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化学物质、电磁辐射等新领域污染问题看点二：

立法保护江河湖泊、荒漠生态系统看点三：

正确处理发展和保护的关系看点四：

绿色低碳发展单独成编看点五：

明确保障公众“生态环境权益”看点一：

新闻博览 A07打开报纸读新乡

2025年4月29日 星期二 编辑：姬国庆 校对：卢岩 版式：申宝超

法典草案中绿色低碳发展编引
人关注。草案在现行清洁生产促进
法、循环经济促进法、能源法等法律
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议等基础
上，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发展相关法律
制度。

绿色低碳发展是解决生态环境问
题的治本之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
学院教授张忠民表示，草案在污染防
治和生态保护之外，将绿色低碳发展
单独成编，是生态环境法治的一项重

大创新。
“以循环经济为例，现行循环经济

促进法相关条文多为鼓励、支持性
质。”张忠民表示，“基于我国资源有
限、人口众多的现状与产业结构转型
的大趋势，必须提升制度刚性，为绿色
低碳领域执法、司法等提供更为有力
有效的规则。”

记者注意到，在应对气候变化章
节中，草案对开展国际合作，参与、贡
献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加强气候变

化领域的人才队伍建设和技术交流合
作等方面内容作出规定。张忠民表
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应对气候
变化方面的国际承诺以及履约需求
等，也将在此体现。

相关专家表示，以绿色低碳发展
编为标志，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充分回
应时代之问，推动构建中国绿色低碳
发展法律体系，为世界贡献环境法治
建设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生态环境法典草案首次亮相
有哪些看点？

4月27日，备受关注的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草案分为5编，
包括总则编、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法律责任和附则编，共1188条。

继民法典之后，首次亮相的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有哪些重要看点？“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
有关专家和业内人士。

翻开厚重的法典草案，总则编第
一条立法目的中，“保障公众健康和生
态环境权益”引起不少专家的共鸣。
现行环境保护法明确“保障公众健
康”，此次法典草案增加公众的“生态
环境权益”，被视为一大亮点。

“法典草案把保障公众健康和
生态环境权益作为立法目的之一，
写在第一条，是非常难得的。”北京
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劲说，草案的一
系列制度设计，彰显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理念，尤其在污染防治编中
体现得最明显。

商贩在住宅楼下开烧烤摊，熏得
窗外、电梯间、居民衣服上都是油烟和
异味，这个难题怎么破？为解决类似

“窘境”，法典草案对餐饮服务项目、露
天烧烤以及服装干洗和机动车维修等
活动进行了规定。

华侨大学法学院院长刘超表示，
油烟、恶臭、噪声等是近几年生态环境
领域群众投诉较为集中的问题。针对

老百姓“家门口”的油烟、恶臭等顽疾，
此前大气污染防治法作出了相关规
定，此次法典草案进行了系统整合，以
更好地推进问题解决。此外，过去一
些政策、规章制度当中已有规定，但法
律尚未明确的经验做法，这次也写入
法典草案之中。

在专家看来，法典编纂将从立法
角度为解决这些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
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依据，更好保障公
众的生态环境权益。

记者注意到，草案污染防治编
共设置 9 个分编、36 章、525 条。污
染防治编首先考虑蓝天、碧水、净土
保卫战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其次
是固体废物、噪声、放射性污染源的
治理，然后设置“其他污染防治”分
编，对化学物质、电磁辐射、光等新
领域污染防治问题作出针对性制度
规定。

刘超介绍，近年来广受关注的新

污染物，来源主要是有毒有害化学物
质的生产和使用。国务院办公厅
2022年已经印发《新污染物治理行动
方案》，进行针对性治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
意见》中则明确要求加强“电磁辐射环
境管理”。一些地方也正在进行光污
染治理的相关探索。

对此，生态环境法典草案规定
加强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建立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新污染物协同
治理和环境风险管控体系、电磁辐
射污染防治监督管理体制、电磁辐
射设施分类管理、光污染防治等制
度措施。

“法典草案在常规污染物之外，高
度重视新型污染问题。”刘超表示，这
一分编根据新的情况和实际需要进行
编纂，体现了立法机关对人民呼声和
现实立法需求的及时回应。

法典草案设置生态保护编，包括
一般规定、生态系统保护、自然资源保
护与可持续利用、物种保护、重要地理
单元保护、生态退化的预防和治理、生
态修复 7 章，转变以往以单一生态要
素为保护目标的立法思路，突出系统
保护理念。

