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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自 然 给 你 听讲

天然冰场的冰面厚度需达到
15厘米，冰场才能开放。由于光照、
水深等因素影响，工作人员每天需
要在不同时间段、不同区域，分别
开洞监测。当全部冰面符合标准，
才能对公众开放

◎施洪波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

上走。”寒冬时节，各种冰上运动深受

大众喜爱。截至1月13日，北京一些

天然冰场已开门迎客，圆明园、颐和

园、什刹海等冰场却迟迟没有开放。

实际上，每年冰场并不是固定日

期开放。天然冰场的冰面厚度需达到

15厘米，能保证滑冰者人身安全，冰

场才能开放。圆明园冰场最近三年都

是在12月30日左右开放。这个冬天，

由于前期气温整体偏高，冰面一直没

达到安全标准，所以至今还没开放。

那么，冰面厚度怎么测量？测冰

师利用专业打冰的“冰镩”在冰上开

洞，用探杆比对厚度后用尺子测量。

测量后，测冰师还会用被凿开的碎冰

重新将洞口填实，以防洞口开裂。由

于光照、水深等因素影响，工作人员

每天需要在不同时间段、不同区域，

分别开洞监测。当全部冰面符合标

准，才能对公众开放。冰场开放后，每

天早晚还会各验冰一次，以便及时了

解冰层厚度。与正规冰场相比，一些

河湖的冰面没有专门人员监测，滑

“野冰”危险不小。

通常，北京各大冰场会在立春后

停止开放。因为立春后气温回暖，冰

面一天比一天薄，有些地方融化、渗

水，随时有破裂风险。

冰场延迟开放，很多人会认为是

暖冬的缘故。实际上，暖冬是指某年

某一区域整个冬季（当年12月到次年

2月）平均气温高于常年值或称气候

平均值。常年值一般取最近整30年

（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评估暖

冬需要根据冬季3个月（当年12月至

次年2月）平均气温来判定，也就是

说，只有等到这个冬季结束，才能明

确是不是暖冬。

暖冬尚没有定论，但这个冬季以

来气温偏高是不争的事实。据北京市气

候中心监测，2024年北京地区年平均

气温12.9摄氏度，创下1961年以来历

史新高。2024年12月以来（截至2025

年1月13日），北京地区平均气温为零

下2摄氏度，比常年同期偏高1.5摄氏

度，为2000年以来历史同期第四位。

冬季冷空气的强弱和路径，影响

北京地区气温高低变化。2024年12

月以来，影响我国的强冷空气路径总

体偏西，对华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

南部和内蒙古中东部影响较弱。北京

地区虽然频繁受到冷空气影响，但冷

空气强度偏弱、引起的降温幅度小，

冷空气结束后气温回升快，导致北京

地区 2024 年 12 月以来整体气温偏

高，今年以来逐日的日平均气温也以

偏高为主。

让我们等待冰场开放的那一天，

在速度与激情之中，安心享受冰上运

动的乐趣。

转载自《人民日报》

冰面需要多厚，才能在上面玩耍？

林下产粮绿海生“金”
四川探索打造“森林粮库”

◎新华社记者 高健钧 张超群

冬日里的一抹暖阳
民革四川省委会实施“生态节约温暖藏家”帮扶项目

这几天，稻城县蒙自乡黑龙村异

常热闹。阳光下，几个施工人员紧张有

序地在屋顶上安装光伏板。他们小心

翼翼地调整着每一块光伏板的角度，

确保其能够最大限度受到光照；另一

组人员则在院子里，细致地组装太阳

能热水器。村民们好奇又期待地围观

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是黑龙

村“生态节约 温暖藏家”光伏帮扶项

目落地时的情形。

黑龙村是民革四川省委会对口帮

扶稻城县的帮扶联系点。这里地处两

河交汇处，山高谷深、植被稀少，受制

于自然地理条件限制，村民很少烧柴

做饭、燃煤取暖，照明取暖主要依靠用

电，电费支出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如何才能过上取暖更方便、用电更

便宜的温暖生活，这是村民们期盼解决

的大问题，也是民革四川省委会长期以

来的牵挂。经过反复调研论证，省委会

发现，黑龙村日照时间长、辐射强度高，

拥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具备实施光伏

帮扶项目得天独厚的自然基础。

民生小事，关乎国之大计，系于万

家灯火。民革四川省委会急民之所急，

解民之所难，在民革中央副主席、四川

省委会主委欧阳泽华的关怀推动下，

成功协调50万元资金，为黑龙村21户

家庭逐一安装了户用光伏设备和太阳

能热水器。随着这些设备投入使用，黑

龙村村民们将用上清洁安全的“绿”

