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 11月 25日 星期四
第 36 期 （总第835 期）5 版

编辑部

KE
JIAO

ZHOU
KAN

微 信 扫 描 二 维 码
关注安康日报公众平台

主 编 陈 俊
执行主编 田 丕
电 话 3268517
邮 箱 akrbkjzk@163.com

10 月 14 日，“养育未来” 宁陕县婴幼儿照护
服务项目第二个合作期正式签约，这标志着继形
成“养育未来”整县模式之后，宁陕县又将着力打
造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升级版”。

作为首个与湖畔魔豆公益基金会合作的项
目县， 也是阿里巴巴脱贫基金会首批 20 个战略
合作县之一，宁陕县通过实施“养育未来”，在有
效解决农村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题之后，将继续
创新服务， 提升 0-3 岁婴幼儿早期发展服务水
平，实现婴幼儿照护服务从“幼有所育”到“幼有
善育”。

养育未来，补齐儿童教育短板

“现在吃饱穿暖已经不是问题， 但怎么让小
孩从小接受好的教育一直让我发愁。 现在有机会
和城里孩子一样上早教课，而且受教育的不仅是
孩子，我自己也能学到正确的育儿观念和方法。 ”
尤小青的话，是宁陕县大多数年轻家长共同的感
受。

2018 年，宁陕县依托国家卫健委干部培训中
心、浙江省湖畔魔豆公益基金会和陕师大教育实

验经济研究所的大力支持，推出了“养育未来”免
费公益性整县模式项目。

在专家顾问团队技术支持和业务指导下，该
县严格按照项目战略合作协议的时间节点有序
推进，积极构建“政府主导、公益支持、专家支撑”
的三位一体项目管理运行机制，探索实践“卫教
结合、康智双抚、长幼并育”“中心+家访”的“双抚
双育”宁陕模式，填补了偏远山区儿童早期发展
的空白， 转变了家长的传统育儿观念， 促进了 0
至 3 岁婴幼儿早期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 项目实
施以来，累计受益婴幼儿及家长 6249 人，整体覆
盖率由 2018 年 62%提升至 2021 年 94%。

“我是一名 2018 年入职的养育师，近四年的
工作期间我也发现很多宝宝变化很大，家长的变
化也非常大，从我刚入职的时候，家长对我们中
心刚开始的不信任，到现在家长能主动带宝宝到
中心活动，也能积极地引导宝宝开展好有针对性
的活动。 ”养育师张芳表示。

家园共育，破解带娃难问题

“养育未来项目的二次签约，让我们获得了
政府更多的支持，卫健委对我们所有养育师进行
专业知识方面的培训，同时也会对我们进行育婴
师的资格证书考核。 以后面对家长，我们也会加
入包括母乳喂养、辅食添加等各方面的专业知识
指导服务，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为更多的家
庭提供服务。 ”城北社区养育中心养育师田丹满
怀信心地说道。

按照双方合作协议，从 2021 年开始，双方将
开展新的三年实施计划， 主要内容将按照国家
2019 年印发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新要求，进一
步完善多样化、多样性、覆盖城乡婴幼儿照护服
务体系和内涵，把婴幼儿早期教育和卫生保健知
识更有机融合，不断拓展服务内容，家长及婴幼
儿受益更多、更全。

为了保证项目健康运行和长期发展，在第二
个合作期，项目将采取“双抚双育”新模式，即：卫
教结合、康智双抚、长幼并育和“中心+家访”的创

新思路，宁陕县与湖畔魔豆将各分担宁陕整县模
式项目整体支出的 50%，同时，基于宁陕县本地
管理服务团队的成熟，项目将主要由宁陕政府和
业务主管部门来主导服务的管理和创新发展，养
育未来行动研究中心继续提供联合管理的咨询
指导支持。

宁陕县卫生健康局局长杨春华介绍，宁陕县
将在新的一个三年实施中，将坚持“政府主导、公
益支持 、专家参与 ”的三位一体模式 ，扎实推进
“卫教结合、康智双抚，长幼并育”工作落实，让广
大婴幼儿享受到“成长有引导、情感有依托、营养
有干预 、健康有保障 ”，努力解决 “生不起 、养不
起、教不起”的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政策扶持，打造“宁陕样板”

“我在这里和老师学到了很多育儿方法，他
们引导孩子如何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家住宁
陕县城北社区的新晋妈妈张荣高兴地说道：“宝
宝很喜欢这里的玩具、喜欢这里的图书、喜欢听
老师讲故事、喜欢和小朋友一起玩耍和小朋友一
起做游戏分享食物，学会了等待还有排队，在家
里喜欢看图书、喜欢和我们一起互动、喜欢和我
们玩在学校里玩过的游戏。 ”

