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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频发，造成
的灾难触目惊心，让世人切身体会到全
球变暖导致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巨大影
响，从而更加迫切地认识到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2015年的《巴黎协定》，让碳达峰
碳中和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共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指出，最
近50年全球变暖正以2000年以来前所未
有的速度发生，人类需要以更大的力度
推进减排行动，才能实现碳中和及控温
目标。

2020年9月22日，在第75届联合国
大会上，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作出庄严
承诺：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
值，并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
和。2021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
见》；2021 年 10 月 26 日，国务院印发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这两份
文件对 2030 年和 2060 年中国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提出了具体要求，对相关工
作进行了具体安排。所有这一切意味
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
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
碳达峰到碳中和。

为了帮助读者正确认识和理解“双
碳”，王能全、姜霖和王海滨编写了《领
导干部“双碳”基本知识》一书，较为
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双碳”的缘起和背
景，有助于读者认识温室气体排放对全
球升温乃至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不利影
响；介绍了目前全球碳排放的形势与特
点，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碳排放历史与现

状，以及在碳减排机制上的安排与碳
减排技术上的进展；介绍了中国碳排放
概况，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双碳”
政策及行动；通过案例，介绍了国内
外企业的“双碳行动”，剖析了“双
碳”相关热点问题，比如备受关注的
能源转型、能源安全与“双碳”问
题，等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牢固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
谋划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
中和，立足中国能源资源禀赋，坚
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
达峰行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
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规划建设
新型能源体系，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
化全球治理。

我认为，该书的出版，对读者正确
认识并实践“双碳”目标会起到积极的
帮助作用。特别是在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更好地推进中国“双碳”目标的实
现之际，该书的出版恰逢其时。

（《领导干部“双碳”基本知
识》 石油工业出版社 王能全 姜
霖 王海滨 编著）

正确认识和实践“双碳”目标
□张玉清

从小到大，我读过很多文学作品，
也喜爱过不少中外作家。但真正让我灵
魂受过触动、情感不能抑制的并不多，
其中，一个是茨威格，另一个是路遥。

上大学之后，我开始读路遥，他的
《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也开启了我的
内在世界。我仿佛在作品的人物中，看
到了自己，贫穷、立志、奋斗、悲怆、
成败、孤独，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
往，所有这些都如扇面般打开。我常因
为反复阅读路遥的小说，沉醉于无名的
感动。于是，生命有了一次一次的沉落
与飞扬。

读路遥的作品感到非常纯洁，那是
一种干干净净、不受污染、不断提纯、
无比神圣的美好感受。他每天虔敬地坐
在书桌前写作，以一个劳动者的心怀，
让纯朴的爱心感染作品的每个人物，笔
下的风景也都是一抹可爱的亮色，文句
充满激情与浪漫，这确实让我想起一生
在大地上辛劳耕耘的父母。

路遥是用心写作的，也是生命的全
身心投入式的写作。读路遥的时候，仿
佛能体会到他的生命与情感在燃烧，一
种无我的自我表达，但他心中一直装着
广大的读者，特别是那些生活于底层社
会的苦难人生。通过读路遥的作品，身
处绝望中的苦命人就会重新拾起人生的
希望，坚强有力地继续生活下去。

路遥不是那种只为了自己写作的作
家，而是将自己所有的生命之光打
开，去照耀这个世界。他让自己的心
灯变成太阳，让它普照大地，也关爱
生活中每个角落的痛楚，它能熨平身
处艰难中的人们心中的波折与不快，

使他们重获生活的勇气与自信。
路遥说，他喜欢雨雪天气。路遥还

说，一旦遇到下雨下雪，他就会陶醉于
难以形容的幸福感中，甚至于不舍得
睡觉。我也曾有这样的经历，一个人
漫步于雨雪之中，充分感受皇天后土
带给人间的无限慈爱。可能是太过贫
穷的童年和对于生活与生命的珍视，
我 常 感 到 只 有 苍 天 才 是 慷 慨 无 私
的，它会毫不吝惜地将阳光、雨雪降
临人间，这让我深切地觉得，纷纷扬
扬的大雪是老天爷送给穷人铺天盖地
的白面。

