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YTBLYTB
2024年6月3日

星期一

4

本
版
编
辑

黄
漠

校
对

彭
师
德

刘
一

鲍
丽
萍/

绘
制

LYTB林
业
林
业
﹃﹃
碳碳
﹄﹄
宝宝

本报记者 曲经纬

每年实施1000亩精品近自然景观林改造
提升示范区，政企合作建设大运河文化旅游
景区光伏项目，搭建北京城市副中心生态价
值实现智库研究中心和双碳智服平台……

“新质之力 碳惠未来”2024 北京城市副中心
林业碳汇发展论坛成果满满，院士、行业权威
专家、企业走进大运河畔，共同探讨林业碳汇
的科学原理和实践路径。

城市副中心城区绿化覆盖率50.95%

永顺镇西马庄公园迎来了第三个夏天。百亩林
地除了鸟语花香的观感外，还有项“隐藏技能”——
一年约可产生45吨园林废弃物，利用生物技术和封
存技术可额外固定约 16.6至 19.8吨二氧化碳，产生
2700吨液态煤全部可循环利用，同时节水约30%。

西马庄公园作为城市副中心乃至全市首个碳循
环公园，是副中心降碳责任中的“特写镜头”。2022
年11月，北京城市副中心林业碳汇试点建设实施方
案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正式批复。通州区入选首
批全国林业碳汇试点市、县建设，成为全国18个林业
碳汇试点市、县之一，正式拉开副中心碳汇试点建设
序幕。2024年2月，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
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实施方案，城市副中心迅速响
应，编制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任务清
单，如今交出了一张阶段性小考的成绩单——

作为北京首个荣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平原
区，副中心森林总面积已达 45.79 万亩，森林覆盖
率达到 33.7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8.75 平方米，
绿地 500 米，服务半径覆盖率 91.24%，城区绿化覆
盖率50.95%。

“森林作为地球上最大的碳汇之一，其固碳能
力之强、潜力之大，是其他生态系统无法比拟的。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林业碳汇在应对气候变化中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通州区委副书记陈献森在
致辞中说。

2020 年 9 月，我国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
和，进一步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坚持走生态优
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2022年通州区
成为全国首批“林业碳汇试点城市”，是北京市唯一
的入选区。为此，城市副中心制定了《林业碳汇试点
建设三年行动方案》。“林业碳汇是推动绿色发展的
重要力量，大力发展林业碳汇产业，可以促进林业生
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陈献森说。

今年5月27日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的
八周年，副中心牢牢把握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示
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
区和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的战略定位，一年一个新
节点，每年都有新变化，实现蝶变重生。

北京林地绿地年碳汇量达到960万吨

“上周一场不期而遇的狂风骤雨提醒我们，建立
一个气候韧性的城市迫在眉睫。园林绿化行业责无
旁贷、责任重大。”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二级巡视员王
小平在致辞中说。

北京有 130个公园，不少公园都竖起了巨大的
“碳中和进百园”示范标识，告诉公众应如何践行林
业碳汇、如何参与林业碳汇。同时，发起成立了碳中
和专项基金，开发有助于公众参与的碳中和平台，如
碳中和车贴，车主贴上碳中和标识，从而参与碳补
偿、消除碳足迹。

“在过去数代人的努力下，经过十年百万亩平原
造林，北京造了1亿株树，覆盖219万亩森林，为北京
早日实现碳中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根据测算，到
去年年底，北京林地绿地年碳汇量达到 960万吨。”
王小平说。探讨林业碳汇，也是在探讨森林更高、更
绿、更长寿，为此，本市已启动 5项重要措施——调
密、补幼、沃土、防充、分物种，北京森林碳汇将持续
增加。

王小平说，本市还将启动沃土工程，除了促进地
上增加林业碳汇外，还要结合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增加土壤碳汇，搭建社会公众、企事业单位参
与林业碳汇的平台等。

副中心6个乡镇
获授“林业碳汇示范镇”

目前，通州区已入选全国林业碳汇
试点。高质量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林业
碳汇试点也成为市级重点工作。论坛
上，北京林业大学表示已开展平原森林
固碳增汇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助力
万亩示范区建设，并发布了 7 项创新技
术成果。