通过养育未来项目的模式，近年来宁陕县家
庭育儿观念逐渐得到转变，家长及幼儿参与率逐
步提高，婴幼儿家长普遍认同，取得了明显成效。

“宁陕县后续将正式把婴幼儿照护工作纳入
全县常规工作，未来实现由县政府保障服务管理
的资金资源投入。 ”宁陕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代县
长周锦政表示，宁陕将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大力发
展婴幼儿照护服务和儿童早期发展工作的部署，
严格履行项目合作协议，把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
作为办好民生实事的重要抓手，充分发挥政府的
统筹职能，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予以优先保
障；在完善管理机制、丰富服务内容、关注服务对
象、创新服务方式上下功夫，积极探索儿童早期
发展“双抚双育”宁陕样板。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用 30
年左右时间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
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中
国目标体现了最大的雄心壮志。

数据不说谎， 中国减排对全球贡献有目共
睹。 这不仅意味着中国正在做出艰苦卓绝的努
力，更充分体现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
大国担当。

30 年———史上最短时间

发达国家在过去 200 多年的工业化过程中
无序排放，对全球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
责任，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其中，美国作为
全球累计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人均碳排
放量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3.3 倍。相比而言，中国作
为制造业大国， 目前人均碳排放量不及美国一
半， 人均历史累计排放量约为美国的八分之一。
数据显示，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历史最高值为人
均 23.44 吨 ， 美国 2018 年人均排放量为 16.85
吨，而中国的这一数字是 7.56 吨。

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均已实现碳达峰， 英、
法、德以及欧盟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即实现碳达
峰，美、日分别于 2007 年、2013 年实现碳达峰，且
都是随着发展阶段演进和高碳产业转移实现“自
然达峰”。

2020 年 9 月 22 日， 中国宣布将提高国家自
主贡献力度，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

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根据目
前各国已公布的目标，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欧盟
将用 71 年，美国用 43 年，日本用 37 年，而中国
给自己规定的时间只有 30 年。

“气候变化问题不仅仅是气候变化问题，而
是与国家的经济、社会、环境、就业等各方面紧密
相关，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进行一场系统的
经济社会变革，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中国气候变
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此间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26）上
对记者说。

50%以上———为世界减排做贡献

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中国不光是
说，更是在实实在在地做。 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
显示， 从 2005 年开始， 中国累计节能量占全球
50%以上。

各国采取的减排措施主要包括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发展可再生能源、调整产
业结构以及发展森林碳汇等。“大体来说，从 2005
年到 2020 年， 中国在相关领域的贡献基本均占
全球总量的 30%至 50%，对世界的减排贡献显而
易见。 ”解振华说。

10 月 27 日发表的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
策与行动》白皮书显示，中国在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的同时，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 2020 年中
国碳排放强度比 2005 年下降 48.4%，超额完成了

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到 2020 年下降 40%至
45%的目标， 累计少排放二氧化碳约 58 亿吨，基
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

此外，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连续多年排在
世界第一，可再生能源成本正在日趋下降。 中国
还建造了大量的太阳能和风电场。 在新能源汽车
生产和销售规模上， 中国连续 6 年位居全球第
一，目前拥有新能源汽车约 678 万辆，其中电动
汽车约 552 万辆。

在增加森林碳汇方面，中国森林面积和森林
蓄积量连续 30 年保持“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
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

“1+N”———中国的自觉行动

2005 年至 2020 年， 中国气候行动取得大幅
进展的同时，中国 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超
过 4 倍，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将近 1 亿人。 解振华
说，这说明，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已开
始走上比较能够协调发展的脱碳路径。

近期，中国发布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下
称《意见》)。 《意见》提出了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经济体系、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提高非化石能
源消费比重、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提升生态
系统碳汇能力等五个方面主要目标。

具体来说，到 2025 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
经济体系初步形成，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大幅

提升。 到 2030 年，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
得显著成效，重点耗能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到 2060 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
济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全面建
立，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非化石能
源消费比重达到 80%以上， 碳中和目标顺利实
现，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开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新境界。

中国还发布了《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要求将碳达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
方面，重点实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节能降
碳增效行动、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城乡建设碳
达峰行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行动、循环经济助
力降碳行动、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行动、碳汇能力
巩固提升行动、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各地区梯次
有序碳达峰行动等“碳达峰十大行动”，并就开展
国际合作和加强政策保障作出相应部署。

此后，中国还将陆续发布能源、工业、建筑、
交通等重点领域和煤炭、电力、钢铁、水泥等重点
行业的实施方案，出台科技、碳汇、财税、金融等
保障措施，形成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
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

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个重要目标，正在成为
中国的自觉行动。 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
委员周大地在 COP26 期间举办的论坛上说，在
减排方面，“现在中国几乎没有一个重要会议不
与全国‘双碳’目标相关”。

