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2023年8月15日 星期二 07

编辑/赵薇 张靖瑜 刘健 美编/曹洁 一读/崔小红

顶着高温，记者近日走进成都大运会运动
员村生活服务中心，这里与户外连通，并无空
调，却感到阵阵清凉。原来，建筑采用了中国传
统技艺“冷巷”——在没有空调的古代，工匠们
设计出一种独特的建筑构造，能产生自然通风
的效果，从而为建筑降温。

“‘冷巷’的物理原理是气流在穿过一个由
宽变窄的区域时，流速加快形成负压，从而带来
更多室外气流，带走更多室内热空气和湿气。”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设计师
卢义修说，这处“冷巷”建筑总面积1400平方米，
不开空调情况下每年节电约70000千瓦时。

此外，采用雨水回收系统、应用发电玻
璃……承担成都大运会赛事和配套服务的
场馆彰显着绿色环保理念。

这是我国加快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的一
个缩影。烟囱口不“冒烟”，建筑群像花园，位于
杭州市余杭区的九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依山就
势，打造花园式智慧化工厂，厂区建筑与周边山
色和谐共生；不久前举行钢结构首吊仪式的深
圳自然博物馆项目，以“河流”为设计主线，在现
有和修复后的生态系统之间建立连接，打造“全
域全景式博物馆”，建成后将提供城市和自然和
谐共生集中展示的平台……

节约低碳之风正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融入

人们的衣食住行。一些民宿采取分餐制和预订
制，助力光盘行动。

浙江台州一家民宿的餐厅内，几名住客正
用早餐，每人面前摆着若干小碟、小碗。店长林
雪芬介绍，住客人数少时，采用分餐制，主食、配
菜、水果等以小碟盛放，客人按需取用；如果住
客人数多，则提供自助餐。

对于午餐、晚餐，林雪芬向记者展示一张
预订餐表，上面清楚标明用餐日期、人员结
构、忌口情况等，所需食材也一一列清。“我们
会提前一天和客人沟通午餐和晚餐菜单，根
据人数和客人需求安排采购，避免浪费。”林
雪芬说。

在成都街头，随处可见的新能源交通工具，
是人们践行“绿色出行”的生动注脚。

成都大运会龙泉赛区配备了 50辆“龙泉
造”氢燃料车。“氢燃料车零污染、具有更快
的加氢速度、能源利用率更高，在长途运营
中具有更长的续航能力。”成都市龙泉公交
有限公司技术管理部部长张松松说，2019年
至今龙泉驿区共投放 70辆氢燃料车，均由本
地整车制造企业生产制造，“氢燃料车为市
民提供更环保的出行选择，还有助于减少空
气污染。”

服务方案的创新也在助推“绿色出行”
不断普及。浙江湖州天能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研发锂电回收再利用生产制造工艺，打造
动力电池“绿色重生”产业链，减少资源过度
消耗，降低环境污染；深圳中建科技集团联
合相关企业，计划利用公交车始末站、轻轨
站、轨道顶棚等场景，开发包含电动汽车换
电站、充电设施及光伏电动自行车棚等的

“光储直柔”微网……
在深圳，公交、巡游出租车、网约车电动化

率达到 100%，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 80万辆，
2022年起至今新车电动化渗透率持续超 60%；
在浙江，新能源汽车加速下乡，新能源船舶扩大
应用，2022年电能占浙江终端能源消费比例超
38%。

在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一路，当地建设有
垃圾分类碳中和小屋，附近社区居民在工作人
员指引下对可回收垃圾分类，通过碳中和“计
量仪”称重，机器自动计算出相应的碳减排量，
将其转换为碳积分存入居民碳账户。居民可
兑换现金奖励或日用品，并获得专属“碳中和
证书”。

“我们把垃圾分类和碳中和结合起来，帮居
民建立碳账户获取碳积分，现在越来越多的居
民愿意主动参与进来了，这培养了他们低碳、绿
色生活的意识和习惯。”四川绿豆芽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负责人李翰霖说，公司在武侯区已建成
碳中和小屋 8个，覆盖居民 30余万人，还在苏
州、济南等地开设了点位。

碳账户的创新探索已在全国多地开展。杭
州“虎哥数字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服务”创新数字
化城市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实现可回收物
与有害垃圾的应收尽收，目前该模式在浙江多
地复制推广，居民碳账户数量超163万个。深圳
居民低碳用电应用程序“碳普惠”上线一年以
来，已有80.5万户家庭开通碳账户，累计减碳量
约1.2万吨。

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研
究员张玺铭表示，在全社会推广形成绿色生活
方式有助于保护环境，减少碳排放，促进社会可
持续发展。居民可通过使用可降解材料、应用
绿色能源、养成环保饮食习惯等方式参与绿色
消费，共创更清洁、更健康的未来。

（张晓洁 邢拓 印朋 康锦谦 徐中哲）

8月14日，浙江赛区的选手在进行航天创意赛。
当日，以“仰望星空 成就梦想”为主题的2023年

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总决赛在海南省文昌市开
幕，来自全国25个赛区的近3000名参赛选手，围绕航
天创意设计、太空探测、航天科学探究与创新三个竞
赛单元及载人航天主题专项赛展开为期3天的角逐。

郭程摄

2023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
总决赛开幕

优化环境、创新产品、打造平台
——各地加快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观察

8月15日是首个全国生态日，记者近日走访各地发现，城市中的场馆建筑更加生态环

保，人们衣食住行等场景中的产品和服务更加节约低碳，碳账户平台引导形成全社会减排

良好氛围……随着节能降碳实践持续开展，人们绿色生活底色更足。

更生态环保：
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

更节约低碳：
产品和服务创新助力绿色生活

更深入普及：
碳账户平台推动全民参与

市场监管总局 14日发布 2023年上半年市
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与上年
同期相比，餐饮食品、酒类等 25大类食品抽检
不合格率有所降低，但特殊膳食食品、茶叶及
相关制品、蔬菜制品等 8类食品抽检不合格率
有所上升。

2023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完成食
品安全监督抽检2921763批次，依据有关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等进行检验，发现不合格样品70174
批次，监督抽检不合格率为2.40%，较2022年同
期下降 0.11个百分点。其中，第二季度监督抽
检不合格率为2.49%。

从抽样食品品种来看，消费量大的粮食加
工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肉制品，蛋制品，
乳制品等5大类食品，监督抽检不合格率分别为

0.43%、0.53%、0.76%、0.15%、0.16%，均低于
总体抽检不合格率。

从检出的不合格项目类别看，一些不
合格项目占抽检不合格样品总量为：农药
残留超标 42.98%，微生物污染 14.67%，超
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13.06%，有机
物污染问题 9.21%，兽药残留超标 7.83%，
重金属等污染 6.46%，质量指标不达标
4.92%。

针对监督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
监管部门已向社会公布监督抽检结果，并按
有关规定及时开展核查处置，严格控制食品
安全风险。

（赵文君）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显示
25大类食品抽检不合格率有所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