研发陆表植物碳汇计量关键技术及
管理平台，开发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监
测及林业碳汇项目系列标准，发明森林
智能节水增汇技术，被中国林学会鉴定
为“国际先进”……北京林业大学林学
院院长贾黎明发布时表示，这些土壤
固碳、节水增汇、绿色防控、数字赋能
平原森林碳汇经济等技术成果将全面
在副中心试点提供支撑。“我们还将总
结平原森林固碳增汇标准化技术，提
炼出‘通州模式’。”

论坛上，6个“北京城市副中心林业
碳汇示范镇”授牌。这是落实《北京城市
副中心（通州区）林业碳汇试点建设实施
方案》的具体举措，以西集镇、潞城镇、马
驹桥镇、漷县镇、台湖镇、张家湾镇等 6
个乡镇为试点，开展平原森林增汇减排
技术模式研发集成和林业碳汇效益精准
补偿机制的研究与探索。

作为全区首个“首都森林城镇”，西
集镇森林覆盖率达 48.45%，是副中心林
业碳汇试点中的重要地区。根据实施方
案，西集镇踏查选取了 3000余亩平原森
林，设立增汇减排试验示范区。负责该
项目的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段
劼说：“土壤固碳、节水增汇、绿色防控
等技术去年已在西集试验示范区应用，
同时留出样地对照，到今年年底就能对
比出差异。”

据悉，《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林
业碳汇试点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3—
2025年）》提出扩碳、增碳、保碳、用碳多
管齐下，分解 13 类任务确定主责单位，
力争 2025 年通州区平原森林增汇减排
经营技术模式成熟、林业碳汇效益补偿
机制基本健全，成为全国林业碳汇先行
示范标杆。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
将建光伏项目

论坛上，通州区园林绿化局与国家能源
集团签订政企新能源项目合作框架协议，计
划在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建设光
伏项目，预计总投资 1.2 亿元，分 3 期建设。
前三年，每年预计减排二氧化碳 1.133 万
吨。25 年总减排二氧化碳预计可达 85 万
吨。“这将为城市副中心政企联合进行光伏
新能源市场开拓与高质量产业开发带来新
机遇。”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魏昀赟说。

活动中，“北京城市副中心生态价值实
现智库研究中心”同时启动。魏昀赟介绍，
该中心是为了推进通州区林业碳汇试点建
设而设立的智库研究平台。将重点开展“生
态产品多元化价值实现”与“国家绿色发展
示范区建设”“气候投融资试点”等相关政策
衔接与协同方案研究，以及相关专业课题研
究等任务。“这个研究中心由区园林绿化局
与国际绿色经济协会牵头，将组织多学科、
多功能专家，把‘两山’理论转化成实践。”魏
昀赟说。

此外，活动上还发布了通州区双碳智服
平台。这个平台构建了区、乡镇二级碳汇管
理体系，集双碳地图、企业管理、数据核验、
碳资源目录、作战图和数据分析六大应用于
一体，服务区域内林业碳汇申请、登记、注
册、交易、抵销等全生命周期管理，打造示范
性碳汇+创新化应用模式，实现通州林业碳
汇开发基础能力跃升，促进林业碳汇生态补
偿机制市场化和长效化发展，服务通州林业
碳汇价值实现，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中国科学院院士 于贵瑞：

中国的碳汇能力有多大？增汇潜力有多大？
中国科学院院士于贵瑞发表《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
汇功能及增汇潜力问题》演讲，从全国宏观视角大
尺度介绍了“双碳”目标，碳中和的主要实现路径，
特别是生态系统在实现碳中和的最终目标中起到
了“压舱石”的作用。“维持国家安定、社会运转的能
源排放，要靠生态碳汇中和回来，用生态碳汇的办
法可为国家提供大约20亿至25亿吨的固碳能力。”

在于贵瑞的研究中，生态碳汇是最绿色、最经
济、最具规模的技术途径，百姓都能参与。如何基
于自然规律、自然条件和自然过程综合理解中国的
碳中和行动并落实？如何形成系统化方案？于贵
瑞带来了两张图，一张是中国名山大川和文化遗
迹，另一张是生态功能区。

“需要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不要认为我们
搞固碳就把文化传承、名胜古迹销毁掉，恰恰要把
文化传承、区域空间布局和生态建设有机整合在一
起，特别是现在需要把碳中和方案和中国乡村振兴
计划整合，不能独立去做。”于贵瑞说。未来一段时
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将面临重大挑战，需要构建
一个新的框架和指导理念，促进绿色转型发展，培育
新型的生态经济，特别要筑牢国家生态基础设施，另
外要统筹生态系统的“五库”功能。强调经营生态资
产，管理生态财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这个基
础上，推动脱碳绿色转型，加速降碳技术进步，构建
新型生态产业经济体系，特别需要培育未来新型生
态经济模式和生态经济的社会发展方式。