（新华社记者 郭爽 金晶）

在医院上班的我，
对于父母就医这件事
情来讲，之前都没有很
深切的感受。直至那天
早上陪母亲在本院口
腔科做治疗，在医保缴
费的过程中深切地感
受到了老年人在就医
过程中的不易。

在医保报销窗口，
工作人员告知此次医
保升级，必须要在手机
上激活社保电子卡之
后才可以使用。我打开
我的手机热点将她的
手机联网后扫码开始
注册， 妈妈是 1952 年
生人 ， 互联网信息技
术、微信对她来说是陌
生的。通过微信绑定银
行卡，她习惯了存钱用
存折 ， 取钱去银行柜
台，电子支付对她来说
是空白且排斥的，最后
绑定她的工资卡号，按
提示操作，完成了人脸
识别 ， 历时近半个小
时。

我身后排队的还
有好几位职工医保老
人，他们没有儿女的陪
同，有些拿的还不是智
能手机，最后在医院医
保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完成了激活 。 寒冬腊
月，老人们只是到门诊
来买几盒慢性病药，本
来二十分钟就可以完
成，因激活这个社保卡
而多驻足停留了半个
多小时。 21 世纪，年轻
人和擅长使用手机支
付的老人享受到了科
技化、信息化 、智能化
飞速发展带来的快捷
与便利，其他那些不会
用或经常没有子女陪
在身边的老人们，还有
不识字的老年人，智能
对他们来说更是无从
谈起。他们又该如何应
对？而 80、90 年代的我
们，也不能一味地吐槽
某些制度的不完善，多
从自身的角度出发，给
予父母们多一些关爱
和关注，多倾听他们在
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
难，帮助他们解决。 只
有你我共同携手，才能
让这个社会更加友善、
和谐，让老人们在晚年
生活中，多一些容易和
便利。

你我终将老去，请
善待他们，善待自己。

数据说话，看中国减排贡献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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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幼 有 所 育 ” 到“幼 有 善 育 ”
———宁陕实施“养育未来”项目“升级”婴幼儿照护服务纪实

通讯员 李兵 王飞

斯科特·波尔泰利是 2021 年度澳大利亚地
理自然摄影师获奖者。 从南极到北极，他曾与鲨
鱼共游，与座头鲸相伴。 对自然和野生动物满怀
热情的他， 希望用镜头让更多的人领略自然之
美，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波尔泰利近日告诉记者，他曾是从事广告和
市场营销的项目经理， 但他从小就喜欢野生动
物，特别是海洋生物。 在周游各地的过程中，大自
然的雄奇壮美让他意识到，应该将这样的美记录
下来，于是转行成为一名自然摄影师。

尽管工作与兴趣爱好完美结合，但要做好却
并不容易，甚至可能准备和等待数年却仍然无法
捕捉到心仪的瞬间。 波尔泰利曾冒着零下 37 摄
氏度的低温在北极追拍独角鲸。 他还曾连续 3
年，每年都在同一时间去同一个地方，就是为了
更好地了解当地的自然环境，找到更完美的拍摄
和表现手法。

“因为拍摄对象出没地点和行为的不确定
性，自然摄影师不仅需要极大的耐心，更需要对
环境和野生动物习性非常熟悉。 我阅读了大量书

籍和文献，了解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和习性。 关于
自然的一切都很迷人，赋予我灵感。 ”波尔泰利
说。

在他的镜头下，数十吨重的座头鲸、呆萌的
企鹅、巨大的章鱼……这些动物在独特的自然环
境下呈现出令人震撼的视觉效果。

“这份工作最棒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去探访这
个星球很多人迹罕至的角落，见到其他地方难以
见到的一些野生动物。 我想和更多的人分享这
些，建立起人们与自然和野生动物的联系，以此

促使他们为保护自然而采取行动。 ”波尔泰利说。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波尔泰利还同一些科学

家和研究人员开展合作， 帮助他们搜集数据、识
别野生动物、评估环境受到的影响。

“全球有的地方已经能很明显看出气候变化
对环境的影响，而有的地方可能需要很久才能显
现， 但即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不到那些影响，
它们也已经发生了。 ”波尔泰利说。

因此，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让更多的人
了解自然，爱上自然，进而采取行动保护自然。

“我很喜欢展示那些人们平时看不到的动物
和它们的行为，我也希望更多地展示生态系统的
多样性。 人们可能根本想不到一个物种的消失会
对其他生物带来多么大的影响，哪怕只是拯救很
小的生物也可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如果通过我
的镜头， 能让人们意识到那些濒危物种的境遇，
那也是很有意义的。 ”波尔泰利说。

（新华社记者 郝亚琳 刘诗月）

搭 建 人 与 自 然 的 桥 梁
———澳大利亚自然摄影师的环保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