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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发改委的低碳发展
试点县，受联合国世界气候组织的
邀请，河南省嵩县县长李大伟以观
察员的身份，参加了12月6日到10
日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第十六届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日前公
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建议稿里，
中央提到要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同时把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作
为一个重要目标。节能减排无疑
将成为贫困地区发展的新“指挥
棒”。李大伟坦言，虽然他对于低
碳概念的理解并不算深入，“低碳”
也势必会对像嵩县这样的贫困县
的经济造成不小的阵痛，并面临诸
多现实难题，但是，在经济结构调
整的大背景下，中国必须总结出自
己的“低碳经验”，基层决策者也都
要坚定“低碳经济”的决心。

晚报记者 袁帅

李大伟对坎昆会场的一切都充满好奇。
他将小数码相机举过头顶，对准台上发

言的“大人物”拍个不停，非常想跟联合国秘
书长潘基文合影，但没能实现。

他是通过国家发改委推荐，由气候组织
资助来坎昆的。

这是李大伟自上任嵩县县长以来第一
次出国考察，一张机票就是他几个月的工
资，机会十分难得。

在坎昆逗留的 5天里，他除了在气候大
会上做专题发言之外，更多的时间是在忙着
招商引资和接待媒体。这位博士后基层官
员面对商家和媒体时，数十次熟练地重复着
嵩县的经济数据、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美的
山水风景。

李大伟承认自己对低碳概念理解得不
算深入，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这两个字上开拓
思路，大力招商引资。

河南省嵩县地处中原，风景优美，矿产
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自上任以来，李大
伟一直致力于打破这个困局。

但是，遥远的太平洋彼岸和陌生的气候
会议，与这个中国贫困县有何相干？在许多
谈判的专有名词中，这位中国基层官员理解
的不多。

“这两年，国内才真正明确地提出‘低碳
经济’，以前都讲节能减耗、可持续发展。节
能减耗好理解，具体到二氧化碳的排放，还
没想过。”李大伟坦言。

这显示中国基层官员对于低碳和气候
大会的认识还处在朦胧的阶段。

引资金、引项目、引技术，李大伟用 3个
排比词点题此次坎昆之行。除此之外，李大
伟更多关注的是一些细节问题，如何在不破
坏生态的情况下帮助嵩县脱贫致富，比如选
择怎样的太阳能板，又或者建一个什么样的
酒店才能让森林里的动物不被打扰。

李大伟今年40岁，从基层做起，当过平顶山旅游局局长。中科院的博
士后，专业是区域经济与旅游规划专业。

然而，当他在2009年接任嵩县县长时，这名博士后见到了学院里不曾
教过的难题。

嵩县隶属洛阳市，是国家级贫困县，55万人口中城镇人口只有 12万，
2009 年 GDP97 亿元，人均 12800 元；财政收入 3.9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3910元，其中年收入1136元以下的还有4.62万人，主要经济指标均低于全
省、全国平均水平。

但嵩县却又并不“贫穷”，据地质估测，该地黄金和金属钼的远景储量
非常丰富。嵩县还有四个4A级景区，其中一个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地方，森
林覆盖率接近70%，盛产中草药。嵩县还是文化大县和水电资源大县。

对于自然资源丰富的嵩县，李大伟有着一系列低碳规划。
政府为农民提供补贴，鼓励他们使用沼气照明、做饭，现在已经发展到

4万户。每户挖一个10立方米的沼气池，全家有8个月能用沼气，一年下来
能节省7000多斤煤。嵩县还建了16个小型电站，使电费价格下降，推动本
地居民以电代燃，节省不少煤。

但生活上的节能远远抵不过工业消耗。在嵩县，矿山采掘业占财政收
入65%以上。年末为完成节能减排任务，嵩县日用电量必须下降一半，一
个钼矿被迫关停3个月，200多工人停工，政府损失财政收入1000多万元，
而该地年财政收入仅3.4亿元。

嵩县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初期，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压力非常大，
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矛盾尤为突出。

“如果不调整产业结构，下一步发展会有非常大的困难。”李大伟
说，来坎昆之前，嵩县平时做的很多工作，其实是和低碳发展内容并
无二致。“按原来高耗能的发展路子，现在国家是不提倡的，逼着我
们不得不走低碳发展道路。”

气候变化对嵩县的影响，也许并不是今年 7月那场百年不遇的暴雨，
而是节能的压力。“为了完成节能的指标，拉闸限电，企业不能生产，等于是
气候变化的影响传导到了我们这里。”李大伟说，“我们还没走完工业化的
过程，现在减排肯定影响发展，对我们来说非常痛苦。”

