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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5日，我们又一次迎来六五环境日。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拥有天蓝地绿水清的

美丽家园，是人们的共同心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
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绿色版图不断扩展，
浓烟重霾有效抑制，黑臭水体明显减少，城乡环境更加宜居，美
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的改善，老百姓有着最切
身最扎实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当下，我们正处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
时期，远没有到喘口气、歇歇脚的时候。生态环境稳中向好的基
础还不稳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难度明显加大，一些困难挑战
不容忽视。今年春季以来，多项空气质量指标呈反弹趋势，一些
地方重污染天气过程时有发生，提醒人们保卫蓝天依然任重道
远。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水生态环境问题持续，百姓身边的黑臭
水体从根本上消除难度还较大，一些重点湖泊蓝藻水华仍处于
高发态势等。

建设美丽家园，是一个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的过程，必须
坚持不懈、奋发有为。保持战略定力，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
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在规划建设中充分考虑生
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唯有如此，经济社
会发展才不会突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建设美丽家园，就要严厉打击污染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也是民心之痛。前不久，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 7 件依法严惩危险废物污染环
境犯罪典型案例，具有很强的警示教育作用，也向全社会传递了
以雷霆之势依法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依法严厉打击重点领域
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决心。

建设美丽家园，就要全社会都行动起来，做生态文明理念的
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6 月 5 日，在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
动中，《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十条》正式发布，“合理设定空调
温度”“少购买使用一次性用品”“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
行”等，正是我们每个人践行绿色生活的行为指南。

美丽家园，你我共享，更需你我共建。只有全社会共同行
动，真抓实干，持之以恒，才能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
水清的美丽家园。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共
建
天
蓝
地
绿
水
清
的
美
丽
家
园

□
新
华
社
记
者

高
敬

张
武
岳

□新华社记者

6月 5日是世界环境日，记者近日
走访全国多地看到，更环保的城市、更
绿色的产业、更低碳的生活方式渐成气
候，各领域积极推动减碳实践，努力打
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生活。

从单体建筑到整体区
域，能耗更低的环保城市

在重庆两江新区翠渝路上，有一栋
长满花草的房子，名为“重庆房子”。满
墙盛开的三角梅煞是好看，还有金竹、
常春藤等几十种植物点缀着建筑外墙，
配合屋顶栽种的绿植，让这座建筑与自
然景观融为一体。

重庆博建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副总建筑师黄潇说：“夏天茂密的植物
能帮助建筑隔热、降温，冬季植物枯萎
了，阳光直射进来可满足室内采光要
求，再配合地道风系统、太阳能吸热
板、雨水收集池等，每平方米能节电
40%到50%。”

能降 耗 的“ 重 庆 房 子 ”并 非 个
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数据
显示，截至 2022 年上半年，我国新建
绿色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的比例已
经超过 90%。

各地正不断推进绿色建筑从单体
建筑向生态城区、低碳城市的推广覆

盖。在上海前滩国际商务区，“节能型
低碳环保城市”的可持续开发理念从一
开始就写进设计图纸里。

“10 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工地
时，我们就谋划起前滩能源中心这个综
合智慧能源项目。”上海电力绿色能源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园园说，能源中心以
天然气为基础，采用冷热电三联供技术
及蓄能技术，为区域内各单体建筑集中
提供空调冷热源，“把独立分散的单体
建筑的供能系统集成起来，实现集中供
能、统一协调。目前区域能源综合利用
效率达81.9%，节能35.6%。”

从园区到生产线，不
断升级的绿色产业

办公区均采用水蓄冷集中能源站
的空调方式，降低发电成本；公交、共享
出行等多种交通方式“零距离”转换衔
接；保留湿地、瀑布等自然资源，大部分
区域采用自然生态草沟排水……位于
海南省澄迈县的海南生态软件园，正全
方位探索绿色产业园区建设。园区负
责人杨淳至介绍说，根据换算，每万元
产值碳排放仅两公斤，“这是一个很低
的数值”。

从紧盯工业用地的“亩产GDP”，到
算清单位产值碳排放的一本账，产业园
区关注点的变化体现出绿色发展理念
正不断走深走实。国务院印发的《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打造一批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节能低碳园区，推
动电力、钢铁、石化化工等行业开展节
能降碳改造。

近期，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
有限公司氢燃料电池供氢项目已建成，
正式投用后每天可供应高纯氢6000多
公斤，满足超过300辆氢燃料汽车的加
氢需求。

