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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申铖

国家统计局网站 26 日发布《2016 年

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公报》，首次

公布了 2016 年度各省份绿色发展指数，

排名前5位的地区分别为北京、福建、浙

江、上海、重庆。

根据 2016 年中办、国办印发的《生

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我国将

对各省区市实行年度评价、五年考核机

制，以考核结果作为党政领导综合考核评

价、干部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其中，年

度评价按照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实施，生成

各地区绿色发展指数。2017年8月，国家

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

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完成了首

次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工作，综合评价

各地区绿色发展总体状况。

从 2016 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

果来看，公众满意程度排名前5位的地区

分别为西藏、贵州、海南、福建、重庆。

从构成绿色发展指数的6项分类指数

结果来看，资源利用指数排名前5位的地

区分别为福建、江苏、吉林、湖北、浙

江；环境治理指数排名前5位的地区分别

为北京、河北、上海、浙江、山东；环境

质量指数排名前 5位的地区分别为海南、

西藏、福建、广西、云南；生态保护指数

排名前5位的地区分别为重庆、云南、四

川、西藏、福建；增长质量指数排名前 5
位的地区分别为北京、上海、浙江、江

苏、天津；绿色生活指数排名前5位的地

区分别为北京、上海、江苏、山西、浙

江。

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开展年

度评价，对于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

系，引导各地方各部门深入贯彻新发展理

念、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政绩观，

加快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

重要的导向作用。年度评价结果作为督促

和引导地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指示

器”和“风向标”，对于推动实现党中

央、国务院确定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和

“十三五”规划纲要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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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次发布绿色发展指数评价各地发展质量

■新华社记者 冯玉婧

在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第

十三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获颁“未

来政策奖”；在《蒙特利尔议定书》第

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环境保

护部被授予“保护臭氧层政策和实施

领导奖”；在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

上，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荣获联合国环

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

2017 年接连而来的世界级“绿色

大奖”，代表国际社会对中国生态文明

建设努力的赞赏。中国不但着力解决

自身环境问题，还积极参与全球生态

环境治理，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发

挥着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

作用。

践行绿色发展有成绩

2017 年是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

坚持造林的第 55 年。曾经的塞罕坝是

“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

地，但建设者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执

着让它变成了广袤林海、减排固碳的

“天然氧吧”，堪称世界奇迹。

荒漠化被称为“地球的癌症”，威

胁着全世界，而发展中国家首当其

冲。《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副执行

秘书长普拉迪普·蒙加说，如果考虑到

人口压力以及生态系统的需求，情况

会更加严峻。

而在中国，政府多年高度重视、

持续投入荒漠化防治。统计显示，中

国荒漠化土地面积由上世纪末年均扩

展一万多平方公里转变为目前年均缩

减 2400 多平方公里，实现了由“沙进

人退”到“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治沙

模式也向世界贡献了“中国方案”。其

中，中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菌

草技术已传播到世界 70 多个国家和地

区。

8 月，国际性非营利组织世界未来

委员会公布 2017年“未来政策奖”，以

表彰全球最佳的防治荒漠化与土地退

化政策，中国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沙治沙法》而获奖。

世界未来委员会理事会副主席亚

历山德拉·汪戴尔说，中国获奖释放了

一个强有力信号：一个易受荒漠化和

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可以找到一个睿

智且有效的方法，以应对全球性的挑

战。

2017 年又是 《蒙特利尔议定书》

缔结 30 周年。中国环境保护部部长李

干杰表示，在该议定书框架下，中国

已累计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超过 27 万

吨，为公约有效履行贡献了重要力量。

此外，中国还有很多绿色发展成

果位居世界榜首，形成靓丽的“绿色

成绩单”：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

和消费国，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

资国，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和

消费国，水电、风电、太阳能光伏发

电装机规模世界第一……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索尔

海姆说，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转折

点，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绿色的家园。

应对气候变化有担当

2017 年 ， 拉 美 国 家 连 遭 暴 雨 袭

击，夏季热浪席卷北半球，“哈维”和

“艾尔玛”飓风“双击”美国……全球

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极端天气灾害，

一幅幅灾难画面仿佛仍在眼前，提醒

人们应对气候变化时不我待。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

处执行秘书帕特里夏·埃斯皮诺萨在 11

月的波恩气候变化大会上指出，全球

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极端天气带

来的严重后果，“全球气候行动的紧迫

感前所未有”。

作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

要推动者之一，中国坚持环境友好、

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理念、承诺与行

动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

近 10 年，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

减少了 41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实现了

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双赢；

2015 年，中国承诺将于 2030 年左右使

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

现；2017 年 12 月，中国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体系正式启动……

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政策顾问迪

伦·默里说，中国正在为实现碳排放达

峰的目标采取切实措施，“无论是限制

温室气体排放量，还是减少上路燃油

车的数量，这些都是中国政府为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作出的巨大努力”。

国际碳行动伙伴组织秘书长康斯

坦策·豪格说：“我们正在与世界上许

多发展中国家展开合作，他们都在对

标中国，看如何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的同时维持经济增长。”

