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4 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宣传重点 

 

2014 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各主办部门

要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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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节能和应对气候变化主管部门要通过宣传展示、技

术交流、互动体验等方式，普及生态文明理念，宣传节能减

排降碳先进典型，展示节能低碳发展行动成就，推广高效节

能低碳技术和产品，减少塑料袋等一次性用品使用。推进绿

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珍爱自

然、保护生态。 

各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要积极广泛传播节约能源资源

和生态文明理念，深入贯彻《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

例》，着力宣传第一批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典型事迹。

要组织各类公共机构，通过多种形式，践行节能降碳、生态

环保的社会风尚，普及节能降碳常识，推广节能节水降碳新

技术，培养节能低碳行为习惯，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把生态文明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

重要内容，在各类学校广泛开展以基本国情、能源资源形势、

气候变化、节能低碳、生态文明等为主要内容的课堂主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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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节能低碳创意

的思考和创作，牢固树立勤俭节约、反对浪费的节能减排降

碳理念和行为习惯，营造节约型绿色校园的良好氛围。 

各级科技部门要通过推介交流等活动宣传推广节能减

排降碳适用技术成果，开展全民节能减排降碳科技示范。宣

传国内外节能减排降碳的小窍门和小技巧，提高公众的节能

减排降碳科技意识和能力。 

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积极推动行业技术进步，

推广节能减排降碳的先进经验，在企业中宣传普及相关法律

法规、政策、标准，表彰成绩显著的先进企业。鼓励高效节

能低碳产品（设备）的生产、使用和推广。组织电信运营商

发送节能减排降碳的公益短信。 

各级环保部门要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宣传《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普及节能低碳环保科学知识，引导

全社会树立生态理念、生态道德观，构建文明、节约、绿色、

低碳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大力传播住房城乡建设绿色

发展理念。组织实施“绿色建筑行动宣传周”活动，广泛宣传

绿色建筑、供热计量改革、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公共建

筑节能监管和改造、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的成效。提高公众

对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的认识，推进供热计量收费，促使公

众支持和自觉参与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行动。组织开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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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无车日”活动，推动城市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等绿色

交通设施建设。 

各级交通运输部门要大力传播绿色循环低碳交通运输

发展理念，组织实施绿色循环低碳交通运输“十百千”示范工

程，大力开展“逐梦绿色交通”主题宣传活动，广泛宣传绿色

循环低碳交通运输省份（城市、公路、港口）试点成效与经

验，积极推广先进成熟的节能减排技术和产品，培育绿色交

通文化，倡导绿色低碳出行，使绿色循环低碳成为交通运输

行业和社会公众的自觉行动。 

各级农业部门要继续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农村行活动，大

力推广农村沼气、清洁炉灶和秸秆综合利用等，推进农村可

再生能源建设。加强农产品产地环境管理，推进全国农产品

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开展地膜、种养园区农业清

洁生产试点示范，发展现代生态农业，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通过技术咨询和宣传培训，引导农民转变生产生活方式，

提高节能降碳意识，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各级商务部门要以流通领域节能环保“百城千店”示范门

店为基础，创建集门店节能降碳改造、节能低碳产品销售、

废弃物回收三位一体的“绿色商场”。鼓励流通企业改进和完善

商品采购标准和制度，大力倡导绿色采购，推动节能低碳产

品销售，抵制商品过度包装，宣传绿色低碳消费理念。引导

流通企业制定完善的节能降碳管理制度和节能降碳工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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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严格执行节能降碳政策，加强设施节能降碳改造。号召

流通企业发挥社会责任，利用自身渠道对商品包装物和废旧

电器电子产品进行回收。 

各级国资委要经济引导国有企业带头履行节能减排降

碳的社会责任，深入开展节能、节材、节水、节地活动。各

中央企业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加快实现能源结

构的清洁化、低碳化。淘汰落后产能和高耗能、高污染工艺

与装备。推广应用节能减排降碳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提高

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切实做好全国企业节能减排低碳发展

的表率。 

各级新闻出版广电部门要组织电视台、广播电台等媒体

以新闻、专题、公益广告等形式广泛深入地宣传节能减排降

碳、应对气候变化理念和知识。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为

全社会节能低碳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各级工会要深入开展“为节能减排降碳做贡献”活动，在

职工中普及大气污染防治的科学知识，树立“同呼吸、共奋斗”

的行为准则，共同改善空气质量。倡导文明、节约、绿色、

低碳的消费方式和生活习惯。围绕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开

展小革新、小发明、小改造、小设计、小建议等“五小”活动。

大力开展重点行业节能减排达标竞赛活动。发挥职工节能减

排降碳义务监督员作用，发动职工群防群治，杜绝跑冒滴漏，

为企业节能减排降碳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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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共青团组织要在青少年中大力宣传节能减排降碳

的理念与知识。在企业青年职工中开展节能减排创新创效活

动；在少先队组织中开展主题队日活动。组织发动青年志愿

者、青年环保组织和学生社团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充分利用

互联网、微博、微信和短视频、动漫等新媒体手段，增强青

少年节约能源、保护生态、低碳生活的意识和能力。 

各级妇联组织要在城乡妇女和广大家庭中持续推进“共

建美丽家园行动”等主题实践活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千名巾帼环境友好使者”活动，引导妇女从自己做起、从家

庭做起，身体力行传播环保低碳理念，影响他人、奉献社会，

携手共建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 

军队各级要牢固树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把《党

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要求落实到军队建设的各行

业各领域各环节。广泛开展“八节一压”、“红管家、好当家、小

行家”、“伙食节约标兵”评比、“红旗车分队、红旗车驾驶员”评定

和“健康军营”、“低碳军营”创建活动，以及各类节约技能竞赛，

积极倡导和建设军营节约文化，努力在全军和武警部队形成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浓厚氛围。 

各低碳试点要结合自身低碳发展实际需求和成功经验，

围绕全国低碳日主题，在低碳日前后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

样、各具特色的低碳发展经验宣传与交流活动，引导公众广

泛参与、深入了解，着重宣传低碳先进典型代表，在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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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低碳行动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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