“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副
产品氢气，我们通过‘燃料电池车用氢
气纯化成套技术’进行提纯，成本低于
常规氢气生产 30%以上。”川维化工副
总工程师胡泽介绍。

变生产中的“附属产物”为低碳环
保的“主打产品”，石油化工行业不断加
快绿色转型脚步。

与此同时，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行
业发展迅猛。生态环境部 5月 29日公
布的信息显示，从今年 1至 4月的综合
环评审批情况来看，涉及光伏发电项目
952个，同比增长 132.2%；风电行业项
目586个，同比增长36%。

从时尚到习惯，化为
日常的低碳生活

上海市长宁区华丽家族古北花园
小区有一张亮眼的绿色账单：18年来，
小区开展公共建筑用电节能减排，平均
每月节电3.8万千瓦时；开展废水利用，
通过建设管道将净水系统的废水排入
景观池，共节约用水超 60000立方米；

实施生活垃圾分类，通过湿垃圾堆肥，
使 得 干 湿 垃 圾 循 环 利 用 率 达 到
14.33%……

小区居民常会坐在一起聊一些绿
色话题：回收的瓶瓶罐罐还能做点啥？
如何在小区内搭建更适合昆虫们生存
的生态空间、更好保护生物多样性？“人
们常说绿色生活方式是一种时尚，而我
们希望通过长期实践，将时尚变为习
惯，让亲近自然、保护环境、倡导绿色低
碳生活方式，成为人们日常自然的选
择。”华丽家族古北花园小区业委会副
主任陈磊说。

今年 3月，《海南省碳普惠管理办
法（试行）》正式实施。“这是一项创新性
的自愿减排机制，对低碳行为进行积分
奖励，鼓励公众低碳生活。”海南省生态
环境厅应对气候变化与科技财务处处
长张静说，“比如，公众选择开新能源车
或乘坐公交车等绿色出行方式，按照碳
普惠有关规定可获取碳积分，兑换消费
券、小礼品等奖励。”

当前全国多个城市都开展了碳账
户的创新探索，每个个体的减碳行为都
将汇成全社会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
力量。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我们要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
式，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好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记者 王默玲 陈凯姿 刘梓桐 高敬）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更环保的城市、更绿色的产业、更低碳的生活
——多地推动减碳实践观察

6 月 5 日，广西贺州市爱莲湖公园环卫工人划着竹筏打捞清理湖面漂浮物（无人机照片）。当日是世界环境日，
各地志愿者、环保工作者等以实际行动保护生态环境，守护美丽家园。 新华社发世界环境日：环保在行动

□新华社记者 申铖

今年以来，伴随经济稳健复苏，财
政收入增幅回稳向上，但也有一些地方
政府出现财政紧平衡状况。聚焦各方
关切，新华社记者深入地方采访，并采
访了权威政府部门和专家。

算清地方政府“收支
大账”：运行总体平稳

要想理清地方政府财政运行状况，
需要算清楚“收支大账”。

近期，各省份陆续公布当地一季度
财政收支“账本”显示：河南、宁夏财政
收入同比增速超 10%，四川、甘肃超
9%，江苏、浙江、安徽、辽宁等超7%，绝
大多数省份实现收入正增长。

从地方财政整体情况来看，财政
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10.88万亿元，扣除
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5.9%；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22.5 万亿元，比上年增
长6.4%。

今年前4个月，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本 级 收 入 4561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8%；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6222
亿元，同比增长6.9%。

“过去三年地方财政支出平均增幅
达到3.4%，是紧平衡状态，但也是总量
增加的状态，预算执行情况是比较好
的。”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说。

深入比较上述数据，会发现地方财
政收入和支出之间存在一定差额。这
是因为地方财力并不等于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本级收入。实际上，当前地方
40%左右的财力来自中央财政的转移
支付。

“近年来，中央财政‘真金白银’加
大对地方财力支持。”中国社科院财经
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何代欣说。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的数据显

示，2022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
达 9.71 万亿元。过去五年，中央对地
方转移支付规模达 40.66万亿元、年均
增长8.4%。

10.06 万亿元——今年，中央对地
方转移支付规模创下近年新高。其中，
均衡性转移支付增长10.3%、县级基本
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增长 8.7%。此
外，还一次性安排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
费和重点民生等专项转移支付 5000
亿元。

