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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启动准备工作
已基本就绪。随着全国碳市场交易即将迈出新的步伐，
林草碳汇作为碳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广受市场关注。

森林草原与碳汇有何关联？当前林草碳汇市场交易
情况怎样？如何巩固和提升林草碳汇能力，推动实现

“双碳”目标？围绕这些社会热点，记者4日采访了业内
专家。

保护好森林草原可以有效发挥碳汇功能

用海绵吸水与挤出水的类比，中国林科院、林草碳汇
研究院院长储富祥生动解释了森林碳汇的形成机制。

他说，碳汇是从空气中吸收并且固定二氧化碳的过
程。就像海绵吸水一样，森林可以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
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固定在植物体或土壤中，这就
是森林碳汇。

他同时表示，如同蓄了水的海绵一挤又会流出水，
森林一旦遇到火灾和病虫害、被人为破坏或者因为衰老
而死亡，又会将储存的碳释放回空气中，这就形成了碳
源。“森林碳汇与碳源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只有当一段时
间内森林吸收固定的碳多于排放的碳，我们才说森林发
挥着碳汇功能，反之就是碳源。”

与森林类似，草原和湿地也有碳汇功能。不同的
是，树木往往比较高大，存活时间久，森林植物中储存的
碳就比较多。而草原和湿地中常常是“一岁一枯荣”的
草本植物，吸收储存下来的碳大部分留在地下的根系和
土壤中。如果草原被过度放牧、湿地被人为破坏，也会
释放碳成为碳源。

“由此可见，要巩固和提升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就
要做好生态系统保护，充分利用好自然条件、结合人工
的技术手段，来提升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的质量
使其保持健康和活力，从而吸收和储存更多的碳。”储富
祥说。

林草碳汇交易需满足合格条件

当前，全球各国都在努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或者清除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正因为林草碳汇是碳清除的有效手段，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就有了市场价值。

“不是所有的森林都可以开发成碳汇进行交易，碳汇交易需要满足严格的
前置条件。”林草碳汇研究院副院长肖文发解释说，可交易碳汇一项最基本的
原则是，通过采取人为措施，如造林和再造林，并且付出了克服不利环境、技术
或资金短缺等额外的努力。换句话说，那些不需要人为努力，在自然条件下就
可以形成的碳汇，是不可以交易的，称为“公益性碳汇”。

此外，碳汇交易需要通过开发碳汇项目的形式来实现。即按照碳汇项目
方法学的规定和条件核算出碳汇量，再经过相关机构严格审定与核查，确认项
目产生的碳汇量具备真实性、唯一性和额外性，由指定机构签发后才可能进行
交易。其中，唯一性是每个碳汇项目只允许申报一种减排机制，额外性重点强
调要通过人为努力新增加碳汇量。

多措并举巩固和提升林草碳汇能力

随着“双碳”目标深入推进，巩固和提升林草碳汇能力越发重要。专家认
为，要按照全面固碳、重点增汇的要求，深入实施林草碳汇能力巩固提升行动，
多措并举推动林草碳汇事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通过科学绿化，扩大生态系统碳汇增量。通过精准提升森林质量，推
进退化草原和湿地修复，培育稳定、健康、优质、高效的林草生态系统，提升生
态系统碳汇能力，并加强林草资源保护管理，巩固已有的固碳成果。

刘家顺说，要努力推动新造林与增汇同步谋划、同步设计、同步实施，将造
林增汇任务落地上图入库，吸引碳汇用户提前布局，投资支持造林增汇。

二是实施林草产品利用促汇行动。加大林草产品合理利用实现固碳增
汇，如推动使用木竹材料替代传统高耗能材料，实现替代节能减排；加强林草
产品的加工和回收利用，在防止林草植被老化成为碳源的同时，能够有效延长
木产品储碳时间并减少分解释放。

三是优化碳汇项目开发环境。拓展多种碳抵消机制和碳中和应用场景，
引导个人、企业等购买碳汇实现自身的碳抵消和碳中和。加强现代技术手段
在碳汇项目设计、审定、核算、核证等环节的应用，提高碳汇产品的开发效率和
公信力。“但同时也应规范林草碳汇产品的开发，严格审定核证，加强行业监
督，防止蓄意炒作从而伤害经营主体利益，打击到社会公众参与碳汇项目交易
的积极性。”刘家顺表示。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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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北方一片冰天雪地时，地处
热带的海南温暖如春，迎来了冬日
旅游旺季。宜人的气候、丰富的旅
游资源和不断创新的旅游产品，吸
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不断涌入，海
南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到海南跨年成为新时尚

