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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察察
4 月 20 日，“人人 1 千克 助力亚运

碳中和”活动启动仪式在杭州举行。
会上，一个响亮的目标被提出来：打造
首届碳中和亚运会、亚残运会。这个
目标的实现，对亚运、对浙江，对中国
和世界的绿色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或许你还有印象，不久前结束的
北京冬奥会有一批特殊“选手”亮相：
碳排放趋于零的“冰丝带”，以清洁氢
能作为燃料的“微火火炬”，100%使用
绿电的场馆设计等。它们作为中国环
保科技和环保力量的承载者，向世界
展示了中国绿色、环保、可持续的办赛
理念和发展理念。北京冬奥会也因此
成为迄今为止第一个碳中和的冬奥

会。顾名思义，碳中和亚运
会将继续这项伟大事业，在
整个筹办举办过程中，通过
抵减“碳足迹”、减少碳排放

等工作，实现“零碳”目标，在国际性体
育赛事中再次创造碳中和生动实践，
奉献浙江方案。

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中国作出的重大
战略决策，也是中国向世界作出的庄
严承诺。和北京冬奥会一样，杭州亚
运会“绿色、智能、节俭、文明”的办
赛承诺中，“绿色”首当其冲，“碳中
和”是贯穿其中的醒目主线。在钱塘
江畔织起一条近 4 公里的亚运“绿色
丝带”，使用四川凉山州充沛的水电
和宁夏、新疆的风电和光电，重复利
用场馆改造建材，将绿色场馆与城市
规划有机融合，组建“零碳”工程师

队伍⋯⋯亚运会筹办过程中的这些
“零碳”手笔，已经逐渐体现出绿色办
赛理念。

这些还不是碳中和亚运的全部要
义。在实施亚运会亚残运会绿色行
动、最大限度减少碳排放的基础上，通
过发动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捐赠林业碳
汇、碳信用、碳配额、碳普惠等方式实
现碳中和，提升和扩大碳中和的社会
知晓度和参与面，将使得碳中和亚运
具有更深远的影响。像“人人 1 千克，
助力亚运碳中和”这类活动，鼓励市民
以绿色生活方式助力亚运会碳中和，
让“碳中和”概念飞入寻常百姓家，变
成具体可感的一次次绿色出行、一次
次减纸减塑、一次次节能省电。“碳中
和”是国家的事，也是你我的事，有了
这个基本认知，才可能将低碳绿色理
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有媒体盛赞，北京冬奥会“碳中
和”的实现，使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
新台阶。浙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发源地，有绿色经济发展底
色，杭州亚运会能否在碳中和进程和
美丽中国建设中留下自己的印记、作
出自己的贡献，其中的想象空间等待
更多创举来填满。碳中和核算数字
化、碳中和参与全民化、助推区域发展
均衡化、推动实践成果制度化等举措，
将在多大程度上推广绿色生活方式，
留下多少“绿色遗产”和可资借鉴的经
验，等待我们用行动来验证。

在全球奋力奔赴“碳中和”时代的
今天，努力打造亚运会、亚残运会历史
上首届碳中和赛事，培育更具浙江辨
识度的碳中和标志性成果，不仅是浙
江兑现承诺的担当，更关系到地球家
园的美丽不衰、长久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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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萍

碳中和亚运，拓宽绿色想象
张 萍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再次
强调保障粮食安全。一段时间以来，各级党
委、政府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开展
加强耕地保护、遏制“非农化”防止“非粮化”行
为专项整治，推进耕地还原，取得积极成效。

防止耕地“非粮化”、推进相关整治，是保
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一环。耕地的主要作用，
是种植生产粮食等农作物。少数地方出现的
耕地“非粮化”现象，有些是由违规之举导致，
也有些是因一些地方农村产业单一、农村人
口外流、种粮成本较高等客观原因导致。这
种现象，需要引起重视，坚决整改。贯彻落实
中央政策，推进耕地还原，需要针对各地具体
情况，因地制宜抓好落实。特别是，全面理解
政策，精准执行政策，积极争取广大农民支
持，“既要把工作做好，又要让农民不吃亏”。

摸清底数。心中有数，相关工作才能重
点清晰、踩准节点。摸底数的过程，需要相关
部门发挥牵头抓总作用，乡镇发挥排查主体
作用，多方通力协作，利用实地入户调查、无
人机航拍、图斑对比等多种形式，对辖区内各
类种养结构以及耕地“非粮化”情况进行全面
摸底，详细精准掌握每个村、每个区块耕地种
植动态变化情况，全面掌握真实现状并登记
造册，建立数据库。

