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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绿色低碳
先进技术示范项目清单（第一批）》（以
下简称《清单》），包括2GW新型高效碲
化镉薄膜太阳能电池项目（一期）等共
计47个项目入选。

2023年8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
合印发的《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工程
实施方案》中提出，目标到 2025 年，通
过实施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工程，一
批示范项目落地实施，一批先进适用绿
色低碳技术成果转化应用，若干有利于
绿色低碳技术推广应用的支持政策、商
业模式和监管机制逐步完善，为重点领
域降碳探索有效路径。到2030年，通过
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工程带动引领，
先进适用绿色低碳技术研发、示范、推
广模式基本成熟，相关支持政策、商业
模式、监管机制更加健全，绿色低碳技
术和产业国际竞争优势进一步加强，为

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根据《清单》，首批入选示范的项目

分为源头减碳、过程降碳、末端固碳三
大类，共12项建设内容，实施主体绝大
部分为企业。

我国能源活动碳排放占整体碳排
放的比例超过80%，能源生产环节降碳
对于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因
此，《清单》此次在源头减碳方向共入选
了22个项目，占比近一半，建设内容包
括非化石能源先进示范、化石能源清洁
高效开发利用、先进电网和储能示范、
绿氢减碳示范等。

在过程减碳大类中，工业生产、建
筑领域、交通运输等是消耗能源和产生
碳排放的主要环节，为助力先进适用技
术在重点领域降碳中发挥关键作用，

《方案》在提出工业、建筑、交通 3 个领
域关键技术类别的同时，还提出减污降

碳协同这一重点方向。
以实施主体为福建龙岩卓越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的生物能源材料示范
项目为例，项目采用原料预处理、加氢
精制、加氢提质和分馏等工序技术，可
灵活生产多种生物液体燃料，实现通过
生物质液体燃料替代化石柴油、航空煤
油和汽油。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产20
万吨烃基生物柴油（含 8 万吨/年生物
航煤、1万吨/年生物汽油）和5万吨/年
天然脂肪醇，助力交通领域每年减少碳
排放量约57万吨。

作为可以实现二氧化碳深度减排
和资源化利用的技术，二氧化碳捕集利
用与封存技术（CCUS）是支撑实现碳
中和目标的“兜底”技术之一。因此，在
末端固碳大类中，《清单》共包含二氧化
碳先进高效捕集示范、二氧化碳资源化
利用及固碳示范两方面建设内容。

其中，实施主体为华能陇东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正宁电厂的百万吨级二氧
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研究及示范项目
成为首批唯一入选的二氧化碳先进高
效捕集示范项目。项目建成后，可实现
捕集规模150万吨/年，捕集装备100%
国产化，捕集热耗、电耗、捕集成本等关
键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国家发改委要求，各有关地区和部
门要指导项目单位扎实做好用地审批、
规划许可、节能审查、环境影响评价等
工作，引导金融机构加大融资支持力
度，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参与示范
项目建设。国家发改委将统筹利用现有
中央预算内投资渠道，积极支持符合条
件的示范项目建设。各地区要通过预算
内投资及其他财政资金渠道，对符合条
件的项目积极予以支持。

转载自《中国环境报》

近日，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
发布《关于发布2021年电力二氧化
碳排放因子的公告》。

本次发布的2021年电力二氧化
碳排放因子，分为三种口径，包括
2021年全国、区域及省级电力平均二
氧化碳排放因子，2021年全国电力平
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不包括市场化
交易的非化石能源电量）和2021年全
国化石能源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据介绍，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
子是核算电力消费二氧化碳排放量
的重要基础参数。本次发布的电力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可供不同主体核
算电力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时参
考使用，是落实《关于加快建立统一
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实施方
案》中“统筹推进排放因子测算”要
求的重要举措，为碳排放核算提供
基础数据支撑。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
局将建立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常
态化发布机制。根据基础数据更新
情况，拟于 2024 年尽早发布 2022
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转载自《人民日报》

近日，四川省自然资源厅、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九部门联合印发

《四川省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建
设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

（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加快开展
业务体系、技术体系、应用体系和制
度体系建设，用3年时间构建“质量
可靠、标准统一、技术多元、服务有
效、机制完备”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
分析评价体系，实现“要素多、更新
快、实效高、成本省”的数据保障支
撑目标。