刚刚过去的跨年之夜，海口五
源河体育场光影流转、欢声如潮。
随着跨年活动越来越受到年轻人追
捧，海口的跨年晚会吸引了全国各
地 2.26 万名观众入场观演，全面点
燃海口跨年氛围。

来自湖南的陈晓筱追随跨年晚
会来到海口。她说，这个时节海口
气候宜人，不冷不热，很适合来这里
跨年。“很有仪式感”“明年跨年还
来”成为众多游客共同的心声。

这次跨年活动中，海口首次串
联五源河体育场、万绿园、钟楼、琼
台福地、高兴里等城市地标场景，以
全城联动的形式，共同迎接新年。

“将城市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特色融
入到文化产品和服务中，吸引优质
跨年演艺活动，能够打造更具文化
魅力的城市品牌，增强城市文化软
实力和竞争力。”海口市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说，打造“跨
年之城”，不仅带动经济的发展，还

提升了市民游客的幸福感和满
意度。

元旦期间，草莓音乐节在三亚
激情开唱。在三亚冬日暖阳中，游
客尽情感受自然之美和音乐的魅
力，度过难忘的跨年之旅。“知道三
亚举办草莓音乐节，我就追来了。”
武汉游客张京京开心地说。

演艺搭台，旅游唱戏。演唱会、
音乐节、嘉年华等形式多样的演艺
活动，在丰富旅游文化市场产品和
服务供给的同时，有效带动了旅游
消费。据统计，元旦假日期间，海口
接待游客 46.1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9.3%；实现旅游总收入5.44亿元，
同比增长 92.1%；三亚抽样调查显
示，全市旅游饭店平均入住率为
88.52%，同比提高7.63个百分点。

“在路上”度假成为新选择

作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
设的一个标志性项目，去年12月正
式开通的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成为游
客来到海南的一个新选择，也进一
步提升了海南旅游的热度。

这条冠以“旅游”之名的环岛公
路，贯穿海口、文昌、琼海等沿海12
个市县，串联海南31家A级旅游景
区、21个滨海旅游度假区、50处渔
港、25个灯塔和多处滨海渔村……

来自广东的游客陈东瑜带着两
个孩子沿着环岛旅游公路琼海段、
万宁段和三亚海棠湾段一路自驾游
玩。“沿着海岸线走，有高山海景，也
有田园风光，自驾体验非常不错。”
她说，希望带着孩子慢慢走，让他们
深入了解海南、体验海南。

根据携程发布的《2024 年元旦
跨年旅游报告》，三亚、海口位列元
旦自驾旅游城市热门榜前三。数据
显示，元旦三亚、海口租车订单环比
上月增长 50%以上，近九成租车自
驾游订单来自异地游客。

除了自驾游，沿着环岛旅游公
路骑行、房车露营等旅行方式也受
到不少游客青睐。海南旅游发展研
究院院长陈耀表示，海南环岛旅游
公路作为路道型旅游产品，为游客
提供了极具开放性、参与性的体验
资源，是海南旅游的一种创新，也为
海南旅游打开了一扇新的高质量发
展之门。

“旅游+”发力 消费持续
升温

前不久，海口骑楼老街一场非
遗巡游活动点燃了市民游客的热
情。11支来自国内多地的非遗项目
表演队伍依次亮相，让市民游客近
距离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

来自湖南的游客彭子悦一行八人
来到海南度假，抵达海口后的第二天
就来到骑楼老街。“没想到碰上非遗巡
游这么热闹的活动，人气太旺了，表演
也很有特色，感觉很新鲜。”彭子悦说。

在三亚，来自北京的游客林建华
惊讶地发现，如今夜晚的鹿回头风景
区依然灯火通明，游览体验和几年前
大不一样。

“景区丰富了夜间消费业态，新增
了一批咖啡店、日落餐吧等优质商
家。”三亚鹿回头风景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进入冬日旅游旺季，景区日均接
待游客量超9000人次，其中夜间游客
量占比约50%。

元旦假期叠加冬季旅游旺季，海
南免税店纷纷推出各种各样的新年
促销活动，购物游客络绎不绝，海南
离岛免税消费市场活力满满。据海
口海关统计，元旦假期期间，海口海
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4.75 亿
元，免税购物人数6.57万人次，人均消
费7228元。

随着旅游与非遗文化、夜经济、免
税购物等丰富的元素不断融合，海南
旅游消费持续升温。据统计，2024年
元旦假期海南接待游客 171.71 万人
次，同比增长68.9%；旅游总收入24.06
亿元，同比增长60.1%。

