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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低碳产品足迹可循

张再杰

应充分发挥监测、预警等前哨作用，坚持闻灾而备、闻令而动，不

断提升粮食应急保障能力，高标准构建粮食应急保障体系，确保关键

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持续增强粮食应急保障能力

朱慧卿作（新华社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

系、碳标识认证制度。这一

要求不仅是对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的深化，也是对全球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积极响

应。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

体系，意味着要从产品全生

命周期角度出发，全面评估

和管理产品的碳排放，推动

绿色低碳发展。

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

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包括

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还涵盖原材料获取、产品使

用和废弃处理等全生命周

期的碳排放。这要求企业

从源头减少碳排放，优化生

产工艺，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其还要求政府加强监

管，推动标准制定，引导市

场向绿色低碳方向发展。

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

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

意义。

首先，其有助于提高企

业绿色竞争力。通过碳足

迹管理，企业可以更清晰地

了解自身产品的碳排放情

况，进而采取措施降低碳排

放，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其次，有助于推动消费

者绿色消费。消费者通过

了解产品的碳足迹信息，可

以作出更加环保的消费选

择，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绿

色消费。此外，产品碳足迹

管理体系还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气

候治理中的影响力。通过建立和完善

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我国可以为全球

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近年来，我国在实施产品碳足迹

管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建立政

策和标准体系方面，出台《关于加快建

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意见》等系

列政策文件，明确要探索建立重点产

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标准，标志着我

国碳足迹管理各项重点任务进入系统

部署推进阶段；在建立碳足迹核算规

则和标准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加快研制产

品碳足迹核算基础通用国家标准，明

确产品碳足迹核算边界、核算方法、数

据质量要求和溯源性要求

等。在建立碳足迹背景数

据库方面，正在建设一批覆

盖范围广、数据质量高、国

际影响力强的重点行业碳

足迹背景数据库，以支持碳

足迹核算和管理。在建立

碳标识认证制度方面，国家

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正在

全面建立，碳标识得到企业

和消费者普遍认同，主要产

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和

碳 标 识 得 到 国 际 广 泛 认

可。在建立国际合作方面，

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碳足迹

相关标准制定修订和国际

计量比对，充分吸收借鉴国

际有益经验，发挥双多边对

话机制作用，推动与主要贸

易伙伴在碳足迹核算规则

和认证结果方面衔接互认。

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

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

政府、企业等多方的共同努

力，让低碳生活有“迹”可循。

一方面，推动企业提升

碳管理能力，促进低碳技术

创新。企业是实施碳足迹

管理从生产端推动生态环

境综合治理的关键主体。

企业应主动加强内部碳排

放管理，建立碳足迹核算和

报告机制，提升企业的绿色

竞争力。政府应建立统一

的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和

方法，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

可比性。通过财政补贴、税

收优惠等措施，激励企业采

用低碳技术和工艺，有效降低产品碳

足迹。

另一方面，增强科技创新。加大对

低碳技术研发的投入，鼓励企业、高校

和研究机构开展合作，推动低碳技术的

创新和应用。加强对低碳技术的知识

产权保护，促进低碳技术的市场化和产

业化。有关部门应加强宣传教育，提高

公众对产品碳足迹的认识和理解，引导

公众选择低碳产品和服务。增强对绿

色消费的激励和引导，推动社会形成绿

色消费新风尚。

此外，加大国际合作。推动建立公

平合理的国际碳排放管理体系。加强

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

帮助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发设计的食品安
全“你点我检 服务惠民生”民意征集系统 1 月 2 日正
式上线。自 2020 年以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食
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由消费者直接提出需求，市
场监管部门组织抽检，及时向社会公布抽检结果，并
对不合格食品进行核查处置，从而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系统的正式上线将进
一步增强公众参与感，充分发挥监督作用，提升食品
安全监管效能、规范市场秩序、推动行业自律。下一
步，应加大民意征集系统的宣传推广力度，动员更多
消费者积极参与食品安全工作。市场监管部门也应
以此为契机，持续优化创新，把“你点我检”这项惠民
工作落实落细、办出成效。 （时 锋）

