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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高敬

近日，生态环境部等十五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旨

在加快建立我国碳足迹管理体系，促进生产

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增进碳足迹工作国

际交流互信，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碳足迹通常是指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的特定对象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之

和，特定对象包括产品、个人、家庭、机构或

企业。石油、煤炭等含碳资源消耗越多，二

氧化碳排放量越大，碳足迹就越大；反之，

碳足迹就小。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负责人介

绍，实施方案从建立管理体系、构建工作格

局、推动规则国际互信、加强能力建设四个

方面明确碳足迹工作目标和任务分工，重

点任务更细化、措施手段更聚焦，是今后一

个时期我国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的

“任务书”和“施工图”。

他表示，紧扣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

实施方案分阶段明确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建

设目标——

到 2027 年，碳足迹管理体系初步建

立。制定发布与国际接轨的国家产品碳足

迹核算通则标准，制定出台 100个左右重

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产品碳足迹

因子数据库初步构建，产品碳足迹标识认

证和分级管理制度初步建立，重点产品碳

足迹规则国际衔接取得积极进展。

到 2030 年，碳足迹管理体系更加完

善，应用场景更加丰富。制定出台 200个

左右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覆盖

范围广、数据质量高、国际影响力强的产品

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基本建成，产品碳足迹

标识认证和分级管理制度全面建立，产品

碳足迹应用环境持续优化拓展。产品碳足

迹核算规则、因子数据库与碳标识认证制

度逐步与国际接轨，实质性参与产品碳足

迹国际规则制定。

为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实施方案提

出四方面22条重点工作任务，包括建立健

全碳足迹管理体系、构建多方参与的碳足

迹工作格局、推动产品碳足迹规则国际互

信、持续加强产品碳足迹能力建设等。

同时，这位负责人介绍，实施方案坚持

系统观念，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从产品碳

足迹着手，完善国内规则、促进国际衔接，

建立统一规范的碳足迹管理体系。

“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要各方加强协调、形成合力。”这位负

责人说。为保障相关工作落地见效，实施

方案提出加强统筹协调、强化工作落实、加

强宣传解读等保障措施。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切实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足迹工作的安排部

署，会同各部门、各地区全力打造形成共

商、共建、共享的工作格局，以试点工作为

抓手，统筹推进各项任务落实，确保实施方

案落地见效。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新华社记者 徐壮 胡梦雪

铃响起，笔落下，又是一年高考季。

6月 9日，全国大部分地区结束 2024
年高考。今年，有1342万考生报名高考，

人数再创新高。

年年高考。今年的高考有什么不一

样？

“上新”的高考试题里门道很多。教

育部教育考试院命题专家表示，今年扎实

推进考试内容改革，注重考查学生的必备

知识、关键能力和学科素养，激发学生崇

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引导培养探索

性、创新性思维品质。

考能力，直面“解决问题”——
“下面的文字是一位老奶奶在医院看

病时的自述，不够简明扼要，不利于和医

生高效沟通。请对这段自述进行缩写。”

这是今年语文全国甲卷考查特定语

境下交流能力的一则题目。考题明确的

应用导向，充满新意。

海面上货船和灯塔的位置关系，背后

蕴藏着解三角形的数学方法；生物试题以

合理使用消毒液减少传染病为主题，鼓励

学生运用科学方法解决实际困惑……

将对知识的考查“种”入思维、情感活

动中，要求年轻一代更善于将所习得的知

识、经验、方法等融会贯通，迁移转化运

用，为将来的全面发展“筑基培土”。

考思维，创新拒绝“套路”——
人工智能、“嫦娥”奔月、大国重器……

面对科技大潮奔涌，更需要“不走寻常路”