《方案》明确，2024 年为夯实基
础年，按计划完成自然资源基础调
查、专项调查、综合监测和分析评价，
建成涵盖山水林田湖草沙整体统一
动态的自然资源基础底板；2025年
为持续推进年，初步建立自然资源调
查监测评价业务体系、技术体系、成
果应用体系和制度体系；2026年为

全面提升年，业务管理、数据统筹、技
术标准和分析评价等业务体系建设
基本完成，技术支撑体系、成果应用
体系和制度机制体系逐步完备。

按照《方案》，四川将开展自然
资源基础调查和专项调查，实施自
然资源管理综合动态监测、常规监
测、专题监测，建立一套分析评价体
系。加强遥感影像统筹和服务，强化
智能变化识别与提取技术攻关，完
成四川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技术体系
建设试点、农用地内部地类变化及
耕地种植属性监测技术研究试点。
推进成果共享和社会化服务，加快

“实景三维四川”建设，构建四川自
然资源调查监测“1+3”应用场景。围
绕自然资源部门业务需求，推进自
然资源调查监测标准统一化建设、
成果质量管控机制建设。

转载自《中国自然资源报》

甘孜日报讯 近日，石渠县林业和草
原局保护区管理服务中心联合西华师范
大学生物多样性与生态适应研究团队在
四川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开展
生物多样性调查时，拍摄到近百只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白唇鹿的活动画面。
画面中，白唇鹿群在保护区内草

原上的水源边休憩、饮水，在草原上
成群奔跑，场面蔚为壮观。

白唇鹿是中国特有物种。作为栖息

地海拔最高的鹿科鹿属动物，白唇鹿分
布在青藏高原及边缘（四川西部、青海、
甘肃和西藏东部）海拔3500米至5100
米的山地灌丛及高山草甸处，是川西高
寒草甸野生保护动物的主要代表之一。

近年来，随着石渠县生态保护工作
的稳步推进、科研监测工作的持续开展，
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得到强有力保护，多种
珍稀濒危野生动物频繁现身。

县宣

近百只白唇鹿现身四川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成群的白唇鹿在水源边休憩。州林业和草原局 供图

全省划分为5个国土绿化实施区

西部为高原、山地，东部为盆地、丘
陵……四川复杂的地形地貌决定了其
丰富的生态本底。“家底越厚，越要科学
规划、明确方向、制定目标，把科学推进
国土绿化贯穿始终，坚持因地制宜，精
准施策，务求质效。”省林草局生态保护
修复处负责人说。

2023年，省政府、国家林草局联合
印发《四川科学绿化试点示范省建设实
施方案（2023—2025年）》，提出将科学
绿化作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的重要
抓手。此次《规划》再次强调，要以科学
绿化为引领，综合考量土地利用结构、
水资源分布、地方经济等因素，因地制

宜确定绿化方式，统筹实施，系统治理。
科学绿化以科学布局为起点。依托

不同区域不同的生态环境，《规划》将全
省划分为成都平原区、盆地丘陵区、盆
周山地区、川西南山地区、川西高山高
原区5个国土绿化实施区，并为各区域
提供规划方向。

以成都平原区为例，针对其城镇化
水平高，林草资源相对不足、分布相对
零散，绿化空间有限的特点，《规划》给
出探索国土绿化和区域城镇发展深度
融合的方向，具体从加强农田林网建
设、保护提升川西林盘生态景观资源、
加大草原保护力度、加强草地资源管理
等方面开展。

科学开发资源建设“天府森林四库”

在增加森林数量的同时，更要提
质。“目前仍存在整体质量不高，水源涵
养、水土保持、固碳增汇等生态功能有
待提升的问题。”该负责人表示，森林不
只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更具备多元
功能与多重价值。

近两年，我省在着力开发林业产业
之外，正在持续打造森林粮库和森林碳
库。2023年12月，省政府印发《建设“天
府森林粮库”实施方案》，明确要求树立

“大食物观”，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
源。省林草局则在近日提出建设“天府
森林四库”（水库、钱库、粮库、碳库），为
国土绿化注入新动力。