电，预计每户家庭每年可减少2500元

以上的日常用电开支。

黑龙村村委会副主任四郎烈波笑

容满面地说：“原来因为用电的地方

多，我们晚上都舍不得开灯。现在有了

太阳能光伏板，家里晚上也能亮堂堂

的，孙子、孙女看书写字也方便多了。”

走进波瓦家，洛绒卓姆一边做饭

一边激动地说：“以前我们烧水、做饭、

洗澡不仅费时费力还费钱。现在有了

太阳能热水器，家里随时都能用上热

水，方便又实惠，真是太幸福了！感谢

你们，感谢民革。”

说起这些变化，村民们的话语中

满是感激。他们都知道，这些便利生活

的背后，凝聚着民革四川省委会的深

情厚谊和无私帮助。大家纷纷表示，将

倍加珍惜这份关怀与支持，维护和使

用好这些光伏设备，让村子一直都“亮

堂堂”“暖洋洋”的。

如今，藏家屋顶上，一排排鱼鳞状

的光伏板熠熠生辉，捕捉着高原上的每

一缕阳光；庭院中，一个个太阳能热水

器静静伫立，为村民家提供源源不断的

热水，无声地改变着村民们的生活。

“大家一起努力，以后的日子会越

过越好，黑龙村也会越来越好。”这是

黑龙村村民们的心声，也承载着民革

四川省委会的美好愿景。

◎温栋岚 文/图

民革四川省委会驻黑龙村帮扶工作队队员（右）向当地居民介绍光伏设备使用事项。

提高草原质量
盘活草原存量

“十四五”以来我国退化草原面积缩减近7亿亩

树上收油茶、板栗，树下挖食用

菌、魔芋，林间套种中药材……进入

冬季，在四川广袤的森林，农人收种

不停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要树立大食物

观。作为森林资源大省，四川坚决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

宜发展林下食物，将“森林粮库”高质

量建设纳入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

府粮仓”的建设中，探索向森林要粮、

丰富百姓餐桌。

绿水青山出“好粮”

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连绵的

山间驱车而行，周围板栗树绵延不绝，

树下铺满了厚厚的金黄落叶，棕黑的

栗子壳点缀其间。进入白拉古村，不时

能闻到农家蒸煮板栗的甜香气味。

“板栗的淀粉、可溶性糖、粗蛋白、

粗脂肪占比达 85%至 90%，还含有人

体必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四川省林业

科学研究院板栗专项团队首席专家宋

鹏说，“板栗被称为‘铁杆庄稼’，可以

直接当主食吃，也可以加工成板栗面

条或酿酒。”

四川属于全国第二大林区，森林

面积2.6亿亩。2023年，四川“林粮”年

产量超过1400万吨。

2024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践行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

供给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构

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实现各类食

物供求平衡，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建

设农业强国提供坚实保障。

为更好打造“森林粮库”，四川加

快发展木本粮食。以现有林分抚育改

造提升为主、新建为辅，重点发展以板

栗、橡籽为主的淀粉类和以松籽为主

的蛋白质类品种，适度发展大枣、柿子

等糖类品种，计划到 2030 年，全省木

本粮食种植面积达到1000万亩。

记者近日来到四川宜宾，这里是

全国竹资源富集区和“川南竹产业集

群”核心区域，冬季是当地方竹笋的丰

收季。在宜宾市兴文县的竹林里，一颗

颗方竹笋破土而出。

兴文县仙峰苗族乡群鱼社区村民

曾在琼牵头成立了兴文县鹏宇竹笋种

植专业合作社，并陆续承包了3000多

亩竹林。“这一季方竹笋的产笋量估计

有 50 万斤左右，产值能达到 400 万

元。”曾在琼说。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二级研究

员莫开林表示，随着生活水平提升，人

们对食物绿色、营养和多样性的需求

明显增长，“森林食物”可满足多元化

需求。

积极发展森林蔬菜，扩大优质笋

用竹林规模，扩大林下人工栽培食用

菌规模，有序拓展林下野生食用菌采

集范围，因地制宜发展香椿、树花菜和

林下魔芋、山野菜等森林蔬菜……

“绿水青山出‘好粮’，四川在建设

森林‘水库’‘粮库’乃至‘碳库’‘钱库’