分类施策。应注重成本效益核算，既还
原耕地，也有效控制成本，实现效益最大化。
比如，对于流转的耕地，根据“先易后难、分类
推进”等原则，按照流转期限、经济价值、经营
状况等因素分类施策，逐一制订整治方案。
对于农户抛荒的耕地，通过引导农户自种、村
集体集中管理种植或由村集体集中流转，从
源头上减少耕地抛荒。

因地制宜。政策的执行，应实事求是、因
地制宜，注重科学化，尊重规律，不搞一刀
切。对于抛荒或流转的耕地，宜种粮则种粮，

宜清退则清退。现实中，有一些种植基地，基本位于山地、丘陵
地带，缺乏水源、土地贫瘠，种植粮食作物效益低。对于此类情
形，在耕地“非粮化”处置过程中，应制定相应政策，分类处置。

强化激励。合理有效利用激励机制。建议县级以上地方政
府制定耕地保护奖励资金管理办法，出台粮食生产功能区和其
他定向种粮田块土地流转租金补贴制度，建立耕地复垦补偿机
制等。在耕地恢复过程中，对农民的合法权益要予以保护。

减轻负担。提升种粮积极性，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须多方发
力减轻农民种粮负担。比如，加强农村农田道路、水利等基础设
施建设，确保农机能够到田头，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强农业
机械研发，推出更多更实用的小型农业机械，加大对农机、化肥、
农药等农资补贴力度，切实减轻农民种粮负担。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现乡村振兴，产业
兴旺是重要内容。做好耕地“非粮化”问题整治，利国利民，利及
长远。应当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积极稳妥做好这项工作。同
时，构建综合性政策支撑体系，实现耕地保护的长效化。

【作者单位：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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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和小孩作为新冠肺炎的易感
染人群，也是疫情防控的重点保护对
象。把“你扫我”变成“我扫你”、“爱
心车队”为老人接种疫苗护航⋯⋯我
省多地针对“一老一小”出行等特殊
防 疫 场 景 ，推 出 了 更 有 针 对 性 的 暖
心服务，撑起“一老一小”的防疫保
护伞。

新 冠 病 毒 的 危 害 不 分 男 女 老
幼，但是老年人和小孩抵抗力弱、易
感 染 程 度 高 ，是 需 要 保 护 的 重 中 之
重 。 在 出 入 公 共 场 所 时 ，人 们 需 要
用智能手机扫健康码、行程卡、场所
码等。不少老年人和小孩不使用智
能 手 机 ，这 些 时 候 就 可 能 面 临 一 些
不 便 和 麻 烦 。 比 如 ，老 人 如 果 去 超
市 买 东 西 ，没 有 智 能 手 机 的 话 就 要
详细登记姓名、住址、联系电话和身
份 证 号 。 费 时 费 力 不 说 ，还 容 易 产
生人员聚集的风险。

筑 起 全 民 防 疫 长 城 ，需 要 填 平

年龄鸿沟、数字鸿沟，就要细致考虑
不 同 防 疫 场 景 中 不 同 人 群 的 需 求 。
比如，在慈溪观海卫镇核酸检测点，
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胸前都挂着一
个“私人订制”二维码，亮出二维码，
就 可 以 立 即 进 行 核 酸 检 测 ；为 了 破
解“一老一小”的出行难题，不再“为
码所困”，龙游县大数据局加急迭代
升级“龙游码”功能。这些防控措施
的优化，在技术上并不算太复杂，却
彰 显 着 对 于 特 殊 群 体 的 关 照 ，体 现
出防控的温情。

当 前 ，疫 情 防 控 形 势 仍 然 严 峻
复 杂 ，在 疫 情 防 控 常 态 化 的 今 天 ，
多 种 多 样 的 防 疫 场 景 对 疫 情 防 控
提 出 了 更 高 、更 细 的 要 求 。 要 真 正
达到安全、高效、便捷、精准的防控
效 果 ，防 疫 政 策 需 要 不 折 不 扣 地 贯
彻 ，人 文 关 怀 也 要 加 强 。 面 对 这 些
复杂的防疫场景，不妨从“用户”的
真实需求出发，向着解决痛点着力，
多一些“逆向思维”，探索一些更具
有适用性的“降维应用”，很多难题
便会迎刃而解。

为“一老一小”撑起保护伞
逯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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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况，目前，全国的“菜篮子”产品生产基础比较扎实，肉蛋奶、鱼果蔬供应总量充足，完
全可以满足城乡居民消费需求。 高晓建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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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篮子”供应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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