其中生态系统保护一章，主要是

整合规定森林法、草原法、湿地保护
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海岛保护法中有
关生态保护的内容，同时增加江河湖
泊、荒漠生态系统的专门规定，提升生
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法典草案新纳入江河湖泊、荒漠
两种生态资源要素，强调对它们应当
同其他生态要素平等看待和保护。”汪

劲说。
在他看来，现有法律对水质和水

量的保护较为明确，但水生态的保护
有待加强。法典草案把“江河湖泊”纳
入生态系统保护，更加重视保护水生
态，体现了综合治理和系统治理的思
路，有助于实现水资源、水环境、水生
态统筹治理。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
觉、失之难存。法典草案在生态保
护编中，就“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
利用”设立专章，强调在做好保护的
同时加强对资源的合理利用，最大
限度发挥自然资源的价值，使高质
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相辅相成、相
得益彰。

“我们要建设的是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生态良好的发展。”全国人大环资
委副主任委员吕忠梅说，“推动在保护
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这是法典编纂

的显著特点。”
明确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

一体”保护，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
护，加强黑土地保护……在土地资源
方面，法典草案吸纳了我国近年来为
保障粮食安全、强化耕地保护以及在
土地资源利用方面着力加强的重点政
策和创新举措。

“把几类主要自然资源开发利
用方面的环保约束和管控制度予以
明确，并把一些在部分地区实践探
索且卓有成效的做法、规则上升为
法律制度，有利于更好实现自然资

源可持续利用。”北京大学法学院研
究员巩固说。

他表示，对于其他自然资源，包括
森林、草原、野生动物等，草案对其开
发利用的关键制度作原则性规定，以
表明其不仅是生态系统或物种，还兼
具资源属性，在保护为主的前提下可
依法合理利用。

巩固建议，下一步要重点关注未
利用地的生态保护与合理利用，细化
利用规则，健全管理体制，支持、鼓励
契合自然条件、具有良好综合效益的
利用，对合理利用形成良好激励。

新华社广州4月28日电（记者 王浩
明）“蓝鲸号”高速可潜无人艇28日在广
东珠海下水。

“蓝鲸号”既能在水面高速航行、又能
在水下潜航，可在水下静态悬浮一个多月，
随时响应突发任务，可应用于气象探测、水
下地形地貌测绘、水下拍摄、水下水质取
样、水下电缆管线巡检等多个场景。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大可表示，“蓝鲸
号”的下水是我国海洋科技自主创新的里
程碑事件，将成为探索海洋科技前沿的利
器，为服务国家战略提供智慧高效的工具。

珠海云洲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潜
无人艇项目总工程师吴国松介绍，“蓝鲸
号”水面航速达36节，能在台风来临前潜
入水下躲避风浪，能在台风中心经过的位
置附近通过搭载的探空火箭和探测设备，
探测海洋气象数据。

本项目由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
省实验室（珠海）、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
究所、自然资源部南海调查中心、珠海云
洲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立项，并成
功研制了原理样艇，进行了海上试验及发
射探空火箭。工程艇从 2024 年 6 月开工
建造以来，经过耐压体装焊、船体装焊、设
备安装等环节，顺利完成了船艇建造。接
下来，此无人艇还将进行内场调试、系泊
试验、码头试验、海上试验等，有望在2026
年投入应用。

“蓝鲸号”
高速可潜无人艇
在广东珠海下水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记者 任沁
沁） 国家移民管理局28日预测，今年“五
一”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
21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7%。预计出
入境客流高峰将主要集中在 5 月 1 日和 5
月5日。

大型国际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将稳步
增加，上海浦东、广州白云、北京首都、杭州
萧山、成都天府等大型国际机场口岸预计
日均出入境人员分别为 10.1 万、5 万、4.5
万、1.9 万、1.8 万人次。随着港澳与内地

“双向奔赴”的假日流动成为常态，加之“五
一”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大型活动，
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
其中深圳罗湖、福田、深圳湾、莲塘、广深港
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将
分别达到25万、22万、15万、10万、10万人
次，珠海拱北、港珠澳大桥、青茂、横琴口岸
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将分别达到 37 万、
12.7万、10.7万、10万人次。

日前，国家移民管理局专门部署，要求
全国边检机关加强出入境流量和口岸运行
情况监测，及时发布本口岸出入境客流情
况，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加强勤务组
织，配置充足警力，确保中国公民出入境通
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密切与口岸联检单
位和相关部门协同联动，对通关高峰期客
流疏导和交通配套综合保障等作出稳妥安
排，防范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等不利影响，
共同确保口岸通关安全高效顺畅。

国家移民管理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
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
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和签证签注
是否有效。通关过程中如遇困难，可随时
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
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五一”假期预计
日均215万人次出入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