加快建设“天府森林四库”是《规
划》强调的主要建设任务之一。具体来
看，包括重点生产木本粮食、木本油料、
森林蔬菜、森林药材等七大领域“林
粮”，推动实施优质高产笋用竹林基地、
森林药材规范化基地等六大重点工程。
最终实现到2025年全省林粮年综合产

值达到1800亿元，到2030年全省林粮
经营面积达到1亿亩、年综合产值达到
3000亿元的目标。

推进林草碳汇发展方面，《规划》指
出，重点开展扩大森林碳库容量、增加
森林碳库储量、巩固森林碳库存量、提
升森林碳库生态价值实现能力等 4 项
主要任务；支持宣汉森林经营、天全大
熊猫栖息地恢复、龙泉山城市森林、若
尔盖湿地等林草碳汇项目。最终实现到
2030年，全省森林碳储总量达到10亿
吨以上，对全省碳中和贡献率不低于
30%的目标。

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国土绿化

绿化目标与绿化路径已明确，还需
确保绿化成效。

“国土绿化工作严格实行省负总
责，市（州）县（市、区）乡（镇）抓落实的
工作机制。”省绿委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规划》明确了各级政府开展国土绿化
的主体责任，将一体谋划、一体推进，确
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资金保障方面，《规划》明确，各级财
政要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支持国土
绿化工作，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投入支持，
用好、用活现有金融政策，加大储备林项
目开发力度。此外，各地还应不断健全社
会资本参与国土绿化的政策制度，创新
推行以奖代补、先造后补，强化产权激
励，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国土绿化。

《规划》同时提出强化科技支撑。具
体来看，包括加强脆弱区生态治理、乡
土树种草种挖掘与生态区划等关键技
术攻关；积极推广国土绿化、良种繁育、
种苗生产等先进实用技术成果应用；加
强生态系统碳计量监测评估和国土绿
化相关碳普惠方法学研究等。

近日，四川省绿化委员会印发

《四川省国土绿化规划（2023—

2030年）》，为“十四五”至“十五

五”末期间全省国土绿化高质量发

展定下时间表、任务书、路线图。

根据《规划》，四川国土绿化工

作将分两步走。“十四五”期间，完

成造林种草等国土绿化1810万

亩，全省森林覆盖率提高0.28个

百分点。到2030年，完成造林种

草等国土绿化3900万亩；修复退

化湿地18万亩；治理沙化和石漠

化土地、干旱半干旱等生态脆弱区

863万亩，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36.3%。

目 标

●“十四五”期间，完成
造林种草等国土绿化 1810
万亩，全省森林覆盖率提高
0.28个百分点

●到 2030 年，完成造林
种草等国土绿化 3900 万亩；
修复退化湿地 18 万亩；治理
沙化和石漠化土地、干旱半
干旱等生态脆弱区863万亩，
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36.3%

实 施

●全省划分为成都平原
区、盆地丘陵区、盆周山地
区、川西南山地区、川西高山
高原区5个国土绿化实施区

●加快建设“天府森林
四库”，重点生产木本粮食、
木本油料、森林蔬菜、森林药
材等七大领域“林粮”，推动
实施优质高产笋用竹林基
地、森林药材规范化基地等
六大重点工程

●推进林草碳汇发展，
重点开展扩大森林碳库容
量、增加森林碳库储量、巩固
森林碳库存量、提升森林碳
库生态价值实现能力等 4 项
主要任务

◎四川日报记者 陈俊伶

四川为“十四五”至“十五五”末期间全省国土绿化高质量发展定下时间表、任务
书、路线图

到2030年完成国土绿化3900万亩

首批绿色低碳
先进技术示范项目清单发布
47个项目入选，分源头减碳、过程降碳、末端固碳三类12项建设内容

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为尺
丈量康定绿色发展之路
甘孜日报讯 自省、州“三线一

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相继出
台以来，康定市始终坚持将“三线一
单”分区管控作为强化区域生态环
境保护的基本要求和开发建设的基
础依据，全方位贯彻落实，加快推动

“三线一单”成果运用。
强联动，落实前端责任。市委、市

政府组织相关部门业务骨干成立专
班，根据省、州“三线一单”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优化调整有关要求，主动对
接，充分、深化、精准对接各项工作，
结合康定实际，研究商议《生态环境
准入清单》征求意见稿，整理收集后
形成建议意见及时反馈至上级部门。