前些年，我写过一篇研究路遥的长
篇论文，发表在重要刊物《文学评论》
上，其中主要谈的是路遥作品有天地
之宽，那是一种大情怀与大境界，特
别是对女性有热爱，对恋爱、婚姻、
家庭有独到见解，还有心灵对话与同呼
共吸的写作方式，这是许多当代作家缺

乏和难以做到的。不久前，我又出版了
一本专为少年儿童写的《路遥：黄土地
里“长”出来的作家》，这是用童心和爱
心与作家路遥展开的一场心灵对话。通
过路遥这面镜子，也可以映照我自己的
心怀。

路遥去世已 30 多年，然而，他留
下的文字并没有随风飘逝，而是拥有
越来越多的读者。有人统计，路遥
作品一直位居读者排行榜前列，许
多人也一直从路遥身上不断地汲取
营养，他们的人生之旅也被注入不竭
的动力。

这些年，我逐渐从林语堂研究、散
文研究中拿出一部分时间精力，开始精
心研讨路遥，希望对于路遥研究有所推
进。我买来路遥的各种资料，也不断从
网上等多个渠道丰富对路遥的理解和认
知。我还在反复阅读、精读、细读路遥
的作品，试图真正走近和走进路遥的思
想、精神与艺术世界。

路遥，这个曾照亮过无数人的人生
之路的名字，也曾是我曲折艰难生命旅
程中的一盏明灯，特别是在夜深人静和
孤独无望之时。当一个人被黑暗逐渐吞
没甚至趋于绝望，路遥就会将我从生命
的深渊中打捞出来，就像朝阳从地底下
冉冉升起一样。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与路遥的文
字一起，更勇敢地面对生活的世界，也
要像他一样劳动、写作、奉献，争取能
为更多人送来生命的缕缕阳光。

（《路遥：黄土地里“长”出来的
作家》 党建读物出版社 接力出版
社 王兆胜 著）

我为什么特别喜爱路遥
□王兆胜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
南京这座千年古城，历代名医辈出。秦
汉时期，金陵医药早已闻名遐迩。新中
国成立之后，组建南京中医药大学的承
淡安校长和“建校八老”时逸人、周筱
斋、樊天徒、宋爱人、朱襄君、孙晏
如、李春熙、吴考槃等教授，组建江苏
省中医院的叶橘泉院长和“创院十老”
马泽人、张泽生、邹云翔、曹鸣高、邹
良材、邱茂良、许履和、江育仁、施和
生、童葆麟等医学专家，组建南京市中
医院的张仲梁院长和濮青宇、傅宗翰、
汪六皆、姚伯藩、丁泽民、谢昌仁、陈
寿春、曹光普等医学专家，均是活跃在
南京的名医，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南京乃
至整个江苏地区的中医临床、教学、科
研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群体贡献。

千禧年之后，自2009年，国家先后
评定了四届国医大师和两届全国名中
医，南京地区也是大师、名医众多，以
中医内科急难症大师周仲瑛、中医内科
脾胃病大师徐景藩、中医耳鼻喉科大师
干祖望、中医妇科大师夏桂成、中医内
科肾病大师邹燕勤为杰出代表的医学教
授、专家群体，也体现了南京中医文化
与人才发展的深厚底蕴。南京的医学流
派众多，丁氏痔科、澄江针派、傅氏内
科、谢氏内科、周氏内科、邹氏肾科、
胥氏妇科、梁氏骨科、张氏骨科、洪氏

眼科、徐氏外科、陈氏瘿科……薪火相
传，人才辈出，医理丰富，积累深厚，
学术深远。一个学科的发展，不但需要
专业学术精进，也需要大众科普宣传。

好的科普，可以激发孩子的兴趣，
让青少年及早了解专业领域，及早立
志，做到少年强则国强，培养未来的学
科专家，更好地发展学科；好的科普，
可以一扫大众的迷雾，让更多的人客
观、科学、理性地认知一个学科，不会
把一门学科神秘化、玄学化、伪科学
化；好的科普，会为学科引入更多的优
秀人员，不断充实发展学科；好的科
普，是专业人员与普罗大众沟通的桥

