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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宣传重点

2020 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各联合主办部门、参

与单位要根据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主题，结合以下重点内容，组织

安排好相关活动。

各级节能主管部门要积极贯彻落实《“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

工作方案》《“十三五”全民节能行动计划》等相关要求，围绕“绿

水青山，节能增效”主题，以线上宣传方式为主，积极开展节能宣

传周有关宣传活动，宣传节能理念、普及节能知识、提升全民节能

意识，培养广大民众勤俭节约、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

生活习惯。积极推广先进适用节能技术和高效节能产品，宣传能效

标识制度实施成效，开展绿色消费活动；鼓励民众绿色出行；配合

做好节能云视界、节能云课堂、节能技术展示、绿色云生活等线上

宣传活动。各地要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自主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宣传活动，并积极运用新兴媒体和传统媒

体，加大宣传力度。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围绕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助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展形式丰富多样、内容生动活泼、公众广泛

参与的宣传活动。重点宣传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创新绿色低碳发

展模式，推进碳市场建设，减轻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推广绿色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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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协同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

的进展。

各级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结合今年疫情防控的实际情

况，广泛开展贴近师生实际、形式灵活多样的节能降碳宣传教育活

动，重点普及垃圾分类、循环经济、无废城市宣传教育，大力培育

节能降碳从我做起的责任意识，以落实《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为

抓手，切实加强中小学生节约养成教育；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一主线，持续推动《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公约》学习落实活动；积

极开展全国大学生节能降碳社会实践和科技创新活动，推动形成崇

尚节约、低碳环保、生态文明的校园新风尚。

各级科技主管部门要广泛开展节能减排低碳科技创新成果的

宣传和推广活动，鼓励节能减排低碳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示

范和应用推广，推动相关产业节能减排低碳技术升级改造，营造节

能减排低碳科技创新环境氛围，引导全社会使用节能低碳创新产

品。

各级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积极贯彻落实制造强国战略、网络强

国战略和《工业绿色发展规划》，持续宣传并深入推行绿色制造，

以多种形式在工业通信业企业、园区宣传一批节能与绿色发展优秀

案例、典型模式、重大技术以及标志性产品，重点宣传普及工业通

信业领域节能低碳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及相关知识，引导企业

职工自觉参与节能低碳，形成良好的绿色发展氛围。积极开展节能

诊断、“节能服务进企业”等交流推广活动，推动将先进节能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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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装备和管理模式引入到企业，促进企业节能降耗、降本增效。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积极宣传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

工作取得的成效，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开展 2019 版国家标准《绿

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宣贯培训工作，提升从业人员技

术水平，推动标准实施应用，并加强媒体宣传和科普报道，向公众

传播绿色建筑标准理念。引导群众用好各类绿色设施，合理控制室

内采暖空调温度，倡导居民行为节能，使绿色建筑发挥实际效益。

开展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科技宣传活动，利用宣传栏、微博、微信

等平台，宣传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政策法规、技术产品与相关生活

常识，提高社会公众绿色意识。通过有奖知识问答等方式，引导鼓

励社会公众学习相关知识。

各级交通运输部门要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助力交通强国建

设”为主题，采用“政府倡导、社会参与、媒体报道”的组织形式，

鼓励机关单位节能低碳办公，提高广大干部职工节能低碳意识，倡

导社会公众绿色低碳出行，开展节能低碳主题宣传，积极推广绿色

交通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助力交通强国建设。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深入推进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大力

推广农村沼气、秸秆打捆直燃、生物质成型燃料、太阳能光热利用

等技术模式及配套清洁炉灶。深入推进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实施，加

快淘汰能耗高、污染重的老旧机械，发挥好农机更新在农业绿色发

展方面的作用。深入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集成推广化肥机械

深施、种肥同播、水肥一体、高效节水灌溉等绿色高效技术，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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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深入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开展秸秆“五料化”综合利用；加大新修订地膜国家标准宣贯力度，

推进废旧地膜回收处理；推进养殖生产清洁化，推广节水、节料等

清洁养殖工艺和干清粪、微生物发酵等实用技术，加强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深入推进水产生态健康养殖，推广渔光互补、池塘循环

水养殖、热能循环利用等节能技术模式。推广科技含量高的农产品

及加工副产物循环利用、全值高值利用和梯次利用成型模式。进一

步加大技术咨询和宣传培训，引导农民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提高节

能意识，形成农业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有序开展绿色商场创建，在全国节能宣传

周期间，以绿色商场为平台，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相关要求，通过发布“减塑”

倡议、开展“减塑”宣传、推广应用替代产品等方式，禁止、限制

部分塑料制品的销售和使用，引导消费者逐步禁用不可降解塑料

袋。

国务院国资委将指导督促中央企业以节能低碳促进绿色发展、

高质量发展为重点开展好宣传活动。指导企业加强对主题宣传活动

的组织领导，立足自身实际，精心筹划活动方案。在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创新工作形式，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向员工广泛宣