方面，优势突出、潜能巨大。”四川省林

业和草原局总工程师张革成说。

树下“做文章” 林中建“粮仓”

虽然是产粮大省，但四川地理特

征为“一平二坡七分山”，“巴掌田”“鸡

爪田”形态的耕地数量多，限制了传统

粮食生产。

数据显示，四川省现有林地 3.81

亿亩。“实际可有效利用林地达1.74亿

亩，是耕地的2.2倍，森林内可供开发为

‘林粮’的植物有 6000 余种。”张革成

说，四川现有经济林面积超5500万亩，

林下种养和采集面积超过1700万亩。

“想办法向森林要更多的粮，要多

样的粮，在扩大经济林的同时，积极发

展林下经济。”张革成说。

入冬以后，攀枝花市米易县普威

镇西番村家家户户先是在树上摘核

桃，然后在树下挖续断、刨圆根萝卜

……“以前只种核桃树，也只收核桃。

现在核桃照样一亩产3000多斤，树下

的萝卜一亩又能收3000多斤，试种了

续断，干货亩产 1000 斤，经济效益特

别好。”西番村村民都志发对记者说。

2023年12月，四川《建设“天府森

林粮库”实施方案》提出，构建多元食

物供给体系、切实维护粮食安全。一年

多来，成都、达州、内江、巴中等地接连

出台政策，因地制宜推进“天府森林粮

库”建设。

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正高级

农艺师滕志介绍，目前，攀枝花市米易

县、盐边县、仁和区的 30 个乡镇正在

开展林下续断、魔芋等试验示范种植。

“要增加‘林粮’的产量，就要通过对林

下土地充分利用，想方设法形成立体

的林中食物种植。”

2024年秋收时节，凉山州会东县

姜州镇山南村种植大户罗德宇的石榴

园里，20亩旱稻试验田实现产量突破。

据现场测算，此次机收套种旱稻地块

的净作亩产达到了 812.12 公斤，按每

亩套种面积35.54%计算，石榴园区实

现每亩增产旱稻280.51公斤。

“该模式充分利用了石榴树行间

空闲的土地资源，实现了粮油作物与

经济作物的协同发展。”凉山州农业科

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所长王云梅说。

“粮库”变“钱库” 铺就致富路

四川在实践中认识到，只有“大食

物”成长为“大产业”，才能让百姓增收

致富，推动乡村振兴。

目前，四川积极发展木本油料，突

出核桃、油茶、油橄榄“三棵树”，计划到

2030 年全省木本油料种植面积达到

2000万亩。凉山、甘孜等地加强核桃低

产林改造，推进定向培育、集约经营。

不久前，凉山州盐源县平川镇青

天铺村彭道华管理的 50 余亩核桃林

获得丰收。经过脱青皮、晾晒，他将收

获的2万斤核桃鲜果发往凉山州西昌

市的凉山亿丰油脂有限公司工厂，在

榨油生产线上压榨成为核桃油，销往

全国各地。林果产业的发展，让核桃种

植效益大大提升，为彭道华带来 8 万

多元的收入。

“一期项目核桃油年产能达 1 万

吨，去年实现产值 3000 余万元。企业

解决了当地 100 多个家庭的用工，劳

务支出达到200余万元。”凉山亿丰油

脂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国说，“我们与

凉山州 11 个县市签订了核桃购销合

同，覆盖 1808 个脱贫村，惠及 12.4 万

脱贫户。”