梁，让每一个人都更加亲近科学，了解
自身，认知自我，不断提升。科普，与
你，与我，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密
不可分。自2019年开始，江苏省中医药
管理局、南京中医药大学和江苏电视
台、南京电视台、新华网等多家媒体联
合开展中医科普宣讲工作，本书编者有
幸能够参与其中，并于2022年入选江苏
省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江苏省中医药文
化建设专家库成员，更加感到中医药文
化宣传、中医科普的责任重大。

随着2022年江苏科普创作出版扶持
计划项目立项，将出版中医科普专著、
开设线下科学本草咖啡馆、开展线上中
医科普MCN直播、开发微信中医科普文
创小程序等形式融合的中医文化多模
态综合创新科普形式落地，也是江苏
中医药文化科普的重要创新。希望以
新带新，新的形式带来新的科普，新
的形式带动新的受众，新的形式带动
新的探索，促进中医药文化发展的内
容、受众、形式不断创新。在繁忙的
临床、教学、科研、传承工作之余，
能够参与中医文化创新科普活动，我
倍感荣幸，同时也想尽自己所能，为
江苏中医科普与中医文化发展尽一份
绵薄之力。

（《新金陵中医科普谈》 东南大学
出版社 朱垚 陆明 杨涛 主编）

向大众科普中医药学
□朱垚

农耕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中国的
农耕历经四千余年，土壤肥沃依旧，
养活了中国乃至世界数辈人口，而这
一切都归于中国农业从古至今都注重
循环利用——可持续农业。随着全球
化带来的巨大挑战，现代农业耕作方
式的弊端纷纷显现。

那么，如何回避现代高科技给生
态农业带来的挑战？如何真正做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可以从《可持续农
业：案例与经验》中找到答案。该书
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围
绕近十年来可持续农业领域全中国小
型农场的实践，整理出被实践证明了
的、行之有效的代表性技术与经验案
例 ， 并 对 每 一 个 案 例 进 行 通 俗 易
懂、本土化的解读，以生态循环、
堆肥与土壤改良、病虫害管理、生
态农业、中医与有机农业等丰富的
内容告诉我们：人是大自然的一部
分，我们在自然规律里，实现可持
续农业就是要重新回到大自然的规
律里，有健康的土壤、符合自然规
律的开发、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才
有健康的人类和自然。

该书的作者郝冠辉和彭月丽长期
从事与生态农业相关事业，并认为高
科技农业技术是一把双刃剑。郝冠辉
曾在一次分享会中提到，纵观中国五
千年历史，中国是唯一一个文明没有
中断的国家，唯一一个把土地利用了
四五千年后土壤还很良好的国家。这

都是因为中国传统农业对土壤保护价
值非常大，可持续农业与循环利用做
得好。所以，他认为中国未来农业的
发展也是如此。因此，在 2014 年发
起 成 立 了 沃 土 可 持 续 农 业 发 展 中
心，传播生态农业的基础理论与基
础，推动返乡青年的交流与培训工
作，给返乡青年和农民分享生态循
环理念、有机农业等，用自己微小
却坚实的力量让研究机构的可持续
农业技术真正落实到实践上，同时
让 民 间 的 可 持 续 农 业 技 术 重 焕 光
彩，让农业回归自然。

《可持续农业：案例与经验》 是
“乡村振兴探索丛书”中的一本。2022
年，在西南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下，“乡村振兴探索丛书”由西南大学
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组织，结合温铁
军教授团队21世纪以来乡村建设各领
域的实践探索，整合中国社会科学
院、北京大学等高校专家，进行案例
分析与经验总结后编写而成。该书除
了可持续农业技术实践案例之外，最
大的看点则是作者对现代农业技术的
批判及对人与自然、生态、农业体系
的深度思考。可以看得出作者是真心
实意投入可持续农业事业中，他不惜
放弃优裕的生活，每日躬耕于田园，
观察四季的变化、生物的生长规律，
针对种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查找规
律和适用技术，让人不禁敬佩。他也
在书的结尾告诉我们：“纸上得来终觉
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中国农耕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农
业，中国农民是勤劳智慧的生物学
家。如果向全人类推广中国的可持续
农业经验，那么各国人民的生活将更
加富足，富兰克林·金在 《四千年农
夫》中这样说道。可这一切的前提是
中国首先要坚持可持续农业，并回归
到自然中去，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如
《瓦尔登湖》中的一句话，“我在大自
然里以奇异的自由姿态来去，成了她
自己的一部分……”