传开展节能工作对企业提质增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作

用。积极推广应用节能高效的技术、工艺和装备，鼓励员工开展节

能技术创新和技能竞赛。开展线上培训、讲座、研讨等活动，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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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降碳理念深入人心。充分发挥中央企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

示范引领作用，指导企业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道路，努力在高水平

保护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各级广电行政管理部门要指导推动广播电视媒体在重点栏目、

重点时段，综合运用新闻、专题、纪录片等多种形式，深入解读党

和国家推进节能减排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会议精神和部署要求，

突出宣传我国在推进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采取的有力举

措和取得的重大成效，深入宣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

形势，在全社会普及节能知识、提升节能意识、树立节能观念，为

引导公民积极参与节能减排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鼓励各级广播电

视播出机构制作播出更多节能宣传教育的公益广告作品；并围绕生

态文明建设主题推出纪录片和广播电视节目、网络视听作品，切实

反映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成效、经验和做法。

中直机关要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宣传力

度，深入贯彻《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各单位要积极

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办公方式和生活方式，围绕

加快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推动传播节能理念，以媒体宣传、

线上宣传为主要方式，组织干部职工积极参与，进一步增强中直机

关干部职工节能意识和行为自觉。各单位要扎实开展节能工作，认

真做好照明系统节能改造、节约型机关创建等工作，进一步深化垃

圾分类工作，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融入工作的各个方面，推动形

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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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公共机构节能主管部门要聚焦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节约，围

绕节约型机关、绿色学校、绿色出行、绿色建筑等绿色生活创建内

容，加快完善能源资源管理体系，带头推行绿色办公，全面实行生

活垃圾分类，综合运用多种宣传手段，组织各级各类公共机构开展

形式多样、广泛参与的宣传教育实践活动，选树先进典型、推广经

验做法，引导干部职工养成绿色低碳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充分发挥

公共机构在“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确保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各级工会要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

要求，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节能减排作为工会工作的重要内容，

广泛深入持久开展“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主题劳动和技能竞

赛活动，围绕推动传播节能理念，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活动，宣

传和普及节能环保知识，推广有效方法，增强职工节约环保意识和

节能减排自觉性。围绕推动绿色生产，开展职工节能减排竞赛活动，

针对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突出问题，结合企业实际，广泛开展小

革新、小发明、小改造、小设计、小建议等“五小”创新活动，使

节能减排进企业、去班组、到岗位；积极推广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

先进技术，加强职工技术技能培训，帮助职工提高实现绿色生产的

能力；开展生态绿色发展、清洁生产、节能减排、循环利用等竞赛

活动；积极开展“助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长江”等全国引领性劳

动和技能竞赛。发挥职工节能减排义务监督员作用。围绕营造节能

环保氛围，开展节能宣传周推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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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共青团组织要以《“美丽中国·青春行动”实施方案

（2019-2023 年）》为统揽，聚焦“三减一节”行动（减霾、减塑、

减排、资源节约）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充分发挥相关行业企业、青

年环保组织、公益平台机构等作用，面向共青团员、少先队员、青

年志愿者等重点群体，研发制作一批有内容、有特色、易传播的生

态文化产品，借助互联网平台扩大宣传覆盖面，进一步引导广大青

少年深刻理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形势和成效，提高参与节能实

践、养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行为自觉。

全国妇联将举办线上节能环保活动，在妇联所属全媒体进行重

点宣传。通过开设专栏专题等形式，宣传节能知识和绿色生活理念；

开展绿色家庭线上知识问答活动；开展绿色家庭创建行动，通过妇

联所属媒体宣传绿色环保家庭典型在节约能源资源、公共环境整

治、自然生态保护、树立文明新风等领域感人故事，引导更多家庭

主动树立生态文明意识，践行绿色生活方式。通过妇联所属新媒体

开展节能周相关话题征集活动，吸引网友参与互动，广泛宣传节能

降碳理念，提高广大妇女和家庭节能意识。

军队各级要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军，

珍惜和用好宝贵的军费资源，抓好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节能降耗，

持续开展“八节一压”“红旗车分队、红旗车驾驶员”“红旗船队、

红旗船员”评定等活动，组织驻高原、海岛、边防部队新型军事能

源综合利用建设试点，开展驻北方地区部队营区清洁取暖改造，既

有营房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推进军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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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统建安置住房执行属地城市绿色建筑、生态建筑理念，优先采购

经国家认证的节能产品，积极倡导崇尚节约、绿色低碳的军营新风

尚，着力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不断推动资源节约工作走深走实，

提高服务保障部队体系战斗力的贡献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