网红打假食品安全事件在网上频

频出现，其中不少事件未经调查迅速扩

散引发热议，对消费者和商家形成冲

击。对此，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

会发文提醒：应理性看待网红打假，消

费者在面对食品安全舆情时，应多方求

证，了解事件全貌和真相。

网红打假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激发

巨大舆情，是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切

和互联网流量共同导致的。网红借助自

身知名度打假，产生的影响较大，有助于

督促经营者更注重服务与产品质量。

然而，有些网红为了博眼球赚流

量，可能会故意夸大甚至虚构事实，扮

演揭露者的角色。如果越来越多以情

绪和“伪科学”为主导的信息在网络上

肆意传播，那么真正以食品安全知识为

基础的信息空间就会受到挤压。这不

仅会误导消费者，更会对经营者造成严

重影响。“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有

的商家可能因为不实指控或是自证不

及时，遭受经济损失和声誉损害。网红

打假为流量而“假打”，虽一时流量汹

涌，但也注定会被流量反噬。

网红打假需“真打”。一方面，网红

揭露的问题要真。必须确保所揭露的

问题真实存在，不能夸大或者编造，避

免刻意误导和煽动消费者。只有严格

遵 循 事 实 ，打 假 行 为 才 有 正 当 基 础 。

另一方面，网红打假的证据要真。打

假过程中必须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

证据。一些网红在打假时，可能会使

用 虚 假 检 测 报 告 或 不 合 法 的 取 证 手

段。这种行为不仅无法证明其打假的

真实性，还可能因违法取证而承担法律

责任，证据真实才能够经得起法律和公

众的检验。

网红打假更需“会打”。打假者应具

备一定专业知识和鉴别能力。食品安全

涉及多个复杂领域，如食品成分分析、生

产过程监管等，因为缺乏专业知识而导

致误判，形成的负面影响反而会带来“难

以承受之重”。此外，激化矛盾、挑起对

立绝非正当手段，推动问题解决才是目

的，网红打假应当理性引导，避免引发不

必要的恐慌和过激反应。

作为网络空间的重要舆论场，短

视频平台应建立起健全的舆情引导机

制 。 加 强 对 打 假 视 频 内 容 的 审 核 管

理，对未经核实或存在明显夸大、捏造

事实的信息，应及时限流或下架，防止

引发不必要的风波。建立完善的举报

投诉机制，畅通用户积极举报不实打假

信息渠道，及时处置违规内容。消费者

在面对网红打假时，也应多一分理性，多

一些求证，积极通过官方渠道关注调查

结果和发布信息。通过学习相关的食品

安全知识，成为半个“打假人”，提高自身

的辨别能力，用好维权手段，更好维护合

法权益。

最 新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2024 年 7 月

份，我国完成备案并上线、能为公众提

供服务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大模型

已达 190 多个，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选

择空间和差异化体验。生成式人工智

能产业被摆到创新发展的重要位置，展

现出广阔前景。

近年来，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模

型研发、算力建设和行业应用等方面取

得显著进步，涌现出很多高水平的生成

式人工智能工具。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

报告（2024）》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份，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用户规模达