（《可持续农业：案例与经
验》 西南大学出版社 郝冠辉 彭
月丽 主编）

了解自然 回归自然
□阿迪来·艾买江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
富的国家，近年来随着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进一步加强，我们已经建立了
数个国家公园，正在逐渐形成以国
家公园为核心的自然保护体系。“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深入
人心，中国在国际上也已经成为阻止
全球变暖和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
力军。近年来，关于野生动物的公众
话题备受关注，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
民众对于野生动物保护、自然生态的
关注度。

在这一背景下，电子工业出版社
旗下文化艺术品牌“有艺”与野生动
物摄影师奚志农共同策划了反映中国
生物多样性影像的自然科普画册《生
命的灵动：中国生物多样性影像 20
年》。奚志农在中国开启了“用影像保
护自然”的事业。中国野生动物摄影
训练营从2004年至2023年一共举办了
25次，导师和学员们的身影出现在生
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高黎贡
山、珠峰、秦岭、唐家河、无量山、
广西亚热带丛林、香格里拉、波密，
等等。2009年，濒危物种影像计划启
动，联合《国家地理》杂志进行了很
长时间的连载。2022年 5月，奚志农
将自己在大理的家改成了苍山自然影
像博物馆，对大众开放。

近10年来，中国的自然生态和野
生动物摄影体系有了巨大的进步。很
多优秀的摄影师在世界顶尖的“国际
野生生物摄影年赛 WPY”中获奖，例
如鲍永清、袁明辉、骆晓耘、李善
元、张强等；我们国家也有了世界水
准的年赛：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
所有这些大环境的进步和小环境的良

性互动，就像自然精神、生态摄影的
播种机。

阅读这本自然科普画册，我相信
会给广大读者带来很多惊喜，有不少
隐藏的彩蛋在里面。读者可以看到许
多“网红物种”，也可以看到长得像

“植物大战僵尸”里面豌豆射手的“大
国假水晶兰”；可以看见2厘米长的植
物如何坚强求生，也可以看到用最新
SRT爬树结合航拍技术拍摄的80多米
的中国巨树的雄伟；可以看到学者型
摄影师的作品，也可以看到青海玉树
牧民 7 岁女儿康卓的作品——虽然质
朴，却给人希望；可以看到难得一见
的雪豹，也可以看到摄影师如何拍摄
我们天天都能看到的鸽子，并以此投
射出动物在城市的生存困境。

书中这些时间跨度近20年的作品
和工作照是人对于大自然的观察和理
解的历程，也是我们从大自然中汲取
勇气和慰藉的佐证。在这些年中，一
些物种的自然栖息地首次被发现，一
些神奇的行为第一次得到了影像记
录，一些自然环境所经历的“决定性
瞬间”被快门永远留存下来，一些新
的物种被发现并记录。当你看到这些
摄影师、环保工作者、学者、纪录片
制作人用心拍摄的作品时，你会感觉
这些动植物主体以及光影的碎片连缀
起来，所讲述的是一个充满生命与力
量的中国。

吉姆·哈克尼斯自20世纪80年代
初以来一直致力于保护中国的自然遗
产，他目前是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中
国代表。他说：“中国生物多样性的
长期良性发展不仅取决于明智的国
家政策，还取决于技巧娴熟、充满
激情的故事讲述者，就像这本精彩
的书中提到的摄影师一样。看到他
们过去 20 年来鼓舞人心的成就，我
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他们在未来
的岁月里，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
奇迹！”

该书用影像讲述了中国自然生态
保护的巨大成就和挑战，希望通过这
本自然科普画册，可以让更多的人加
入自然保护的队伍，可以让我们和孩
子一起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生命之
美，感受生命的灵动。

（《生命的灵动：中国生物多样
性影像20年》 电子工业出版社 奚
志农 主编）

彰显生物多样性魅力
□杨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