对于原有的矿业，嵩县规划了循环经济产业园，冶矿的热能被尽量回
收，矿物废料计划用来生产建筑原料。

但这远远解决不了嵩县的现实难题。

核心提示

与专家和政府首脑们相比，他在坎昆会场看起来像个“局
外人”，但所有讨论出来的结果和决策，都有待于像李大伟这样
的基础决策者在实践中检验。

在刚公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建议稿里，中央提到要走绿
色低碳发展道路，同时把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作为一个重
要目标。今年 10月，国家发改委指定了五省八市作为低碳试
点地区，或许正是期望能总结出在国际气候大会上学不到的中
国经验。

然而，目前在中国的不少地方，这种经验——节能减排和
低碳产业发展却不尽如人意。

比方说，今年是中央政府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最
后一年。根据规划，要完成降耗20%的目标。一场轰轰烈烈的
限产限电，却在全国各个省份相继上演。

在山西晋城，居民生活用电1个月被停14天；河北安平，每
供电50小时停电22小时；河北枣强为减排“无差别限电”，每天
供电 4小时；安徽全椒为完成减排拉闸限电，医院发电做手
术……

这也恰恰说明，光有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是不够的，还需
要有具体的可操作的实施计划，基层政府迫切需要适合本地的

“低碳之路”。
但一切的前提是，要有足够的认识。
李大伟认为，看起来在坎昆召开的会议和万里之外的嵩

县不搭界，实际上，会上形成的最终决议，还是要落实到县里
执行。所以，气候大会和中国每一个基层官员密切相关。

至于从坎昆会议上传达的国外应对气候变化经验，李大伟
说：“宏观的讲太多，具体的讲太少。”

他说，来坎昆更多的是为了学习经验，寻找合作机会，同时
也展示各自所在地的形象。

虽然他在会后曾热情邀请耐克公司老总到嵩县开设工
厂，但被对方以“交通不方便，成本太大”等理由拒绝了。

该如何实现低碳经济？在未来还是一条遥远的路。
在李大伟看来，西方减的是生活排放，而中国减的是生产

排放。
“如果不拿出自己的发展方案，直接像西方后工业化城市

那样提倡低碳，我们只能一直贫困下去。”李大伟说。

在坎昆，李大伟与墨尔本、哥本哈根等发达城市执政者交
流过，但他总觉得没有了解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过，他有着
自己对于低碳减排的思考，并做出了详细了发展规划。

虽然，李大伟对于“低碳”还稍显陌生，“低碳”也势必会对
像嵩县这样的贫困县的经济造成不小的阵痛，并面临诸多现实
难题，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一位中国基础决策者对于“低碳经
济”的坚定决心。

嵩县官方经过反复思索，多方论证，结合嵩县发展实际，坚
定地理出了一条以创建“国家可持续发展试验区”为统领，大力
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坚持“生态立县、生态富县、生态强县”的发
展理念。

李大伟介绍，他们的规划具体分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
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

到2015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20亿元，人均GDP超
过 5000美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争取比 2009年翻一番以
上，达8亿元以上；三次产业比例调整为18∶51∶31左右。新
增生态林20万亩，森林覆盖率保持在65.56%。万元GDP能耗
由现在的0.283吨标煤下降到0.272吨标煤，工业万元产值耗水
量有现在的 25.4 吨下降到 24 吨。工业废气排放达标率达到
98%，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达到 98%，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
93%，生活垃圾处理率达到 92%。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
质。完善社会保障，加强文化建设，促进科教发展……

要实现这些目标，就需要实实在在的项目。
李大伟透露，他们确定了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旅游业、生

态农业、新型工业、民生工程五个重点建设领域，选定了一
批具有较高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优先建设项目等五大
类，共计 38 项，“不少项目已在实施过程中。”李大伟说：“对
地方而言，低碳是个坎，是个压力，但也是动力。”

李大伟承认自己对低碳概念理
解得不算深入，但这并不妨碍他在
这两个字上开拓思路。

“我们还没走完工业化的过程，现在减排可能影响发展，
对我们来说非常痛苦。”

“如果不拿出自己的发展方案，直接像西方后工
业化城市那样提倡低碳，我们只能一直贫困下去。”

嵩县的嵩县的“低碳构想”“低碳构想”

“对地方而言，低碳是个坎，是个压力，但也是动力。”

“低碳经济”亟“低碳经济”亟待中国经验待中国经验

李大伟向国际气候组织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赠送中国画。（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