2.3 亿人，初步构建了较为全面的人工

智能产业体系，相关企业超过 4500 家，

核心产业规模已接近 6000 亿元，产业链

覆盖芯片、算法、数据、平台、应用等上

下游关键环节。2023 年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等部门联合发布的《生成式人

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提出一系

列举措，旨在规范并促进生成式人工智

能服务的健康有序发展。

进展不小，但挑战也不可忽视。在

数据方面，高质量中文语料库有限，行业

数据共享与开放性不足；在算力方面，自

主高性能芯片研发滞后，算力基础设施

与全球领先水平仍存在差距；在内容安

全方面，生成内容的真实性与合规性存

在风险，如数据隐私泄露、虚假信息生成

等，亟需建立健全的安全标准和监管体

系。针对此，应从产业、企业、消费者等层

面着力，丰富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在政府层面，加强对生成式人工智

能领域的宏观指导和规划。进一步完善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

数据、算法、主体、场景等相关规定，提高

系统性、连贯性和协调性。加大对关键

技术和核心算法的研发投入，通过设立

专项基金、提供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企

业和科研机构进行技术创新。

在企业层面，应鼓励企业加大自主

研发力度，提升核心竞争力。通过政策

引导和资金扶持，推动企业建立研发机

构，吸引和培养高端人才，形成持续的

技术创新能力，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

术在更多领域的广泛应用。引导企业

加强行业自律和伦理规范建设，重点围

绕敏感数据的窃取、破解、篡改等攻击

活动，建立健全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

护机制，提升数据安全防护和治理能

力，保障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

在消费者层面，加强对消费者的教

育和引导，提升其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产

品的认知度和接受度。通过媒体宣传、

科普讲座等方式，普及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基本知识和应用前景，增强消费者的

科技素养和创新能力。建立健全消费

者权益保护机制，加强对生成式人工智

能产品的市场监管，保障消费者权益。

灾情就是命令，救灾分秒必争。北京

时间1月7日9时5分，西藏日喀则市定日

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

量房屋倒塌。当日，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

闻令而动、雷厉风行，及时发挥粮食应急

体系作用，加强粮源调度，做好地震灾区

粮油保供工作，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需要。

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情况下，粮油

供应一定要快，确保灾区粮食供应不断

档、不脱销，防止城乡居民恐慌性抢购导

致粮食短缺风险。目前，我国已经构建起

数量足、结构优、布局广、管理精、调运快

的粮食应急保障体系。截至目前，全国粮

食应急保障企业达 6.8万家，粮食应急日

加工能力超 170 万吨，可满足全国人民

2 天的消费需求，粮食应急保障能力得到

稳步提升。

在应急配送能力方面，持续完善粮

食应急物流网络，创新粮食应急物流配送

方式，城市、社区、城际、农村配送的有效

衔接，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把粮食送到居民

手中。针对“最后一公里”末端物流配送

这个痛点难点，各地结合实际，积极探索，

整合不同运力物流资源，构建粮食应急运

输绿色通道，形成大通道不中断、服务网

络不间断、城配一体化的应急保障一张

网。骨干粮油企业、快递电商等承储单位

推进集装单元化、智能投递设施、无人配

送车（机）等“无接触式”物流设施设备建

设和推广应用，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可以

实现点对点、门到门精准配送。

当前，国内重大灾害呈现多发频发

态势，给粮食稳定供应带来诸多挑战。

我国粮食应急保障体系韧性不断增强，

经受住了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地震、暴雨

洪涝灾害等一次又一次风险考验，但仍

然存在应急预案体系不完备、演练不到

位、保障资源布局不平衡、保障企业资源

利用不充分等薄弱环节。应充分发挥监

测、预警等前哨作用，坚持闻灾而备、闻

令而动，不断提升粮食应急保障能力，高

标准构建粮食应急保障体系，确保关键

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粮食应急预

案的制定和实施，可以有效应对各种突

发情况，及时采取措施确保粮食稳定供

应，防止粮价大幅波动，有效维护社会稳

定和民生福祉。目前，省、市、县三级粮

食应急预案实现全覆盖，应加快推动《国

家粮食应急预案》修订，构建起层级响

应、小灾自救、大灾区域联动救助的粮食

应急预案体系。有预案，还要定期组织

开展粮食应急保障演练，在演练中发现

问题，不断修改和完善应急预案体系，提

升粮食应急快速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

确保应急状态下粮食供应安全。

粮食应急保障中心是应急事件下确

保粮食安全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我国加

快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建设，推动形成粮食

储备、加工、配送、供应功能集成的区域、

省、市、县粮食应急保障中心，有效衔接粮

食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确保区域粮食应

急供应稳定高效。很多突发事件发生具

有区域地域相邻、人缘相近、突发事件关

联性强的特点，加强粮食应急管理区域合

作非常重要。应加强区域粮食应急保障

中心建设，跨省联动，充分调动和利用区

域保障中心资源，实现多品类协同保障。

针对应急保障企业资源利用不充分问题，

应动态调整应急保障企业，管好用好粮食

应急保障企业资源，充分调动企业参与粮

食应急保供积极性，提升粮食应急储运、

加工、配送、供应能力。

粮食应急保障能力的高低关系粮食

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树牢底线思

维，加快构建多元化粮食储备体系，确保

原粮储备充足、成品粮保障水平不断提

高，夯实粮食应急保供的物质基础。加

大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建设支持力度，不

断健全粮食应急监测预警体系，完善应

急响应、处置、恢复等政策，持续提高粮

食应急保障能力，确保应急状态下粮食

安全无虞。

2025 年 1 月 5 日 ， 在 中 国 邮 政 “ 蛇 呈 丰 稔 福 纳 百

祥”《乙巳年》 特种邮票首发仪式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以下简称“邮储银行”） 正式发布乙巳蛇年生肖主题硬

钱包，以生肖文化为纽带，为数字人民币普及和推广注

入新的活力。

乙巳蛇年生肖主题硬钱包卡面以 《乙巳年》 特种邮

票为元素，背景融合四合如意云纹，寓意吉祥如意、四

面八方皆有好运，为持卡人带来祝福和好运。

除了新发布的乙巳蛇年生肖主题硬钱包外，邮储银

行还推出了甲辰龙年生肖主题硬钱包。这款硬钱包卡面

以 《甲辰年》 特种邮票为主题、以“龙行大运”为理

念，背景采用充满层次感的金色云纹设计，云朵轻盈飘

逸，寓意祥和圆满、福瑞安康。

硬钱包是指基于安全芯片等技术，依托 IC 卡、手机

终端、可穿戴设备、物联网设备等特定硬件载体为客户

提供服务的数字人民币钱包，可在 POS 终端或其他受理

设备上“碰一碰、扫一扫”支付。此次推出的生肖主题

硬钱包，邮储银行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肖元素巧妙融

入数字人民币硬钱包设计之中，旨在为客户提供更加便

捷、安全、富有文化内涵的数字人民币支付体验。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对以上 2 款硬钱包面向社会公众发

行，领取方式有 2 种，一是个人客户持本人身份证前往指

定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网点领取；二是企业客户与邮储银

行北京分行签订相关合作协议后，可为员工批量领用。

此次发行数量有限，有需求的客户可前往以下网点进行

办理。

乙巳蛇年生肖主题硬钱包 甲辰龙年生肖主题硬钱包

序号

1

2

3

4

5

6

网点名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丰台区支行

中 国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北 京 丰 台 区 金 融 港

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金融大街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西城区支行

中 国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北 京 海 淀 区 晋 元 庄

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朝阳区双井支行

网点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金泽路 161 号院 1 号楼 101-02 单元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16 区 21 号楼 1 层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 号东门一层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大百科 1 层

北京市海淀区建西苑晋元庄小区 33 号楼商业 9 号

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 50-1 号（双井地铁站 G 东南

口步行 70 米）

联系电话

010-63266887

010-56097525

010-66555336

010-68334197

010-58971472

010-67716753

邮储银行正式发布

“生肖主题硬钱包”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