优服务，加强中端辅助。充分运
用“三线一单”成果，通过“四川省三
线一单数据分析系统”辅助决策，为
各项目前期方案论证，优化选址、选
线提供服务，指导12家企业运用系
统对新建、改扩建项目进行分析，将
S569 康定市甲根坝镇至贡嘎山镇
段改建工程项目涉及四川贡嘎山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7个施工场地优化
整合为4个，施工阶段2个弃渣场合
理布设至风景名胜区外并优化为1
个，服务康定市招商引资项目3个。

眀底线，强化末端治理。根据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结合全市“散
乱污”及砂石资源整治专项整治行
动，该局通过系统对全市砂石资源进
行梳理，对符合分区管控并取得环评
的砂石项目，严格督促企业落实污染
防治各项措施，对不符合管控要求，
突破环境质量底线的“散乱污”企业
级砂石企业，依法关停整改。

康定生态环境局将持续强化
“三线一单”成果在区域发展政策制
定、项目环境准入和执法监督监管
等方面的应用，加强“三线一单”与
项目环评、排污许可、环境执法等工
作的有机衔接，坚持协调好发展与
底线的关系，确保发展不超载、底线
不突破，使“三线一单”的“绿色标
尺”更加精准。

州生态环境局

把 自 然 给 你 听讲
河流入海口为何多有三角洲？

大河浩荡，携沙填海，积淀成洲。
三角洲是河流进入海洋时，因河

口变宽以及受潮流影响，水流逐渐分
散，河流流速减缓，携带的泥沙在河
口处堆积形成的三角形堆积体。

为什么河流入海口大多有三角
洲？三角洲是河流与海洋共同作用
的结果，河流负责“建设”，海洋则扮
演“改造和重塑”的角色。当河流搬
运来的泥沙量大，而且无强劲的潮
流或波浪将泥沙带走时，三角洲就
会快速发育，向海延伸（如长江三角
洲）；但是，也有极少数的入海口没
有形成三角洲，当河流搬运来的泥
沙少，且海洋动力强大时，三角洲则
难以形成（如钱塘江入海口）。

黄河入海口的黄河三角洲就很
有代表性。黄河流经植被覆盖率相
对较低的黄土高原，流域降水集中
在夏季且多暴雨，大量泥沙汇入其
中。黄河每年向渤海输送大量泥沙，
同时，黄河入海口水深较浅、坡度较
小，波浪和潮流的侵蚀、搬运作用

弱。在这些条件的综合影响下，黄河
三角洲产生淤积、向海延伸。

三角洲湿地是陆海相互作用形
成的独特生态系统，在洪水调控、气
候调节、污染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等方面意义重大。三角洲湿地是

“蓄水库”，可以涵养水源、防洪抗
旱、维持区域水平衡；三角洲湿地是
气候的“调节器”，在固碳储碳、调节
区域气候等方面发挥作用；三角洲
湿地还是环境“净化器”，能代谢污
染物、净化水质、改善环境。此外，三
角洲湿地还是野生动植物的天然

“保护区”，在保障栖息地、维持生存
繁衍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黄河三角洲是我国暖温带保存
最完整、最典型、最年轻的湿地生态
系统，为1500多种动植物提供了良好
的栖息环境。它是芦苇、盐地碱蓬等
植物的天然基因库与种质资源库，也
是鸟类迁徙的重要中转站。黄河三角
洲近岸海域也是黄渤海区域重要的
海域生物产卵场、孵幼场和索饵场，
为凤鲚、鲈、皱唇鲨、三疣梭子蟹等重
要的鱼蟹类提供了优良的栖息生境。

近年来，黄河三角洲管理部门
不断加强河流—河口—海湾联动联
防机制，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加快
推进黄河口国家公园建设，实现保
护与开发并重，守护好这方大河之
洲，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转载自《人民日报》

◎吴晓

三角洲是河流与海洋共同作用
的结果，当河流搬运来的泥沙量大，
而且无强劲的潮流或波浪将泥沙带
走时，三角洲就会快速发育，向海延
伸。三角洲湿地在洪水调控、气候调
节、污染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方面意义重大

四川实施自然资源调查
监测体系建设三年行动

我国将建立电力二氧化碳
排放因子常态化发布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