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时局政经03 版 |
新闻爆料：huaxiazaobao@126.com

责任编辑 |李君 版式编辑 |张丽 校对 |卢路

中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重要贡献

华夏早报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从政策行动到实施成效，都发生了变化

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中新网长沙 11 月 27 日电 
( 记者 唐小晴 )“特别是十八
大以来，湖南先后开展干部档
案造假、违规因私出国(境 )、
违规兼职、‘裸官’等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织密干部管理监
督‘笼子’，坚决防止‘带病
提拔’，推动从严治吏向纵深
发展。”27 日，湖南省庆祝
改革开放四十年第 21 场新闻
发布会在长沙举行，湖南省委
组织部副部长肖百灵介绍改革
开放 40 年来湖南组织工作改
革发展情况。
　　40 年来，湖南科学选贤
任能，大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
需要的好干部，着力锻造改革
发展中坚力量，紧紧围绕各个
历史阶段的发展任务，坚持把
选人用人作为关系改革开放事
业成败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
来抓。
　　十八大以来，该省坚持党
管干部原则，强化党组织的领
导和把关作用，坚决破除“唯
票、唯分、唯 GDP、唯年龄”
等倾向，出台省委管理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实施办法、推动干
部能上能下等制度，突出按岗
选人、以事择人，干部选任工
作更加规范，选人用人公信度

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年轻干部培养力度进一
步加大。去年和今年，我省定
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重点
高校选拔选调生 808 名。”
肖百灵说，改革开放以来，从
审查干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监督干部现实表现，到领导干
部监督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
督并重，再到全面从严管理监
督，湖南始终坚持真管真严、
长管长严。去年和今年，湖南
省委组织部 12380 平台受理举
报数量同比分别下降 12.5%、
37.9%。
　　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
励与约束并重，湖南还通过建
立容错纠错机制、推行职务与
职级并行制度、选树和宣传先
进典型，不断激发广大干部改
革创新、干事创业积极性。全
省选树了一批“三大攻坚战”
基层一线党员干部先进典型和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先进
典型，近年来先后提拔了 17
名实绩突出的贫困县县委书记
并继续担任现职，营造了崇尚
先进、鼓励干事的良好氛围。
　　此外，湖南积极引导基层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危急关头
重要时刻勇挑重担、挺立排

头，在抗击重大灾害、打赢脱
贫攻坚战中当先锋、作表率。
十八大以来，该省选派驻村干
部 6.2 万多名、第一书记 2.7
万多名、科技扶贫专家服务团
51 个、科技特派员 15000 多
人次，实现科技扶贫专家服务
团在贫困县、科技特派员在贫
困村全覆盖。
　　40 年来，湖南更是坚持
人才优先发展，统筹推进各类
人才队伍建设，努力构筑湖湘
人才高地。该省先后启动实施
“百人计划”“湖湘人才发展
支持计划”，协调实施十大人
才工程项目，全面推进引才、
聚才、育才、铸才、扶才、优
才六项人才工程，初步形成了
相互衔接、结构合理的人才引
进培养体系。
　　目前，湖南人才总量突破
650 万人，在湘两院院士达 80
人，来湘工作的外国专家每年
稳步保持在 5000 人次以上，
全省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区域综
合创新能力逐年提高，“人才
湘军”品牌享誉中外，人才对
改革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彰
显。

　　中新网北京 11 月 28 日电 
( 记者 蒋涛 )28 日发布的第
十部气候变化绿皮书指出，中
国以节能减排的实际行动，积
极履行绿色低碳发展承诺，为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重要贡
献，国际社会有目共睹。
　　当天，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
模拟联合实验室”与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在北京发布上述绿
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
2018：聚首卡托维兹》。
　　报告指出，近十年国际气
候治理体系的发展变化，集中
反映在：一是国际气候格局的
调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基

