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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将持续到明年春 国家有关部门权威研判：

我国北方地区可能发生低温雪灾
本报综合消息 据央视新

闻报道，12月6日，记者从应急管
理部获悉，近日，国家防灾减灾
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
和单位召开会商会，对冬季
（2023年12月—2024年2月）及
12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
进行会商研判。

综合分析认为，当前已形成
中等强度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将
持续到明年春，厄尔尼诺可能导
致全球气温偏高，极端天气趋多
趋强，灾害复合链发风险加大。

“今年冬季，我国前冬偏暖，
后冬接近常年，南方降水偏多，
北方地区可能发生低温雪灾，南
方地区可能发生阶段性低温雨
雪冰冻灾害；西南等地森林火险
等级高；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可
能出现阶段性气象干旱；沿海海
域灾害性海浪过程可能偏多；南
方和西北地区地质灾害可能分
散发生。”应急管理部在本次会
商研判中表示。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冬季
我国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
期或偏高。冬季后期（2024年

1—2月）影响我国冷空气过程次
数偏多。北方和青藏高原地区
可能发生低温雪灾，南方地区可
能发生阶段性低温雨雪冰冻灾
害，但出现长时间、大范围低温
雨雪冰冻灾害可能性较小。

应急管理部在预测12月份
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时表示，
12月份，华东、华中等地存在低
温雨雪灾害风险；华南、西南等
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高；北方
江河流凌、封河情况将进一步发
展；灾害性海浪过程较常年略偏
多；华东、中南、西南等局地可能

发生地质灾害。
根据预测，12月份全国大部

气温较常年偏高，主要有3次冷
空气过程，出现时间为上旬前
期、中旬中期、下旬前期，强度中
等到偏弱。华北南部、东北北
部、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
南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存在阶段性低温雨雪灾害风险。

多年资料分析表明，厄尔尼
诺事件发生时，当年冬季我国北
方地区容易出现暖冬，第二年夏
季长江流域和江南地区容易出
现洪涝。据中国气象报报道，厄

尔尼诺的确是影响我国冬季偏
暖的原因之一。对我国而言，厄
尔尼诺的发生常常导致南方降
水偏多，北方偏暖。

不过，针对近期频繁到来的
寒潮天气，公众也开始疑虑今年
冬季偏暖的预测是否有误。对
此，国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首席
专家周兵表示，我国气候类型复
杂多样，影响因素也较多，即使
在暖冬，也会有阶段性的冷，寒
潮和大雪纷飞的场景都不会缺
席。目前来看，今年冬天仍然会
有阶段性冷空气活动。

戳破日本粉饰

“化石奖”可以说是气候变
化大会的传统项目。每到气候
变化大会，由多国民间组织组
成的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气
候行动网络”会选出在气候变
化行动上最迟缓、最消极的国
家，并颁发“化石奖”。

本届迪拜气候大会的“化
石奖”由来自全球130多个国
家的1900多个民间组织选出，
获奖者为日本、美国和新西兰。
对比日美两国领导人在气候变
化领域唱的高调，以及在实际
行动上的滞后，两国获得这份
殊荣可谓“当仁不让”。

其实，日本政府为展现积
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形象，不可
谓不出力。用日本媒体的话
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一方面
借大会之机亲赴阿联酋，“意图
展现日本主导亚洲去碳化的姿
态”；另一方面计划向作为东道
主的海湾国家示好，并借与地
区国家进行大量首脑会谈的机
会展现日本在巴以问题上的存
在感。

在本届大会首脑会议上，
岸田高调宣称日本致力于通过
同时实现去碳化和能源稳定供
应，来达到经济增长的绿色转
型，“为全球作出贡献”。在日
本国内，日本经济产业相西村
康稔4日还访问了丰田汽车明
知工厂，视察了下一代纯电动
汽车（EV）的一体化压铸及“全
固态电池”等新技术，称其“极

有希望，将左右日本未来的竞
争力”。

但是，“气候行动网络”的
颁奖词毫不留情地戳破了日本
政府的粉饰——— 日本实施的氢
能计划将氢和氨与化石燃料一
起混合燃烧，不仅成本高、效率
低，在减少二氧化碳污染的同
时，可能会增加其他温室气体
排放。

“气候行动网络”评价说，
日本的这种方法是“漂绿”，对
于减少全球碳排放没有任何实

际意义。

批美吝于出资

“漂绿”一词，不可谓不辛
辣。而美国获得的“雅号”———

“好战的责任推卸者”，则更为
形象地戳破了拜登政府在气候
变化问题上吹出来的气球。

相比于前任政府，拜登的
确重返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巴
黎协定》，任命前国务卿克里为
气候变化特使。但是，然后呢？

本届迪拜气候大会首日，
与会各国代表就通过了关于

“损失与损害”基金安排的决
议，让这项延宕已久的安排突
然成为现实。该基金将使发达
国家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随即，
东道主阿联酋和德国各认捐1
亿美元，英国认捐约7500万美
元，而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
美国，仅仅认捐1700万美元。
作为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认捐
1000万美元。

“气候行动网络”就此嘲讽
道，美国军费开支如此过度，却
拒绝为不可避免的气候影响提
供资金，“我们授予该国‘化石
奖’，让美国照照镜子，反思其
资金分配。”

根据《联合国应对气候变
化公约》及其《巴黎协定》，发达
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
金、技术、能力建设等帮助来适
应气候变化及减缓其影响。发
达国家曾在2009年哥本哈根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
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支
持，但至今尚未兑现。

发达国家能否有勇气承担
相应的历史责任，关系到南北
互信、气候正义和人类未来。
国际社会普遍呼吁，发达国家
应负责任地应对气候变化，采
取积极且务实的态度，率先减
排，尽快兑现气候资金承诺，明
确适应资金翻倍路线图。

据新华社、《新民晚报》

高调“漂绿”行为没意义 好战大国应该“照镜子”

应对气候变化 日美说一套做一套
近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

（COP28）在阿联酋迪拜开幕，将持续至12月12日。大会期间，国
际环境保护团体“气候行动网络”颁发讽刺性质的“化石奖”，常年
以价值观自诩的日本和美国双双获奖。

“化石奖”意在嘲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说一套，做一套的国
家，这是日本连续第四年获颁“化石奖”。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

2011年至2020年
是有记录以来最热十年

■ 相关新闻

新华社迪拜12月5日电 世界气
象组织5日发布《2011—2020全球气
候：气候变化加速的十年》报告，指出
2011年至2020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
的十年。

报告指出，2011年至2020年气
候变化速度惊人，是有记录以来最热
的十年。在这十年间，温室气体浓度
持续上升，推动陆地和海洋温度达到
创纪录新高，加速了冰川融化和海平
面上升。在2011年至2020年间，南
极大陆冰盖冰量损失比2001年至
2010年增加近75%。如果这一趋势
持续下去，可能会进一步危及低洼沿
海国家和地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一个
十年都比前一个十年更热，而且没有
看到这一趋势有逆转的迹象。”世界
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在同
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人类活动
排放的温室气体是造成气候变化的
主要原因。我们必须把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作为保护地球的首要任务，以
防止气候变化失控。”

报告指出，这十年间极端天气事
件对粮食安全带来破坏性影响，造成
人员流离失所，阻碍了国家发展和实
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
不过，天气预报、早期预警以及协同
灾害管理和反应方面的改进发挥了
重要作用，尽管经济损失有所增加，
但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有
所减少。

日本和美国获“化石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