在 11 月的波恩气候大会谈判中，

中国代表团更是积极贡献中国智慧、

提出中国方案，在处理分歧时提出

“搭桥方案”，寻找最大公约数，有效

推动了谈判进程。

全球环境治理有行动

中国不仅自己走上了绿色发展的

道路，还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

理，让自己的生态技术和发展理念伴

随“一带一路”建设等造福世界，特

别是遭遇生态困境的发展中国家。

5 月底，在东非的肯尼亚，由中国

公司承建的蒙巴萨－内罗毕标轨铁路

正式建成通车。这条铁路不仅速度

快，还专设 14 处动物通道，其中 6 处

为大型通道，净高 6.5 米以上，让大象

和长颈鹿等非洲草原的大型动物可以

“不低头通过”。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总干事马可·
兰博蒂尼对此称赞：中国企业已证

明，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做到环保。

9 月，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

研究所和非洲“绿色长城”组织方签

订了协议，未来 5年，中国科研人员将

参与非洲“绿色长城”建设。这条横

跨非洲撒哈拉地区的宽 5 公里、长

7000 公里的林带，将成为非洲防沙治

沙的利器。

“绿色长城”联络处高级项目专员

戴罗·阿曼杜说，中国在防沙治沙领域

的技术国际领先，而且中方科研人员

务求实效、踏实奉献，在非洲国家广

受欢迎。

此外，中国还通过气候变化南南

合作基金等途径，为一些发展中国家

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埃斯皮诺萨说，中国经济社会绿

色转型的成功经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

极具启示作用，相信随着中国“一带

一路”倡议框架下众多对外合作与投

资项目展开，中国的绿色理念和实践

经验将促进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绿色融

资和可持续发展。

索尔海姆表示，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寄予高度期

待，期待中方通过“一带一路”建设

等，将这一理念带往海外。“对我来

说，美丽中国不仅意味着中国在保护

自己的环境，还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

有力的推动者，同全世界一起来进行

这项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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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美丽中国向世界交出靓丽“成绩单”

一碗爱心面
温暖一座城

■新华社记者 王阳

凛 冽 的 北 风 从 海 面 上 吹

来，时而光临的降雪让道路湿

滑，眼下正是山东威海的环卫

工人冯占友工作最辛苦的时

候 。 不 过 今 年 冬 天 ，“ 冯 占

友”们却在低温劳动之余感受

到别样温暖。

25 日中午 11 点半，上早班

的冯占友终于到了下班的时

间。他和两位同事推开威海吾

德拉面馆的大门，入座后掏出

3 张“爱心拉面就餐卡”，拉面

店老板马志华倒上茶水，“先

暖和暖和，拉面已经下锅了。”

记者在这家挂有“环卫工

人餐饮供应点”牌照的拉面店

内看到，像冯占友这样的普通

环卫工人可以凭卡免费获得一

碗爱心拉面。这是今年 12 月开

始，威海一些拉面馆自愿倡议

发起的为环卫工人免费提供

“ 爱 心 拉 面 ” 公 益 活 动 。 目

前，威海全市 140 余家拉面馆

中，已有 104 家自愿加入“爱

心拉面”行动中。

冯占友告诉记者，他每天

四点半就要起床，五点左右在

这 家 面 馆 附 近 清 扫 路 面 。

“以往，下班后就跟工友坐在

马路边吃自己带的饭菜，都是

凉的，大家喝的水也都是冰

的。现在清扫完街道，可以吃

碗热腾腾的面，不仅身子热乎

了，心也暖了。”冯占友说。

拉面店老板马志华向记者

讲起来“爱心拉面”活动的缘

起。从青海到威海创业谋生 11
年的马志华一直靠开拉面馆为

生，从办证到经营各个环节一

直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帮助，

他告诉记者：“这个城市良好

的营商环境让我受益，我也想

回报社会。”马志华觉得，没

有环卫工人们的辛勤付出，就

没有城市的干净卫生，而为他

们提供一碗免费的拉面，是他

所能想到的力所能及的回报。

今 年 初 ， 马 志 华 开 始 将

“ 爱 心 拉 面 ” 的 想 法 付 诸 实

际，并积极鼓励其他同乡加

入。没想到，大家对他的想法

非常支持，一个月时间就有 25
家店加入。他说，“每个月，

我们都会到其他拉面馆走访，

询问他们为环卫工提供免费拉

面是否感到吃力。大家都表

示，几碗拉面根本不算什么，

能为社会做点事，他们心里都

很高兴。”

拉面店的爱心行动也感染

了普通市民，不少人愿意饭后

再为环卫工人多买一碗拉面。

记者在多家爱心拉面馆看到，

墙上悬挂的“爱心拉面”贴板

贴着不少五颜六色的“爱心

贴”，这是由爱心市民提前买

下的餐票，有需要的环卫工取

下“爱心贴”，即可免费享用

一碗面。

一碗爱心面温暖一座城，

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参与其

中，活动开展以来已捐赠爱心

拉面 1.6 万碗，1786 名环卫工

人受益于此，爱心拉面店的生

意越来越好，服务和卫生也不

断提升。

“一碗面虽小，却像寒冬

中的一团火凝聚着爱心，展现

的是包容友善、城市文明的新

风貌。”一位参与活动的威海

市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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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发 大巢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