本格局，已从 20 世纪 80 年代
的南北两大阵营演化为当前的
南北交织、南中泛北、北内分
化、南北连绵波谱化的局面；
二是国际气候制度框架基本确
立。《巴黎协定》是在变化的
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下，各方利
益诉求再平衡结果。基本确立
了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框架；
三是未来发展趋势相对明朗。
2018 年气候谈判的重点在于
“塔拉诺阿对话”，在国际社
会还存在不同理解和期待的情
况下，盘点各缔约方在实现《巴
黎协定》中提到的长期目标的
集体进展，并为各国准备“国
家自主贡献”提供信息。2018

年气候谈判另一个关注重点是
如何在 2020 年之前扩大各国
的气候目标和实施行动，涉及
到《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修正案的批准等内容，目前“多
哈修正案”已得到 111 个国家
的批准，并将在获得另外 30
个国家批准后生效。对适应问
题的关注度上升。
　　报告指出，回首十年，中
国应对气候变化，从理念创新
到目标设定，从政策行动到实
施成效，都发生了变化了，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报告称，中国一直是全球
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重要缔约
方，在国际气候进程中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中国
经济体量大、增速快，作为温
室气体排放大国，在气候变化
领域天然具有世界影响力；另
一方面，中国通过实实在在的
减排努力和外交实践，为构建
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2009 年，中国气象局国
家气候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成立中
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
“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
验室”。联合实验室合作研究
的重点领域是：气候变化与经
济系统交互作用机理、减缓气
候变化的社会经济学问题、适

应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学问题、
气象经济学理论与方法。
　　联合实验室将“气候变化
绿皮书”编写作为每年的常规
任务和重要任务，至今已发布
十部，包含 250 篇报告 ( 不包
含附录 )、稿件作者 539人次、
字数近 400 万字。围绕绿皮书
的编写，每年召开策划会、作
者会、审稿会、发布会等，在
每年年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谈判结束后，还召开
联合实验室工作总结会，分享
年终形势总结。

湖南从严管理干部 整治
“裸官”防“带病提拔”
湖南科学选贤任能，大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7 日电
( 记者王立彬 ) 在立足国内、
谷物基本自给的粮食政策基础
上，我国坚持有效配置全球粮
食资源，从而为世界粮食安全
与自由贸易注入持久动力。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会长于
旭波在 27 日开幕的 2018 年世
界粮食贸易论坛上说，粮食是
人类生存之本，确保粮食安全
是事关人类生存的共同话题。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四十年
来农村改革波澜壮阔，推动中
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伟大成就，国家粮食安全得到
有效保障，稻谷、小麦、玉米
等主要粮食作物完全可以自
给，肉、蛋、菜、果、鱼等产

量稳居世界第一，中国依靠自
己的力量解决了 13 亿多人口
的吃饭问题。中国坚持立足国
内、谷物基本自给的粮食政策，
可以有效保障中国谷物市场的
基本稳定，是对全球粮食安全
的贡献。
　　于旭波说，中国人口占全
球19%，但耕地只占全球9.5%，
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消费者
从“吃饱”向“吃好”转变，
食物消费结构持续升级。2011
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
进口国，2017 年中国进口各
类农产品超过 1.5 亿吨，在世
界粮食市场地位举足轻重，为
世界粮食贸易注入持久动力。

中国将为世界粮食安全与贸
易注入持久动力

2017 年中国进口各类农产品超过 1.5 亿吨

　　中新社北京 11 月 27 日电 
( 记者 张素 ) 中国最高人民
法院 27 日发布消息称，全国
各级法院依托中国庭审公开网
累计直播案件庭审超过 200 万
场，网站总访问量超过 130 亿
次。其中，单场庭审最高观看
量达 3363 万人次。
　　中国庭审公开网是中国四
级法院统一的庭审公开平台，

于 2016 年 7 月 1 日上线试运
行，目前已实现全国 3520 家
法院全接入、全覆盖的目标。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
理办公室主任李亮介绍说，开
通中国庭审公开网不仅方便民
众旁听、了解庭审，充分保障
了社会公众对人民法院工作的
知情权、监督权，同时也有效
促进了审判管理工作。

中国庭审公开网直播
庭审突破 200万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