（新华社海口1月3日电）

“旅游+”发力 冬日旅游升温
新华社记者 周慧敏 袁睿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
是服务人民群众的“神经末梢”“最
后一公里”。我国开展完整社区建
设以来，各地探索了哪些方法？建
设标准是什么？完整社区建设下一
步将如何推进？

聚焦“一老一小” 补齐社
区服务设施短板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追
求更高品质的生活，对社区建设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2020年以来，住
房城乡建设部大力推进完整社区
建设，提出了完整社区的6个目标，
包括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完善、便民
商业服务设施健全、市政配套基础
设施完备、公共活动空间充足、物
业管理全覆盖以及社区管理机制
健全。

完整社区怎么建？带着问题，
记者近日来到浙江杭州萧山区湘湖
社区。在小芽儿农场，记者看到湘
湖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带领
下烧火蒸红薯、为蔬菜浇水、拔萝卜
叶喂小兔子吃，孩子们兴奋的小脸
涨得红扑扑的。

通过改造原闲置空间，社区打
造了 2000 平方米的社区幼儿户外
实践基地，并在去年下半年进行升
级改造。湘湖幼儿园园长徐炜说：

“孩子们特别需要这样的与自然联
结的空间，可以通过种植、科学探
索、生活和游戏的方式培养动手能
力。”

在幼儿园对面，是一个由原社
区办公楼改造而成的童乐中心，60
多岁的吴海江正在二层的百姓健身

房等他的孙子。“小孙子每天都要来
童乐中心玩儿一会儿，我等他时就
在这健健身。”吴海江口中的童乐中
心配置托育区、娱乐区等，解决了托
育设施不足、婴幼儿早教服务缺失
的问题。

聚焦居民生活需求，完整社区
建设缺什么补什么。老人和儿童在
社区生活的时间最长，且步行能力
有限，是社区需要优先满足、充分保
障的人群。

在杭州，有数百个小区像湘湖
社区这样进行了完整社区改造，完
善了“一老一小”等服务设施，通过
挖掘、盘活利用存量空间来增建或
扩建托育中心、老年活动中心，设立
智慧医疗服务站，设立“长者食堂”。

住房城乡建设部于2023年7月
会同国家发改委等6部门印发关于
印发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名单的通
知，确定了 106 个试点。据了解，
2024年我国将继续建设一批完整社
区，重点补齐“一老一小”等设施短
板，加强无障碍的环境建设和适老
化的改造，打造一批儿童友好的空
间建设样板。

有效协调科学规划 提升
便民惠民服务水平

完整社区建设需要多方统筹、
科学规划，将服务和资源延伸到居
民家门口，推动单一社区向完整社
区转变。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湿地公园
社区在建设完整社区的过程中，因
地制宜将公园与社区打通，盘活利
用周边已有的15公里健康步道、图

书馆、美术馆、红色驿站等公用设
施，一体化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上海市徐汇区徐家汇街道乐山
社区结合城市体检，形成试点方案，
充分发挥社区规划师团队专业作
用，针对街道景观提升制订街道设
计通则、“一幢一图”街面建筑导则
等，明确片区整体提升技术指引和
施工蓝图。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
的星民社区、七甲闸社区和水电社
区是相邻的三个社区，总居住人口
超过 20000 人，曾经面临环境秩序
混乱、缺乏公共配套等问题。

如何打破原有社区格局，建设
完整社区？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
党工委书记周翔介绍，当地街道将
三个社区合并为现在的缤纷社区，
在保留原有社区建制的情况下，通
过建立联合党委的方式，开展集中
协调。

增补公共服务、加装电梯、开展
社区微空间改造……各地在完整社
区建设中，不仅提供更多设施和服
务保障，也结合城市更新、老旧小区
改造等工作，使得社区环境大为改
观。据了解，全国试点社区共计划
新建（改造）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老
年服务站、社区食堂、托儿所、社区
卫生服务站、社区公园等设施1000
余个。2023年全国完整社区建设试
点已完成投资近40亿元，其中引入
社会资本13.02亿元。

提升“造血”能力 探索可
持续运营

完整社区不是简单的服务设施

完善，更需考虑可持续性问题。专家
认为，一些便民利民设施不能为建而
建，不能成为面子工程或应付差事工
程。这些设施有建设改造成本和运
营成本，在政府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闲置或歇业都会造成资源浪费。