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

数学上海卷选择题以沿海地区气温

与海水表层温度的统计关系为切入点，将

重视科学素养纳入考生视野。物理新课

标卷则以三位科学家在发现和合成量子

点方面的贡献为素材，展现不同学科领域

的交叉融合。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题专家表示，今

年高考的一大宗旨，就是通过展现国家科

技发展成果、加强科学实验考查等方式，

鼓励学生了解科研方法、培养科学精神。

一位一线教师认为，试题的开放性，

给了“05后”展现自己辩证思维与探究能

力的空间。

考素养，培养文化自信——
今年高考考期，恰逢端午佳节。在考

卷中，我们也看到许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影子。

增文化自信。语文新课标Ⅱ卷阅读

材料节选自 2023 年茅盾文学奖获奖作

品、当代作家孙甘露以党的历史为背景创

作的小说《千里江山图》，语文全国甲卷介

绍古建筑科学修缮的方法，数学天津卷几

何题涉及古籍所载的“割补法”……考生

们在潜移默化中加深文化底蕴。

品交流互鉴。英语新课标Ⅰ卷选取

的语篇介绍了英国“丝路花园”，体现了古

丝绸之路对英国园林艺术的影响。

知生态保护。生物全国甲卷以濒危

物种的保护为例，引导学生树立保护生物

多样性的行动自觉。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题专家表示，要

继续充分发挥考试的育人导向。

一道道新颖的试题在筛选人才的同

时，如指路灯盏，烛照和引领学生树立正

确价值观，涵养隽永思想。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看

来，高考并非改变人生的唯一选择，只是

人生的一个站点。一个人能否成才，在于

他的实际本领。学生们一路的付出，收获

的是面对未来的能力和勇气。

人们相信，处处留心皆学问，越过万

水千山，必将海阔天空。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新华社记者 付一鸣 张兆卿

第十届欧洲议会选举 9日晚结束投

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中间偏右的欧洲

人民党党团和中间偏左的社民党党团分

别保持欧洲议会第一、第二大党团地位，

右翼和极右翼势力席位有所增加，法国和

德国等一些欧洲大国执政党表现不如极

右翼政党。

分析人士认为，从选举结果来看，新

一届欧洲议会中传统的中右和中左力量

保持多数地位，未来欧洲政治大方向不会

出现急剧变化。但欧洲议会政治光谱向

右移动，欧洲大国执政党表现不佳，可能

给欧盟在移民、援助乌克兰、绿色转型等

问题上的政策推进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选举结果有利于欧盟委员会（欧委会）现

任主席冯德莱恩连任，但悬念依然存在。

主流党团仍占多数
欧洲议会 10日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

结果显示，中间偏右的欧洲人民党党团获

得总共 720个议席中的 189席，较上届议

会增加 13席，保持第一大党团地位；中间

偏左的社民党党团维持第二大党团地位，

获得135个席位，较上届减少4席；持中间

立场的复兴欧洲党团获83席，减少19席，

保住第三大党团地位；右翼的欧洲保守与

改革党团获72席，增加3席；极右翼的“身

份与民主”党团获58席，增加9席；绿党和

欧洲自由联盟组成的党团获 53席，减少

18席；左翼联盟党团获 35席，减少 2席。

此外，包括“疑欧”主义政党在内的不隶属

于现有党团的政治势力增加了 33 个议

席，达到 95席，其中不少议员来自极右翼

政党。

从上述结果看，席位排名前三的人民

党党团、社民党党团、复兴欧洲党团这三

个传统主流党团在欧洲议会中组成的“超

大联盟”席位虽然从417席降至407席，但

合计仍占总席位的近 57%。分析人士认

为，这意味着传统中右和中左力量仍将执

掌欧洲议会、主导欧盟政策，欧洲政治大

方向不会变化，欧盟大体会延续既定议

程。

政治光谱向右移动
值得注意的是，右翼和极右翼政党议

席增加，而中左翼和自由派政党议席减

少，这表明欧洲议会政治光谱向右移动。

比利时“欧洲动态”网站文章认为，新一届

欧洲议会中不隶属现有党团的极右翼党

派议员可能加入现有的右翼和极右翼党

团，或者组成新的党团，那将使右翼或极

右翼党团成为第三甚至第二大党团。

对此，有分析指出，持民族主义和民

粹主义立场的右翼或极右翼政党借物价

上涨以及民众对移民、绿色转型成本和俄

乌冲突的担忧成功扩大了票仓。它们在

欧洲议会势力的扩大将增强其影响欧盟

在移民、援乌、绿色转型等方面政策的能