“当前，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
正按规定抓紧下达，确保符合下达条件
的资金‘应下尽下’，为地方分配使用资
金留出更宽裕时间。”财政部相关负责
人说。

央地多措并举促进地
方财政平稳运行

展望后续地方财政运行，多位专家
和学者指出，虽然今年财政收入预计恢
复向好，但挑战和风险仍存。

通过对相关财政数据进行分析，并
对全国 521个市县财政部门开展问卷
调研，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相关课题组
认为，基于短期视角，对2023年财政运
行持积极乐观预期；在经济企稳回升形
势下，预计 2023年财政收入特别是税
收收入形势应该好于 2022年。然而，
若综合考量中长期经济社会风险，仍需
审慎对待财政运行风险。

“受经济恢复向好带动，加之去年
基数较低，今年以来财政收入呈现恢
复性增长势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
院研究员王泽彩表示，疫情、减税降
费政策等因素对地方财政运行带来的
影响仍未完全消除，一些税种收入恢
复仍存不确定性；重点领域和刚性支
出力度不减，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
大，地方财政运行仍将持续紧平衡
趋势。

面对压力和挑战，各级财政部门强

化工作力度，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着
力推动地方财政运行平稳、可持续。

“具体来看，在中央财政方面，中
央财政带头压减支出，加大财力下沉
力度；常态化实施财政资金直达机制，
让资金更好落到县区基层；进一步推
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等。此外，近
年来还强化地方财政运行监测，动态
跟踪研判县区财政运行情况。”何代
欣说。

地方各级财政围绕过紧日子的要
求，加大资金统筹、盘活、压减、调整力
度，开源节流，有保有压，切实提升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

“ 我 们 财 政 收 入 还 没 有 恢 复 到
2019年的水平，而财政支出逐年增长，
必须坚持过紧日子。”湖北咸宁市通山
县财政局局长金汉南表示，通过对会议
费、差旅费、培训费等加强管理，出台过
紧日子的 25条措施等，通山县保障了

“三保”支出，基本做到了当年财政收支
平衡或跨年度收支平衡，未出现政府债
务风险、国库现金支付风险。

在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方面，近
年来，财政部门坚持加强政府债务管
理，开“前门”、堵“后门”，牢牢守住不发
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推动建立防范
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
地方隐性债务减少1/3以上。

“财政部门综合研判，统筹资源，多
措并举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王泽彩
说，一方面，强化法定债务监管；另一方
面，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在北京、上
海、广东等地区开展全域无隐性债务试
点，通报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探索
建立长效监管制度框架，稳妥化解隐性
债务存量。

有能力、有空间应对
风险挑战

当前，有观点担忧政府债务风险加
大。对此，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总

体来看，我国政府债务率不高。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全国地

方政府债务余额约 35.07万亿元，包括
一般债务余额约14.4万亿元、专项债务
余额约 20.67万亿元，均控制在全国人
大批准的债务限额之内。

近年来，中国政府法定债务余额与
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控制在50%左右，低
于国际通行的60%警戒线，也低于主要
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风
险总体可控。

“当前，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是分布
不均匀，有的地方债务风险较高，还本
付息压力较大。我们已督促有关地方
切实承担主体责任，抓实化解政府债务
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
线。”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说，整体来看，
我国财政状况健康、安全，为应对风险
挑战留出足够空间。

“放眼世界，中国的财政稳定性和
健康状况居于世界前列，主要财政指标
和可持续指标表现较为良好。着力推
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财政仍有
足够的发力空间和调控能力。”何代
欣说。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步增
长，我国财政“蛋糕”越做越大。财政收
入从 2012 年的 11.73 万亿元增加到
2022 年的 20.37 万亿元，支出规模从
2012 年的 12.6 万亿元增加到 2022 年
的 26.06万亿元，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提供了坚实财力保障。

今年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恢复
常态化运行，国民经济企稳回升，积极
因素累积增多。恢复向好的中国经济，
将推动财政运行继续回稳向好。

“着眼长期，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大
势不变。地方财政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通过自身努力和国家政策支持，一定可
以成功应对、积极化解。”王泽彩说。一
个运行平稳、可持续的财政，也将持续
护航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如何看待当前地方财政运行态势

