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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动员 你我同行

国防动员的含义
国防动员是指国家为应对战争或其他军事威

胁，采取非常措施将社会诸领域全部或部分由平时
状态转入战时状态，使国防潜力转化为国防实力而
进行的准备、实施及其他相关活动。

国防动员的方针
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寓军于民。

国防动员的原则
统一领导、全民参与、长期准备、重点建设、统

筹兼顾、有序高效。

国防动员的决定与动员令发布
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遭受威胁

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宪法和有关
法律的规定，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国家
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发
布动员令。

国防动员的主要内容
政治动员、人民武装动员、国民经济动员、交通

运输动员、科技装备动员、网络信息动员、人民防空
动员等。

国防动员学习

关煤气、水电、门窗，立即背上
应急包（含证件、医疗用品、衣物、
求生工具、照明设备等）、干粮、饮
用水等快速进入人防工程。注意
获取官方信息，熟悉周边人防工程
位置，保持心理稳定。

听到防空警报我们该这么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

神圣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
公民和组织在和平时期应当依法完成国防动员准备工

作；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后，应当完成规定的国防动员任
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职业、家庭出

身、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都有义务按照本法的规定服兵
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人员法》
预备役人员是国家武装力量的成员，是战时现役部队

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
国家在全体公民中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履行国

防义务为目的，与国防和军队建设有关的理论、知识、技能
以及科技、法律、心理等方面的国防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交通法》
公民和组织应当依法履行国防交通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和公民都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

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一切组织和个人都有得到人民防空保护的权利，都必

须依法履行人民防空的义务。

《征兵工作条例》
公民应当依法服兵役，自觉按照本条例的规定

接受征集。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条例》
一切拥有或者管理民用运力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法

履行民用运力国防动员义务。

《重庆市国防动员条例》
公民和组织应当依法完成国防动员任务。

《重庆市人民防空条例》
本市一切组织和个人，有得到人民防空保护、接受人民

防空教育与训练、检举控告违反人民防空行为的权利和参
加人民防空建设、保护人民防空设施、执行人民防空勤务的
义务。

重庆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国防动员领域法律法规

有序走出人防工程，开展
自救互救。要小心周围的次生
灾害。可协助抢险抢修、医疗
救护等人防专业队，参与消除
空袭后果志愿活动。

（前面提到的是战时情
况。如果是防空警报试鸣放，
不必紧张，请保持正常的工作
和生活秩序。）

迅速关闭人防工程防护
门，未能及时进入人防工程的
民众，利用地形就近掩蔽。如
果在室外，注意避开高大建
筑、广告牌、高压线、易燃易爆
物品，隐蔽在矮墙、花坛、土包
或有台阶的地方。如果在室
内，注意避开玻璃窗、高书架、
衣柜、吊挂物、贴近墙角蹲好
或躲到床桌下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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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防空警报信号辨识防空警报信号辨识
预先警报预先警报

鸣鸣36秒秒，，停停24秒秒；；

反复反复3遍为遍为1个周期个周期，，时间时间3分钟分钟。。

空袭空袭警报警报
鸣鸣6秒秒，，停停6秒秒；；

反复反复15遍遍为为1个周期个周期，，时间时间3分钟分钟。。

解除解除警报警报
连续连续鸣鸣3分钟分钟。。

灾情灾情警报警报
鸣鸣3秒秒，，停停3秒秒；；

反复反复30遍为遍为1个周期个周期，，时间时间3分钟分钟。。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颜安

5月28日早上8点，家住渝北区鸳鸯街道的
市民陈华准时出门，乘坐家门口的625路公交车
到幸福广场上班。“除了方便，公交出行也很低碳
环保，我已经养成习惯了。”从公交出行到垃圾分
类再到节约用电，陈华在生活中处处践行低碳环
保理念。

随着重庆“碳惠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平台
（以下简称“碳惠通”）的推出，不仅丰富了各种低
碳生活应用场景，陈华的这些习惯还能“变现”。

生态环境保护，这一重大议题不仅关乎国
家，更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上下班选
择公交车或者新能源汽车低碳出行，到超市购物
自带环保购物袋以此减少白色垃圾，通过“渝快
办”线上办事从而减少纸张打印……在长江与嘉
陵江交汇的巴渝大地上，随着低碳环保理念越来
越深入人心，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正悄然融入重
庆市民的日常。

创新应用场景
“碳惠通”将环保行为货币化

“乘坐一次公交，可以减少碳排放量约110
克，能在‘碳惠通’上获得 1.1 碳积分（渝碳信
用）。”作为“碳惠通”用户，陈华乘坐公交上下班
每天能获得2.2碳积分，如果乘坐新能源车，1公
里可以兑换0.12碳积分。另外，步行或者线上办
公也会有相应积分奖励，以通过“渝快办”线上办
事为例，少用一张纸就能得0.2碳积分。陈华已
经累计了700碳积分，这些积分可以兑换成生活
用品、打车券等。

市生态环境局总量处有关负责人表示，生态
环境保护从来不是抽象的命题，而是需要具象化
的制度载体。“碳惠通”的诞生，标志着重庆将个
体环保行为纳入系统化治理的新起点。

“碳惠通”是市生态环境局推出的全国首个
集碳履约、碳中和、碳普惠功能于一体的温室气
体自愿减排平台。

“碳惠通”建立了个人端和企业端两大应用
体系。在个人端，公众可以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搜