力，可能使欧盟在相关领域通过新立法变

得更加困难。当然，由于一些极右翼党派

在援乌等议题上存在分歧，它们会在多大

程度上联手影响欧盟议程还有待观察。

在作为欧盟“轴心”的法国和德国，执

政党均在此次选举中明显受挫。法国执

政的复兴党得票率不及极右翼政党国民

联盟的一半，导致总统马克龙宣布解散国

民议会提前选举。德国总理朔尔茨所在

的社会民主党得票率也被极右翼政党德

国选择党超过。此外，极右翼政党在奥地

利、荷兰、西班牙有望扩大力量。极右翼

在欧洲多国特别是大国势力的扩大，引发

了外界对这些国家如何推动欧盟政策的

质疑，也给欧洲未来的政治走向增添了更

多不确定性。

欧委会主席仍有悬念
新一届欧洲议会产生后将选举新一

届议长并就欧委会新一任主席人选进行

投票表决。现任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能

否连任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欧委会主席相当于欧盟“总理”，由欧

洲理事会提名，提名人选获得欧洲议会过

半数支持即可通过。欧洲议会 2014年推

出“领衔候选人”制度，即欧洲理事会应提

名欧洲议会第一大党团的“领衔候选人”出

任欧委会主席。同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后，

第一大党团人民党党团“领衔候选人”容克

就是在这一制度下成为欧委会主席。但

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后，第一大党团人民

党党团推举的“领衔候选人”德国人曼弗雷

德·韦伯遭到法国等多个欧洲国家反对，欧

洲理事会最终提名来自人民党党团的德国

人冯德莱恩出任欧委会主席，她获得欧洲

议会过半数议员支持，得以执掌欧委会。

今年选举前，欧洲议会重新强调“领

衔候选人”制度的重要性。由于这次冯德

莱恩是人民党党团推举的“领衔候选人”，

因此该党团保持欧洲议会第一大党团地

位且议席数增加，无疑让冯德莱恩谋求连

任有了更多底气。

不过，欧委会主席人选在欧洲理事会

提名时需要得到欧盟各成员国，特别是法

德等欧洲大国领导人的认可。有欧洲媒

体报道，朔尔茨、马克龙等人可能不会支

持冯德莱恩连任，德国和法国更中意欧洲

央行前行长、意大利人德拉吉。因此，冯

德莱恩能否连任仍有悬念。

（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10日电）

■新华社记者 唐霁

五年一次的欧洲议会选举6日至9日

举行。法国选民 9日投票选出 81名代表

法国的欧洲议会议员。由于法国执政党

所获支持率远低于极右翼政党，法国总统

马克龙当晚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将很快

举行新的国民议会选举。马克龙的这一

决定，引起了法国从政坛到民间的震动。

面对执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的失利，法国

总统为何要解散本国议会？解散议会对

执政党有何利弊？法国政局未来走向会

如何发展？

执政党面临多大“信任危机”
根据法国多家媒体 9日晚公布的最

新出口民调结果，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获

得 31.7%的选票，在法国政党中得票率居

第一；执政党复兴党获得14.9%的选票，位

居第二。分析人士指出，马克龙领导的复

兴党自 2022年上一次国民议会选举后就

一直面临很多执政阻力，此次欧洲议会选

举失利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法国《世界报》分析此次选举结果指

出，这反映出执政党在民众中的低支持

率，对其构成巨大的“信任危机”。

在法国，执政党能否在国民议会中占

据绝对多数地位，对执政党施政有重要影

响。2022年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马克

龙领导的党派得票虽然领先，但未能获得

绝对多数地位，致使其在后面的总理任命

和立法改革中，都遇到反对派的强大阻

力，处处碰壁。

例如 2023 年，政府高度重视的移民

法草案，刚提交国民议会就被反对党派提

出的动议中止了审议，相当于这份草案尚

未进入国民议会审议程序便已夭折。同

一年，政府推行的退休制度改革方案，因

考虑到国民议会中反对声音较大，政府不

得不动用宪法相关条款授权，绕过国民议

会投票，强行通过改革方案，但引起全国

巨大争议，执政党的形象也严重受损。

《世界报》分析认为，马克龙决定解散议

会，一方面考虑到执政党在国民议会中早已

失去绝对多数地位；另一方面，欧洲议会选

举的结果也表明执政党的支持率在进一步

下降。与其在国民议会任期剩余的三年内

政府难有作为，不如现在打一张“险牌”。

