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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尊敬的古特雷斯秘书长先生，
尊敬的各位同事：

很高兴出席今天的气候雄心峰会。5年前，各国领导人以
最大的政治决心和智慧推动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5年来，《巴黎协定》进入实施阶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
参与。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变，新冠肺炎疫情触发对人与自
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更受关注。在此，我
提3点倡议。

第一，团结一心，开创合作共赢的气候治理新局面。在气候

变化挑战面前，人类命运与共，单边主义没有出路。我们只有坚
持多边主义，讲团结、促合作，才能互利共赢，福泽各国人民。中
方欢迎各国支持《巴黎协定》、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

第二，提振雄心，形成各尽所能的气候治理新体系。各国
应该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根据国情和能力，最大程
度强化行动。同时，发达国家要切实加大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支持。

第三，增强信心，坚持绿色复苏的气候治理新思路。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从绿色发展中寻找发展的机遇和动力。
中国为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作出重要贡献，也

是落实《巴黎协定》的积极践行者。今年9月，我宣布中国将提
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在此，我愿进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
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中国历来重信守诺，将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在推动高质
量发展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脚踏实地落实上
述目标，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

各位同事！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地球是人类共同

的、唯一的家园。让我们继往开来、并肩前行，助力《巴黎协
定》行稳致远，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

谢谢大家。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继往开来，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
——在气候雄心峰会上的讲话

（2020年12月12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本报北京12月12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中央农业广
播电视学校联合办学领导小组会议12日在北京举行。中央
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唐仁健表示，今后农民教育培
训在方式方法上既要接地气，让老百姓听得懂学得进，也要求
创新，让老百姓愿意学方便学。要抓好观念、内容、方式等“三
个转变”，提高新阶段农民教育培训质量。

据了解，今年是中央农广校建校40周年。经过多年发
展，农广校已成为农民教育培训的主体力量、“三农”政策宣传
的重要窗口、农村农民服务的有效渠道。1980年，原农业部、
教育部等10个部门联合组建了中央农广校。后来，联合办学
部门逐步增加到17个，中央和省市县都建立了农广校，形成
部门联动、上下贯通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

唐仁健表示，40年来，农广校在农民教育培训方面取
得了显著成效。组织实施绿色证书培训、跨世纪农民培
训、高素质农民培育等系列工程，培养具有中专以上学历
农民近600万人，系统培训农民3000多万人，打造了现代
农业土专家、乡村振兴田秀才队伍。结合农时农事，组织
开展动植物疫病防控、水肥资源集约利用、农产品产地加
工等实用技术培训4亿人次，开展脱贫攻坚专题培训118
万人次。

“农民教育培训，是一个春风化雨、成风化俗的过程。”唐
仁健表示，今后要转变观念，课程设计、培训安排都要从农民
需求出发，推动农民教育培训从任务型向服务型转变，从以教
为主向以学为主转变，让农民学得会、用得上、真管用。

同时，培训内容要相应转变，从突出产中向全链条拓
展，从突出一产向一二三产融合拓展，从突出生产向经济社
会全领域拓展，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
面发展。

“农民教育培训的方式也要随之转变。今年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不少地方就是通过手机视频等方式把春耕
技术送到了农民家中。”唐仁健说，要充分利用新技术新模
式，推动农民教育培训从以线下为主向线上线下融合转
变，从灌输式向参与式互动式转变，更好满足农民多样化
学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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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冬日，金沙江畔阳光依旧像花一样灿
烂。站在云南省华坪县县城一角远眺，四周群山
苍翠，身旁的鲤鱼河水清岸绿，小城的绿色仿佛四
季常在。

当地人回忆起10年前的场景，定会描述出另
一个华坪：荒山黑土、煤矿遍布，漫天煤灰扬
起……华坪曾是全国100个重点产煤县之一，煤
给当地带来一时的经济繁荣，却也让华坪生态环
境遭到重创。华坪县痛定思痛，近年来积极布局
生态产业，探索出一条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的新路
子，经济发展实现由“黑”变“绿”。

记者沿着山路探访华坪县石龙坝镇德茂社
区。车行山间，荒坡已经覆土复绿，矿山不见踪
影。只有路旁偶尔可见的煤矸石印证着当年煤矿
开采的历史。

“从我记事起，这里就到处是煤矿了。”50岁的
村民孙绍华家住在半山坡上。靠山吃山，孙绍华
年轻时就做起了煤炭生意。

华坪县地处金沙江中段，是长江上游重要生
态屏障。煤炭开采虽然富了村民口袋，但也造成
了生态环境的支离破碎。2000年左右，国家全面
启动退耕还林工程。华坪县引导群众在荒山、荒