索“碳惠通”小程序，点击注册参与活动。步行、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参与衣物回收、垃圾分类、在
线缴费等低碳行为都能获得积分，积分可用于兑
换“碳惠通”消费折扣券、实物产品等权益；在企
业端，企业可通过“碳惠通”企业端注册登记企业
账户，购买“碳惠通”核证自愿减排量（CQCER），
用于重庆碳市场履约抵销或碳中和。

这种将个体环保行为“货币化”的创新，源
于制度设计的双重考量。该负责人解释，如果
将企业比作航行中的巨轮，能源消耗是其前行
的动力，但也可能增加大量碳排放。若企业有
碳排放缺口，则需向节能降耗做得好的企业购
买额外的“绿色通行证”。这一过程，便是“碳交
易”。

数据显示，“碳惠通”平台自2021年10月上
线以来，个人端注册用户超过370万人，累计搭

建低碳应用场景30个；企业端注册299家企业，
开展活动、会议碳中和47次，CQCER登记约
200万吨，交易金额超过1.43亿元。

环保理念更新
枯枝落叶的“重生密码”

如果说制度创新是绿色生活的“硬支撑”，那
么理念革新则是其“软动力”。

5月30日清晨，南山植物园，山间碧色如洗，
空气沁人心脾。走进植物园深处，工人们正将修
剪下来的树枝、落叶投入粉碎机，经过微生物发
酵和营养改良，这些曾经的“废弃物”摇身一变成
为优质营养土。

南山植物园占地9000多亩，既是主城的肺
叶和绿色屏障，也是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科普教育基地。
郁郁葱葱的植物园，每年都要产生大量植物

垃圾，包括死了的树木、枯黄掉落的树叶以及被
修剪的树枝和草坪等。“过去我们采取的办法是
用货车拉到焚烧场去焚烧，每年要运好几百车，
光是运费就是一大笔支出。”南山植物园中心园
区管理科科长鞠学勇说。

鞠学勇是园林专业的正高级工程师，面对堆
积如山的植物垃圾，他有了新想法。

“把枯枝落叶用粉碎机打碎，覆上土壤，加入
粪水、微生菌进行发酵，3个月后就能变成营养
土。”鞠学勇说，这些枯枝落叶来自大自然，有许
多微生物，其作为地被和营养土具有保水和固土
的作用，效果很好，“现在，园内的植物垃圾，除了
棕榈树、芭蕉叶和竹子不能处理外，其他都能就
地转化。”

而不易粉碎的树桩和树枝则被赋予艺术生
命——走进植物园，用树桩和树枝做成的摩托
车、兔子、猫头鹰等艺术摆件随处可见。

“我们也是受电视节目的启发，没想到效果
很不错。”南山植物园中心园区管理科职工胡莹
说，如今制作艺术摆件已经成了植物园研学课程
的重要内容，受到学校师生欢迎，仅这个学期就
有1万多名师生走进植物园内体验，其中不乏远
道而来的青海、香港、澳门等地的学生。

“我一直认为‘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
如今从‘末端处理’到‘源头循环’，我们将植物垃
圾从‘环境负担’转为‘生态资产’，也正是对这一
理念的践行。”鞠学勇表示。

绿色生活新风尚
上万名环保志愿者传播绿色理念

当制度设计与理念革新形成共振，社会力量
的广泛参与便成为绿色生活的“毛细血管”。

5月以来，环保志愿者李学娇的休息日几乎
被占据：“这段时间，环境保护的重要日子一个接
一个，志愿服务活动也掀起了一波高潮。”

李学娇是四川达州人，从小就对环境保护比
较感兴趣，几年前成为我市的一名环保志愿者，
参与了不少环保志愿服务。李学娇印象最深刻
的是对一次性用品的环保调研活动，这次调研活
动持续7天，数十名环保志愿者负责对1000多
个商家、酒店、超市、餐饮企业的一次性用品使用
情况进行调研。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李学娇记忆犹
新，“一次性用品数量多，我们在一好吃街蹲点，
亲眼看到不到一个小时，商家丢弃的一次性用品
就堆积如山，除了司空见惯的纸杯、餐盒、筷子
外，甚至还有舌套（主要用于喝中药时套在舌头
上），这些一次性用品都会对环境造成伤害。通
过环保志愿服务，我更加清楚了‘环境保护，人人
有责’的含义。”

在重庆，这样的绿色身影已成生态治理的生
力军。近年来我市成立了重庆市环保社会组织
联盟，开展各类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推
动生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自2018年市生态环
境保护志愿服务总队成立以来，130余支队伍、1
万余名志愿者活跃在垃圾分类、节水护水、动物
保护一线，累计开展活动3000余场，服务时长
32.1万小时，获得市级“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第
九届青年志愿者活动优秀集体等荣誉，15名志
愿者被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评为“全国最美
生态环保志愿者”，志愿服务已成为我市环境保
护的重要力量之一。

从指尖上的“碳账本”到植物园的“循环链”，
再到志愿者的“绿色足迹”，重庆市民的绿色低碳
生活，本质上是制度创新、理念升级、社会参与三
重复奏的结果。这种立体化的绿色转型，不仅让
市民成为生态保护的受益者，更使其成为可持续
发展的设计者、参与者、传播者——当每一次公
交出行、每一份垃圾分类、每一场志愿活动都成
为生态链条的一环，巴渝大地正在书写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答卷。

从“碳积分”到“绿生活”
——重庆探索全民低碳生活新实践

◀重庆南山植
物园研学课程，用枯
枝落叶制作艺术摆
件，受到学校师生欢
迎。

（受访者供图）

▲在重庆，环保
志愿者通过各种活
动参与生态治理，已
成为我市环境保护
的重要力量之一。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