解散议会利弊如何
法国宪法规定，总统有权解散议会。

法国媒体指出，在法国第五共和国的历史

上，曾出现过 5 次总统通过解散国民议

会，应对政府所面临的政治危机或社会危

机的先例。总统希望通过新的议会选举，

重新洗牌，试图使执政党在议会中有机会

获得绝对多数地位。

根据法国埃拉贝民意调查公司 9日

晚进行的民意调查，52%的法国人支持马

克龙解散国民议会的决定。

但总统解散议会也是“一步险棋”，既

有成功的前例，也有失败的案例。成功的

例子如，1962年，国民议会中的反对派通

过一项动议弹劾了时任总理蓬皮杜，于是

时任总统戴高乐解散了国民议会。在重新

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戴高乐领导的执

政党获胜，恢复了蓬皮杜政府的合法性。

失败的例子如，1997年，时任总统希

拉克在执政党已经获得多数席位的情况

下，希望扩大席位数，因此宣布解散国民

议会。但新的国民议会选举结果显示，以

社会党为首的法国左翼联盟在选举中获

胜，这使得右翼的希拉克不得不和左翼的

时任总理若斯潘开始“左右共治”。

“左右共治”局面或将重现
在马克龙宣布解散议会的决定后，法

国多家媒体都以“法国人面临着历史性选

择”为题表达对未来的担忧。法国本次欧

洲议会选举的投票率是 52.5%，超过了

2014年和 2019年前两次欧洲议会选举，

因此投票结果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法国

主要政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马克龙率领的复兴党在即将举行的

议会选举中并没有领先的民意优势，这让

马克龙的决定更像一场“豪赌”。《世界报》

分析说，马克龙的决定实际上是将下一次

议会选举时间从原定的 2027年提前到今

年，这就打破了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之间

制度上的“同步性”。从 2002年开始，为

了避免法国历史上总统和总理来自不同

政党的“左右共治”、相互掣肘的问题，法

国决定在总统大选后的同一年进行国民

议会选举。这使得每届总统大选获胜者

所在的执政党能借助民意优势，在国民议

会选举中继续拥有领先，从而使总理在执

政党中产生，避免出现“左右共治”。

法媒担心，一旦极右翼在新的国民议

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将会出现总统马

克龙和一位极右翼总理“共治”的局面。

与此同时，作为欧洲大国，法国在本届欧

洲议会选举 720个席位中，分配到 81席。

法国政局转向与否也将给欧洲未来政治

走向增添不确定性。

（新华社巴黎6月9日电）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记者 董瑞

丰）夏日炎炎，膳食如何保持适度清淡，防

范油、盐、糖摄入过量带来的健康损害？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于康介

绍，健康成年人每天的食盐摄入量应不超

过5克，烹调油摄入量不超过25克，添加糖

摄入量不超过50克。建议更多人使用定量

的盐勺、带刻度的控油壶，并学会阅读营养

标签，尽量选择低钠、少油、低糖的食品。

于康建议，做饭时尽量少放盐、酱油，

也尽量少吃咸菜、榨菜、加工肉等含盐较

高的食品。食用油应注意经常变换品种，

烹调时尽量用凉拌、蒸、煮、炖、汆等方式，

少油炸、油煎。不喝或少喝含糖的饮料，

尽量用白开水或淡茶水替代。

据介绍，盐分摄入过多可能导致高血

压、肥胖症、骨质疏松发病风险增高；油脂

摄入过多可能造成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

化、冠心病等风险提升；糖摄入过多则是

导致超重肥胖、龋齿等风险因素。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的《中

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

（2024 年版）》，养成健康生活方式与行

为，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

加快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 促进绿色低碳转型
——解读《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

“光谱右移”增加欧洲政治不确定性

法国总统马克龙为何解散国民议会

2024年高考题“上新”！有啥不一样？

夏日膳食宜清淡
专家“支招”减少盐油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