中国工程院院士 侯立安：

侯立安是我国环境工程领域的知名专家，活动
中，他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城市绿地
增汇减排方略》为题进行了主旨演讲报告。他提到，
城市扩绿方面以北京来说，2012年以来，北京市累计
新增城市绿地7293公顷，森林覆盖率由过去38.6%提
高到44.8%。2024年是北京推动全域森林城市高质
量发展、建设森林环抱花园城市的开局之年，通州与
其他几个区被定为花园城市试点的5个示范区之一。

他提到的许多做法，副中心正在践行。比如他
提到，绿色建筑非常重要，建筑系统对碳排放的贡
献率高达50%，建设绿色建筑，“双碳”目标实现会更
快。而且绿色建筑涉及健康的水、空气等保障元素，
室内空气指标要求会更高。而城市副中心正是国内
首个大型公共建筑全面执行绿建三星级标准地区。

他还提出要持续建立新型“智慧水厂”。碧水再
生水厂是坐落于副中心老城区国内首例原地改扩建
下沉的再生水厂。去年底，作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典
型案例，“碧水”登上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生态文明
与美丽中国实践”边会，向世界讲述中国的降碳故事。

此外，他也对城市副中心提出了美好愿景，建
议可以采取健康饮水保障技术策略。“国外有15个国
家已经实现了直饮水，中国目前像深圳特区已经提
出到 2025年实现全城直饮水，上海、浙江正在开展
这方面的工作，北京通州也有这方面的技术实力。”

国家林草局原总经济师、中国绿色碳
汇基金会理事长 杨超：

杨超在《搭建多方合作平台，创新多元资金机
制，共谋北京副中心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演讲中指
出，用生态系统探索未来城市副中心建设的新模
式，具有全国示范样板意义。“探索人工生态系统与
自然生态系统如何连接，需要鼓励更多企业、社会、
老百姓参与共建，鼓励社会公益资金和企业投资进
入，利用新技术、新装备、新制造来识别新的机会。”
他表示，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将发挥自身优势创新
多元资金机制，利用基金会的平台和各方合作募集
资金，为城市副中心的生态碳汇建设出力。

原亚洲开发银行首席气候官、原国家
气候中心副主任 吕学都：

“碳市场是促进碳减排特别有效的工具。”吕学
都说。他从碳交易市场的完善、交易机制、区域协
同等方面对城市副中心林业碳汇提了几点建议：根
据不同的林草资源研究制定科学适用的碳汇方法，
要便捷、简单、保守，确保质量；可充分利用碳普惠
机制，鼓励激励公众参与碳减排；要充分利用数字
化技术精准计量和监测碳汇蓄积量；探索跨区跨省
碳信用交易机制，进而探索跨国交易方面的经验。

本报讯（记者 曲经纬）黑色无纺布、粉色
塑料泡沫纸，还有用旧茶杯、破报纸制作而成
的服饰能有多时尚？6月1日至2日，张家湾公
园“新质之力 碳惠未来 北京城市副中心林业
碳汇科普体验活动”的中心舞台上，二十几位
小模特给大家带来惊喜。

主办方特意设计了1公里科普游线，展示绿
废应用原场景，全程设置5处打卡点位，市民在各
个点位体验堆肥装置、互动小游戏。全天开放的
低碳环保市集成为此次活动的一大亮点。

小朋友妮妮在跳蚤市场对一幅松果画作
爱不释手。“松果是园林废弃物之一，但它们也
可以做艺术品。卵圆形的是油松松果，近似圆
锥状的是白皮松松果，这些不同形状的松果可
以组成这样一幅画……”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
下创作热情高涨。

市集的另一侧，一场玩具的循环再利用也
开始了。一年级“小豆包”卡卡将已经不玩的
玩具拿到跳蚤市场上并为其找到新主人。“这
也是降碳的过程！”卡卡认真地说。这些绿色
小使者将在生活学习中带头争做绿色环保小
使者，将绿色固碳的理念传递给更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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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湾公园科普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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