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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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点一：明确保障公众“生态环
境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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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点二：关注化学物质、电磁辐
射等新领域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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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点三：立法保护江河湖泊、荒
漠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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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点四：正确处理发展和保护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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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点五：绿色低碳发展单独成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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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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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法典草案首次亮相 有哪些看点？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新修订的《吉林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5月1日起施行
4月28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新闻发布会，介绍新修订的《吉林省气
象灾害防御条例》并答记者问。《条例》
于2025年3月27日经吉林省第十四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将
于5月1日起正式施行。

此次修订是吉林省自2013年首次
颁布该条例、2017年部分条款修改后
的又一次重大修订。修订后的《条例》
共六章五十七条，以“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为核心理念，立足吉林省气象灾害
新特点，聚焦“防抗救”全链条管理机
制，进一步强化法治保障、科技赋能与
社会协同，标志着吉林省气象灾害防御
体系迈入规范化、智慧化新阶段。

《条例》明确了气象灾害的定义和
防御原则，完善了监测预警体系，加强
了重点行业和城市气象灾害防控，推进
了农业气象防灾减灾，强化了雷电防护
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建立了跨部门协

作机制，鼓励公众参与和保险机制应
用。同时，明确了各部门职责、应急处
置程序，保障救灾、医疗、交通、能源等
应急需求，并对违规行为设定了处罚。

《条例》修订内容突出以下五大重
点。一是完善防御机制，构建现代化治
理体系。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气
象灾害防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建立精密监测及精准预报体系。
二是强化风险管控，健全预警响应联动
机制。新增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
理制度，建立分级响应制度，实现监测预
警与应急响应高效联动。三是创新科技
赋能，提升智慧防御水平。首次将数智
化建设纳入法规规定，推动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气象业务深度融合。四是深化区
域协作，构建社会共治格局。创新性提
出东北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推动松辽流
域气象灾害防御区域合作。五是聚焦
民生安全，强化重点领域保障。细化农

业气象灾害防御措施，建设内涝气象监
测预警系统，强化交通精细化预警。

《条例》进一步明确应对极端天气
的措施。在极端天气事件中，气象部门
将做好预报预警，相关部门根据预警信
息提前部署，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整合气
象监测信息，实现资源共享。各单位将
按照预案协调配合做好应对和处置工
作。同时，广播、电视、报纸、电信、网络
等媒体将及时向社会播发气象灾害预
警信息，提醒公众做好防御准备。

《条例》还规定了重大气象灾害期
间可启动“五停”机制，即停课、停产、停
工、停运、停业。属地人民政府承担主
体责任，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落实部门监
管责任，根据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极端
气象灾害橙色、红色预警信号或属地人
民政府启动相关应急响应等级要求，有
针对性地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为全力保障劳动节期间广大市民顺利出行，自
4月30日起，长春轨道交通全线网执行夏季运营时
间，执行时间为4月30日—10月31日。

1号线夏季运营时间：红嘴子至北环城路方向
5:15—22:35；北环城路至红嘴子方向5:50—22:35。

2号线夏季运营时间：汽车公园至东方广场方
向5:15—22:35；东方广场至汽车公园方向5:55—
22:35。

3号线夏季运营时间：长影世纪城至伪满皇宫
方向5:55—22:30；伪满皇宫至长影世纪城方向
5:55—22:30。

4号线夏季运营时间：天新路至长春站北方向
5:55—22:35；长春站北至天新路方向5:55—22:35。

6号线夏季运营时间：双丰至长影世纪城方向
5:15—22:35；长影世纪城至双丰方向5:35—22:35。

8号线夏季运营时间：北环城路至广通路方向
6:00—22:35；广通路至北环城路方向6:00—22:00。

“五一”期间，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将视客流情
况调整上线列车，满足市民的出行。如需详细了解各
车站首末班车时间，市民可通过“长春E出行”APP及

“长春轨道交通集团”官方公众号出行助手查询。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长春轨道交通全线网
明日起执行夏季运营时间

近日，中国银行长春开发区支行将休闲农业与
反诈教育深度融合，以“采摘+反诈”的创新模式，开
创了金融服务的新场景，在春日果园举办“共筑反
诈防火墙，守住财产保安宁”活动，为百余名客户开
展了一场生动的“反诈宣传课”。

活动现场，客户在樱桃园体验生态采摘乐趣的
同时，参与设计独特的“沉浸式”反诈课堂。支行工
作人员通过虚拟货币投资陷阱、养老项目骗局等典
型案例，深度剖析非法集资的运作模式；结合“低风
险高收益”等虚假话术拆解，引导客户识别新型诈
骗套路。现场设置的互动问答环节，让反诈知识在
轻松氛围中入脑入心。

活动期间，共发放60余份精心制作的宣传手
册，涵盖案例解析、诈骗话术、防范要点等内容，针
对客户提出的问题，支行工作人员逐一耐心答疑解
惑。“这种将金融服务嵌入生活场景的模式，既丰富
了我们的业余生活，也丰富了我们防诈反诈的知识
储备。”参与活动的客户王女士称赞道。

据悉，该行未来将持续深化“金融+生活”服务
场景建设，通过反诈沙龙、防诈公开课等创新形式，
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金融安全防护体系，切实守
护客户财富安全。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薇

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

创新“沉浸式”反诈宣传
精准服务暖人心

4月24日，以“海上生明月，九天揽星河”为主题
的第十届中国航天日活动在上海开幕。中国太保
作为官方合作伙伴，为活动量身定制综合保障方
案，提供全方位风险保障及专业服务。本届活动聚
焦“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展现中国航天科技服务全球的使命担当。

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长期护航者，中国太保自
1991年起便与航天事业同频共振。1995年亚太二
号卫星发射失败后，中国太保创纪录地在50天内完
成1.62亿美元赔付，比国际惯例提前50天，奠定行
业标杆地位。作为中国航天保险联合体核心成员，
累计为长征系列火箭及风云气象卫星等国家重器
提供65亿元风险保障。在商业航天领域，独家承保
快舟火箭12次发射，并为“谷神星一号”“朱雀二号”
等民营航天项目提供全周期保障，成功首席承保

“吉林一号”星座“一箭41星”高难度组网任务。
中国太保创新构建“空天地一体化”风险管理体

系，将卫星遥感、GPS定位与BIM模型深度融合。针
对地面沉降难题，运用DInSAR技术实现毫米级精度
监测，在轨道交通项目中成功预警隧道沉降风险。通
过卫星技术赋能，公司实现从风险承担者向风险管理
者的跨越，将航天技术转化为创新商业工具。

未来，中国太保将持续深化科技与金融融合，为
航天事业筑牢风险屏障，探索卫星技术赋能百业的
创新实践。在“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保险金
融服务集团”目标指引下，以“仰望星空”的视野与

“脚踏实地”的担当，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薇

“保险+科技”助力航天强国建设
中国太保护航第十届中国航天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