在院子里种了小葱、豌
豆角，还有其他蔬菜，吃不完的
我们还拿到市场去卖，一年能增
加上千元收入。”村民刘德芳笑呵
呵地说。

加禾村党支部书记刘守武介
绍，全村 208 户 795 人，人均耕地
3.73 亩，人均林地 10.74 亩。目前
村里打算与云南一家多肉植物种
植企业合作，建设多肉植物育苗
基地，开展多肉植物文创制作，在
提升村庄“颜值”同时，进一步让
村民“钱袋子”鼓起来。

在未来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
中，努力实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
态化至关重要。贵州省社会科学
院区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霞表
示，贵州通过大力发展特色农业
产业，念好“山字经”，种好“摇钱
树”，荒坡变成“黄金地”，为后发
地区探索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积累了宝贵经验。

（新华社记者 向定杰）

贵州多地以生态文明引领乡村振兴观察

润丰村好风景吸引游客来打卡

筑梦艺术，童心飞扬。以“在艺术的
田野上一起奔跑”为主题的首届乡村儿
童艺术嘉年华7月8日晚在河南省光山
县开幕。活动旨在推动儿童青少年艺术
活动扎根乡村，打造独具特色的儿童艺
术养成、儿童产业汇聚的文旅品牌项目，
探索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卢映川在开幕
致辞中说，少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

的希望。首届乡村儿童艺术嘉年华活动
致力于让乡村的孩子享受高质量的精神
文化生活，扩大和提升面向儿童的文化
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和
乡村建设。

卢映川表示，光山县作为河南省首批
“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县，要深入挖
掘文化资源潜在价值，积极探索可复制、
可推广、可借鉴的新时代文化赋能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努力打造文化
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板。

据悉，本届乡村儿童艺术嘉年华由
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文化和旅游部产
业发展司、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信阳市
人民政府指导，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和光
山县人民政府主办，于 7 月 8 日至 30 日
在光山县举行。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带来了3部经典

剧目和 8 部优秀剧目，为光山量身打造
了原创作品《少年司马光》和《灯火》。

据介绍，活动期间，将开展戏剧演
出、非遗展示、研学实践、户外露营及会
展巡游等，为孩子们提供启智性、可持
续、多元化、实地性的延伸教育，探索新
时代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将嘉年华创
建成国内知名儿童文艺活动品牌。

（新华社记者 余俊杰） 儿童艺术嘉年华探索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儿童艺术嘉年华探索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