坡发展绿色产业，沿金沙江河谷打造百里芒果走
廊。孙绍华把自家的8亩地和40多亩山地陆续种
上了芒果，可由于煤矿粉尘污染导致芒果树难授
粉、不结果。

随着国家煤炭产业政策不断调整，2014年以
来，华坪县引导年产30万吨以下煤矿企业加快转
型升级和有序关闭退出。煤矿关停后，孙绍华家
的芒果一年比一年结得好。2019年，他家50多亩
芒果销售额达50多万元。

如今的华坪，座座荒山成绿山，处处矿山变果
山。全县有25家煤炭企业7.3万人转行发展高原
生态产业。“矿业转型、矿山转绿、矿企转行、矿工
转岗”的“四转”模式给华坪打开了新空间。

截至2019年，华坪县形成了以芒果为主，区
域化发展花椒、柑橘、核桃等生态产业共计126万
亩。其中芒果面积37.8万亩，居云南第一，产值达
22.8亿元。

如今，绿色开始回报华坪。当地群众最直观
的感受是，江水由浑变清了。据统计，华坪境内金
沙江流域年均输沙量从2005年的2.23亿吨下降
到2019年的0.49亿吨。生物多样性逐渐恢复，鱼
类从2013年的35种增加到2019年的61种，金沙

江水质达标率100%。
2014 年至 2019 年，华坪的煤炭产量减少

91.8%，煤炭产业增加值占全县规上工业增加值的
比重从74.5%下降到4.6%。落后产能淘汰了，绿
色动能从何而来？

作为资源型工业县，华坪县立足金沙江中游
六级电站水电富集优势，抢抓电力体制改革政策，
用清洁能源吸引清洁载能产业，推进以隆基绿色
硅材加工一体化项目为主导的载能产业发展，加
快推进石龙坝清洁载能产业示范园园区建设。

走进位于园区的丽江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单晶车间里384台单晶炉24小时不间断地作业。
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2016年落户华坪以来，企业
已经建成2期年产6GW单晶硅棒项目。今年前
10个月，企业生产的单晶硅棒产销两旺，产值达
45亿元。

从煤炭到水电、光电，华坪的发展动能正由黑
色能源转化为绿色能源。截至2019年底，华坪清
洁载能产业产值实现从0到55.83亿元的飞跃，累
计就地消纳弃电量11.7亿千瓦时，全县GDP能耗
下降35%以上。今年上半年，华坪县GDP完成
35.5亿元，同比增长19.3%。

云南华坪产业去“黑”增“绿”——

煤 城 积 蓄 新 动 能

新华社昆明12月12日电 （记者庞明广 字
强） 扎根边疆教育一线40余年，用爱心和智慧
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连日来，“时代
楷模”张桂梅的先进事迹经宣传报道后，在全社会
引发热烈反响。

63岁的张桂梅现任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女子高
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
坪儿童之家）院长。为了改变贫困地区女孩失学
辍学状况，她推动创建全国第一所公办免费女子
高中，建校12年来已帮助1800多位女孩走出大
山、走进大学，用知识改变贫困山区女孩命运，用
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央宣传部近日授予她

“时代楷模”称号。
在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张桂梅教书育人的

先进事迹和一个个感人故事几乎无人不知、无人
不晓。近日，华坪县委召开专题会议，号召全县党

员干部进一步深入学习张桂梅精神。
“张桂梅同志是我们华坪的骄傲，也是广大党

员干部学习的榜样。”丽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华坪县委书记余丽军说，张桂梅坚韧不拔、无私奉
献、甘为人梯的精神在全县引起强烈共鸣，成为推
动华坪发展的强大动力。

如今，张桂梅培养的一届届学生不仅遍布全
国各地，在华坪县的各行各业，她的许多学生也已
成长为骨干。不少学生在她的影响下，主动扎根
到条件艰苦的偏远山区。

“读书时，因为家庭困难，张老师经常偷偷塞
生活费给我。在我心中，张老师就像妈妈一
样。”华坪女高毕业生山启燕说，“现在我已大学
毕业，成为一名乡村幼儿教师。我会谨记张老师
的谆谆教诲，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需要我的
地方去。”

在新闻上看到张桂梅
那双缠满了止痛胶布的手，
云南省肿瘤医院重症医学
科主管护师陈明睿忍不住
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张老
师默默耕耘、坚韧纯粹的精