新华社德国埃森 6 月 5 日电
（记者 单玮怡）首届中国（德国）贸易
博览会5日上午在德国埃森展览中心
开幕，超过500家中国企业赴德参展。

据主办方介绍，中国（德国）贸易
博览会的参展商全部来自中国，该博
览会是专为中国企业与欧洲伙伴推动
海外贸易与投资的展览平台。参展商
来自工业机械、建材五金、纺织服装、
电子产品等 8个行业领域，由欧洲贸
易商和商务代表等组成的参观者人数
预计超过2万。

德国埃森市市长托马斯·库芬在
开幕式致辞中说，首届中国（德国）贸
易博览会选址于埃森市，令他非常欣
喜和期待。他说，埃森所在的德国鲁
尔区被誉为“德国工业的心脏”，在促
进工业发展、国际贸易和人文交流方

面有良好传统，相信中国（德国）贸易
博览会将成为中国企业和德国贸易伙
伴交流合作的理想平台。

德国埃森展览中心首席执行官奥
利弗·库特表示，中国（德国）贸易博览
会展览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通过展
示中国产品和创新理念推动贸易投
资，促进深层次交流与理解，为双边经
贸合作提供重要助力。作为德国十大
展览中心之一，德国埃森展览中心坚
定支持并推动贸易全球化良性发展。

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事杜春国
在致辞中说，期待中德企业充分发挥
各自比较优势，促进中德经贸共同发
展，同时也可以联合开发发展中国家
等第三方市场，为新时期中德全方位
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注入新动力，
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助力。

首届中国（德国）贸易博览会在德国埃森市开幕

□新华社记者 毛鹏飞 汪艺

为期10天的第 40届吉隆坡国际
书展4日闭幕。中国是本届书展的主
宾国，30多家中国出版单位精心准备
的上万册精品图书和 30多场文化交
流活动为马来西亚读者带来一场中华
文化盛宴。

在主宾国展区，《习近平著作选
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和“足迹”系
列图书等中外文版图书摆在最显著的
位置。在主宾国活动期间举行首发式
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问答》英文版吸引了大批读
者。参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英文版出版的
印度通用出版社总裁考沙尔·戈亚尔
说：“这本书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为读
懂当代中国打开了‘思想之门’。”

出版《习近平讲故事》尼泊尔文版
的尼泊尔当代出版公司总裁基兰·高塔
姆长期关注中国的发展。他说，习近平
主席的著作让海外读者理解中国发展
道路，为其他国家发展提供借鉴。

主宾国展厅外，在“简牍”装饰背
景之上，一幅动态的《千里江山图》吸
引不少人驻足欣赏。展厅内，公众可
以阅读精品书籍、体验中国艺术、观看
图片展览、参加交流活动……来一场
沉浸式中华文化之旅。

来自柔佛州的13岁中学生张宇泓

捧着一本厚厚的中国古建筑书籍，与同
学们一起聆听中国建筑出版传媒有限
公司图书出版中心主任吕胜的讲解。

“我很喜欢这本书。马来西亚也有
很多中国风格的建筑，虽然经常见到，
但我并不懂得这些建筑上的细节包含
着这么丰富的传统文化。”张宇泓说。

在中国传统木版画艺术互动展
台，参观者络绎不绝。中国国家版本
馆展览部主任吴笑天示范教授观众印
制以中国牡丹和马来西亚国花扶桑花
为主要图案的双色木版画和单色“福”
字木版画，马来西亚观众纷纷尝试。

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和文化部长
张庆信在展台观摩后表示，希望中国
国家版本馆能到马来西亚举办中国传
统木版画艺术交流、培训、展览活动。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特展亮相
主宾国系列活动，立体独特的展现方
式让观众沉浸于中国古代绘画艺术
之美。

马中文化艺术协会副秘书长陈楷
枢慕名而来。他在仔细翻阅“大系”实
体画册后，不禁赞叹：“编纂这套书籍
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其艰辛过程震撼
人心，取得的成就利在千秋！”

陈楷枢表示，中国主宾国展区不
管是展厅设计、书籍展览、交流活动，
都给马来西亚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希
望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进一步密切
马中人文交流。

（新华社吉隆坡6月5日电）

中华文化在吉隆坡国际书展绽放异彩

中国戚继光舰抵达文莱进行友好访问
6 月 5 日，在文莱摩拉港，中国海军官兵向码头上的欢迎人群挥手致意。执

行远海远域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 5 日上午抵达文莱摩拉港，开始
对文莱进行为期 3天的友好访问。这是戚继光舰第二次到访文莱。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