据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统计，截

至2024年底，四川省林粮经营面积达

8100万亩，四川森林食品年产量超过

1450万吨，年产值超过1700亿元。

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随着

一个投资 3445 万元、到 2025 年目标

规模为 3.5 万亩的标准化板栗种植产

业园的建设，平地镇白拉古村村民盛

翠兰家的板栗种植规模从此前的几亩

扩大到如今的10多亩，每亩年收益达

五六千元。

“推进板栗产业建设不仅是扩大

种植规模、增加产量，还要完善加工体

系，延伸产业链，开发板栗酒、板栗速

食等产品，增加产业经济效益和当地

林农的收益。”攀枝花市林业局副局长

王宏说。

四川丰富的森林资源，森林中丰富

的食物种类，也吸引着企业主动前来寻

找商机。冕宁元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

台商林春福十几年前来到凉山州冕宁

县考察后成立的。公司技术负责人陈庆

忠说，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当地百

姓增收。如今，企业流转的林地覆盖冕

宁县2个乡镇9个村6800多户村民。

如今，放眼四川，各具特色的森林

经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串联起一条

条绿色产业链，书写着绿海生“金”的

发展故事。

眼下，正是天麻采挖的最佳时节。走进康定市姑咱镇时济村的天麻种植基
地，只见村民在密林中采挖天麻，一派忙碌景象。

近年来，康定市充分利用资源优势，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打破农业产业传统布局，
因地制宜发展道地中药材产业。去年全市种植天麻580余亩，预计产值达170余万元。
下一步，康定市将继续坚持把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扩大天麻种植规模，推动特色农业产业蓬勃发展。

郑和红 穷热 摄影报道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记者

胡璐）草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系统

和自然资源。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唐

芳林 14 日说，“十四五”以来，我国

持续推进草原修复治理，年均种草

改良面积稳定在4000万亩以上，退

化草原面积缩减近7亿亩。

他是 14 日在中国林业科学研

究院主办的第四届“草原高质量发

展”学术研讨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据介绍，“十四五”以来我国草

原修复治理明显加快，全国草原综

合植被盖度稳定在50%以上。我国

制定林草种苗发展规划，建设草种

繁育基地60万亩，草种生产规模逐

步扩大，多年生生态草种供给能力

达到2万吨。

唐芳林表示，国家林草局将统

筹草原生态、生产、生活，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推行分区施策、分类管控、分级

治理，扩大草原数量，提高草原质

量，盘活草原存量。

一是加大退化草原修复治理力

度。在三北地区，重点加强退化沙化

和盐碱化草原综合治理。在青藏高

原和黄河、长江上中游地区，重点加

强黑土滩等重度退化草原修复治理

和鼠虫害防治。在南方草山草坡地

区，积极推进多年生人工草地建设，

提升草原生态和生产功能。科学布

局草种基地建设，重点加强生态修

复用乡土草种生产，满足生态修复

用种需要。

二是加强草原资源保护。发挥

林长制作用，进一步压实地方党委

政府保护发展草原的责任。要健全

草原保护基本制度，完善草原承包

到期延包实现路径，保护农牧民合

法权益。健全常态化草原执法监督

机制，加大草原执法监管力度，依法

打击毁草开垦等非法破坏草原违法

行为。

三是加快推进草种业健康发

展。实施草种科研攻关项目，选育一

批适宜生态修复使用的优良牧草品

种，研发可落地推广的扩繁生产技

术。积极争取加大对草种扩繁生产

的支持力度，加快提升国产草种生

产供应能力。

他表示，还将积极促进现代草

业发展，强化草原科技创新能力建

设，推进草原高水平保护和草业高

质量发展。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统计局联合

牵头建设的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数据库（以下简称“因子库”）第一版

近日正式上线运行。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是核算碳排

放的重要参数，发布和定期更新全

面、准确、透明的因子库是建立统一

规范碳排放核算体系的重要基础。

因子库的上线将为社会各界开展碳

排放核算提供基础数据支持，方便

各类主体开展碳排放核算，有效降

低全社会碳排放核算成本，增强碳

排放核算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提升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基础能力。

因子库建设遵循“广泛征集、共

建共享、循序渐进、科学实用”原则。

坚持急用先行、分类推进，优先发布

社会需求迫切的温室气体排放因

子。因子库提供全国（部分因子细分

到区域）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方便无

法获取自身实测排放因子的主体在

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时参考使用。

本次发布的因子主要为行业企业排

放因子，用于核算企业或者组织层

面温室气体排放量，同国家制定发

布的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标准以及纳入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行业企业核算

技术规范中排放源和分类相衔接。

转载自《人民日报》

国家温室气体
排放因子数据库上线
为核算碳排放提供数据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