神深深打动了我。”陈明睿说，“张老师用自己的
坚定信念成就了1800多位山区女孩的未来，而
我也会用自己的坚持和信念去帮助我的每一位
病人。”

“张桂梅老师用一生坚守了立德树人的初心，
践行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红河学院生
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杨申宣说，“作为高校
教师，我们要学习张桂梅老师的精神，不仅要视学
生为亲人，帮助学生成长成才，还要为学生系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教育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立志
报效祖国。”

“张桂梅精神实际上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体现，也是党性和人性光辉的体现，还是时代精神
的体现。”丽江市委书记崔茂虎说，丽江市将认真
学习好、宣传好、践行好张桂梅精神，以她为榜样，
推动丽江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时代楷模”张桂梅先进事迹引发社会热烈反响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记者12日
从正在北京召开的世界慕课大会了解到，我
国慕课数量与学习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

慕课，即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是信息技
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结晶。中国慕课自
2013年起步，从“建、用、学、管”等多个层面
全面推进，目前上线慕课数量超过3.4万门，
学习人数达5.4亿人次。

本次世界慕课大会以“学习革命与高等
教育变革”为主题，是首次以慕课为主题举办
的全球性会议。中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作主
旨报告，分享了中国慕课与在线教育的实践、
创新与探索。

陈宝生表示，在全球教育创新实践中，慕
课正在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变革的重要引擎，不
仅助力中国高校成功应对了疫情危机，而且为
今后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高质量教育体系积
累了宝贵经验。经过8年的努力，中国慕课数
量和应用规模已居世界第一。目前已逐步建
立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科学合理的课程标准

和共建共享的开放合作机制，探索形成了坚持
质量为王、公平为要、学生中心、教师主体、开
放共享、合作共赢等六大宝贵经验。

他说，2020年，人类经历了百年来最严
重的传染病大流行，应对这一危机，中国政府
作出了“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决定，和
全国师生一起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
在线教育实践，成功应对了疫情危机，基本实
现了在线教学与课堂教学的实质等效。进入
后疫情时代，中国教育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
阶段，发挥慕课与在线教育优势，有利于构建
方式更加灵活、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更加便捷
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
学、时时可学。

陈宝生倡议，各国秉承合作共赢、开放包
容的理念，继续加大慕课与在线教育资源建
设，加强慕课与在线教育资源应用与共享，促
进个性化学习和终身学习。

大会发起成立世界慕课联盟，发布了《慕
课发展北京宣言》。

中国慕课数量及应用规模居世界第一

12月11日，江苏省盐城市东风悦达起亚公司第三工厂焊装车间一片忙碌。汽车产业是盐城市支柱产业，
以东风悦达起亚为龙头形成汽车全产业链，集聚400多家上下游企业。近年来，盐城市着力打造国际化的汽车
科技园和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

许丛军摄（中经视觉）

苏北崛起汽车城

南博会在线展“云”上启动

第六届“双12”创客节举办

本报昆明12月 12日电 记者周斌报
道：“永不落幕的南博会”在线展启动仪式12
日在云南昆明举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今年南博会实行“云”上举办。截至12月10
日，已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9300余家企
业注册报名参展，参展国家和地区数量、参展
企业数量均超过前5届南博会。

此次“在线展”企业和专业买家报名踊

跃。其中，共有1299家境外企业通过审核，
国内30个省份的480余家企业注册参展。
截至目前，已有5521名专业买家完成注册报
名工作。

据介绍，12月12日至18日期间，将举办
第20届中越（河口）边交会、第一届RCEP
（云南）专家对话会等9项活动，举办10大类
近500场直播活动。

本报郑州12月 12日电 记者王伟报
道：12日，第六届中国创客领袖大会暨“双
12”创客节在河南郑州举行。自2015年首
届“双12”创客节活动在郑州举办以来，“双
12”创客节已经逐渐成为国内创客界的一大
盛会。

本届大会以“后疫情时代 创业新力量”
为主题，以“创新引领发展、创业照亮人生、创
造成就梦想”为主线，线上线下吸引创新创业

者广泛参与，讲述创新创业故事，展现创新创
业成效，传播创新创业文化。

据了解，中国创客领袖大会举办以来，先
后有130余位知名创客分享成功经验，7700
余名创客精英参加交流大会，200多个高品
质创业项目成功对接合作，为促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作出了积极贡献。

据悉，大会现场还发布了《2020年中国
双创白皮书》。

□ 本报记者 曹 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