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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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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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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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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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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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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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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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国家气候中心
副主任肖潺28日说，预计“五一”假日前期，
除东北地区东部、云南和华南等地有小到
中雨外，中东部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
后期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和华南有明显降
雨天气。

肖潺在中国气象局举行的5月新闻发
布会上说，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多冷空气活
动，气温有明显起伏。与常年同期相比，华
北和东北地区平均气温偏低1℃至3℃，其
他大部地区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其中，
西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和黄淮西部等
地的部分地区，较常年同期偏高3℃至4℃。

就具体天气而言，1至3日，受冷空气影
响，内蒙古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
淮等地有4℃至8℃降温，局地降温10℃以
上；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
肃西部、宁夏中北部等地有扬沙或浮尘天

气，局地有沙尘暴。
3至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

地的部分地区先后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五一’假期，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多数
时间舒适度可以达到‘舒适’或‘最舒适’等
级，旅游出行适宜度也保持在‘适宜’及以上
等级，适合户外旅游。”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
黄卓说，频繁冷空气带来的气温波动，会导
致1至4日内蒙古、新疆、华北南部、黄淮地区
等地的部分地区流感气象风险达到“中等”
或“较高”，需注意采取有效防护措施。

气象专家提醒，江南南部、华南北部及
贵州东部等地，需注意较强降雨和雷暴大风
等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中小河流洪水，甚至
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计划前往山
区、水上游玩的人员需关注当地天气预报、
预警信息，做好日程安排和安全防范。

世界上存在既能吃饱还能减肥的主食
吗？有人说，存在的，就是粗粮。可是有人
吃过一段时间的燕麦小米粥，还搭配了红薯
和南瓜，吃完总是感觉不舒服，体重没降，还
得了胃病。近年来，随着健康观念的普及，
粗粮逐渐成为餐桌上的“健康担当”。吃粗
粮确实好处不少，但是，很多人将“粗粮”吃
成“细粮”。另外，吃太多粗粮也可能对肠胃
有影响。科学选择和食用粗粮，才能真正实
现养胃、控糖、减肥的目标。

粗粮是相对于精制米面而言的未深度
加工的天然谷物，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全谷物类，例如糙米、燕麦、玉
米、荞麦、黑米，主要是保留麸皮、胚芽和胚
乳的作物；

第二类是杂豆类，例如红豆、绿豆等；
第三类是块茎类，例如红薯、紫薯等。
吃粗粮的健康益处主要有四点：
一是粗粮的膳食纤维丰富，能促进肠道

蠕动，预防便秘，降低结直肠癌风险；
二是粗粮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高，富

含的 B 族维生素、镁、锌等营养素远超精制
谷物；

三是粗粮可以控糖、护血管，粗粮的升
糖指数低，延缓血糖波动，减少胰岛素抵抗；

四是粗粮能增强饱腹感，有助于控制体
重，降低肥胖相关疾病风险。

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看似“粗糙”的食
物都是粗粮，“伪粗粮”可能让你血糖飙升。
以下两类需特别注意：

糯性谷物
如糯米、糯玉米、大黄米等。糯玉米虽

属粗粮，但含有大量支链淀粉，易被快速消
化吸收，升糖指数值高达 85（普通玉米为
55），升糖速度堪比白米饭，糖尿病患者需警
惕，控糖人群建议选择老玉米。

加工粗粮制品
典型如粗粮饼干，这类饼干通常会为改

善口感而添加大量油脂和糖，热量高。还有
即食麦片，部分产品经膨化处理，膳食纤维
损失，且含糖量高。

长期误食“伪粗粮”会加速血糖波动、肥
胖风险增加，甚至加重肠胃负担。

此外，四类人群不适合多吃粗粮。
第一类：消化功能较弱者，例如胃溃疡、

胃炎患者，粗粮纤维可能刺激胃黏膜，加重
疼痛。

第二类：术后恢复期人群，对术后恢复
患者来说，肠道需减少负担，粗粮可能引发
腹胀、腹痛。

第三类：缺铁性贫血患者，粗粮中的植
酸会抑制铁、钙等矿物质吸收。

第四类：肾功能不全者，杂豆类粗粮蛋
白质含量高，可能增加肾脏代谢负担。

粗粮是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但需因人
而异、因材制宜。养胃控糖的核心在于科学
搭配与适度食用。建议日常饮食遵循“粗细
结合、软硬适中”的原则，必要时咨询营养科
医生制定个性化方案，让粗粮真正成为健康
的助力者。 本报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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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芳同志在青海康普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研发与科技
创新工作，为青海省特色浆果资源
利用质量与安全控制重点实验室
和青海省沙棘工程中心主要技术
人员，先后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青海省巾帼建功标兵等荣誉称
号。解芳同志参与申报的“一种沙
棘果泥中果油及多糖联产提取方

法”也实现成果转化，为企业沙棘多糖和果油生产过程减少 45%的成
本，为企业增收450万元/年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在特色植物资源综合利
用中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解芳——“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青海康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有哪些看点

“五一”假日预计前期全国大部晴好 后期南方普遍降雨

4月28日在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拍摄的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
4月28日，爱达邮轮对外公布，旗下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顺利完成坞内

起浮，正式转入内装和系统调试的关键阶段。据介绍，爱达·花城号的坞内起浮是迈向
2026年底顺利交付的重要一步。 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
爱达爱达··花城号转入内装和系统调试阶段花城号转入内装和系统调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