一些城市在完整社区建设中积极
探索可持续运营机制、多元化投入机
制。在上海静安区临汾路街道的
380 弄社区，记者看到“临居里”便民
服务车正在向居民免费发放“反诈”
鸡蛋。

便民车工作人员介绍，社区投资
一辆便民车需要约5万元。便民车一
头收集居民修伞、磨刀、衣物缝补清
洗等“针头线脑”需求，一头链接 20
家企业为居民提供服务。同时，会卖
一些产品，做一些品牌宣传，实现长
期运营。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公园社区积
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运营，
采取“政府+企业+国资公司”模式，
引入社会资本投资主要用于建设社
区光伏节能设施，运营社区托育中
心、养老食堂、日间照料中心、社区超
市、便民服务网点等经营性公共服务
场所。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
凯说，人民群众对更舒适的居住条
件、更优美的生活环境、更优质的公
共服务、更完善的社会保障等充满期
待。各地需不断因地制宜探索完整
社区建设方法、创新建设模式、完善
建设标准，以点带面提升完整社区覆
盖率，增进民生福祉，切实提高人民
生活品质。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补短板疏痛点 完整社区怎么建？
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寒冬的清晨，机械的嗡鸣声划破
了大兴安岭山林间的寂静，林业工人
一天的冬季营林作业开始了。油锯
手扛着油锯、踏着厚厚的积雪，走在
队伍的最前边，他们要负责伐倒林间
的枯死木。在他们身后几十米，割灌
机手操作机械，修剪着大树周围的灌
木、杂树。走在队伍最后的，则是负
责捡枝丫的工人们。

每到冬季，这相似的一幕便发生
在大兴安岭莽莽林海的许多角落。
在人迹罕至的深山作业点，成千上万
的林业工人要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完
成冬季森林抚育工作，通过对病腐
木、杂树等进行砍伐、修剪，改善林木
的生长环境，促进林木的培育。

在黑龙江省漠河市漠河林场工作
了30年的贾玉国，已经记不清自己参
加了多少次冬季营林作业。“每年落雪
后就开始准备进林子，根据作业量决
定在山上的时间，赶上任务多的时候，
待上六七十天也没准儿。”贾玉国说，
在山上住的是自己搭建的帐篷营地，
喝的是河里凿出的冰烧成的水，木头
架起的大通铺就是工人的“床”。

由于作业点分布在山林深处，工
人们天刚蒙蒙亮时就要离开营地进
山，一天要在户外工作七八个小时。

“及膝深的雪大家都司空见惯了，每
天扛着十几公斤重的机械在雪里穿
行、作业，就算是零下40摄氏度，身上
也像蒸桑拿一样地出汗，一天下来棉
袄从里到外都是湿透的。”贾玉国说。

“帽子一摘，头上像小烟囱一样
呼呼冒气儿。”参加冬季营林工作七
八年的漠河林场工人刘辉补充道。
刘辉是营林作业组中的一名割灌机
手，这份工作不仅艰苦，还具有一定
的危险性。每次作业前，刘辉都要仔

细检查割灌机前的锯片是否松动，作业
时也要戴好安全帽。尽管如此，一些小
磕小碰仍难以避免。“一不小心被四处
飞溅的小树枝、木屑打到，就像是鞭子
抽在身上一样疼，一个冬天下来，每个
割灌机手的腿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
的。”刘辉说。

曾经，大兴安岭地区的林业工人们冬
季一进林子，便基本与外界处于“失联”状
态。近年来，随着当地交通、通信等条件
改善，冬季营林作业也有了许多变化。在
工作间隙，贾玉国和几名营林作业队员向
记者说起了感受最深的几点：

“以前交通不发达，物资送得不及
时，大家在山上吃的都是耐储存的冻
货，像是冻白菜、冻豆腐，一把韭菜都是

‘奢侈品’。现在条件好了，想吃新鲜的
绿叶菜，打个电话林场就能送过来，鸡
蛋、鱼都断不了。”

“我们现在帐篷里的取暖设备叫
‘地火龙’，就是锅炉的烟道从铺下边穿
过，一烧锅炉，铺就是暖的。烧火做饭
的时候，还有工人热得穿背心儿呢，放
在以前可不敢想。”

“2023年山里的通信信号进一步
增强了，有信号的地方更多了，基本每
天都能给家里人打个电话。我们进山
作业，心里就惦记着父母妻儿，每天听
听他们的声音，就觉得挺踏实。”

……
站在大兴安岭的山林间，举目所

见，便是无尽的雪和树。抬手摸了摸身
旁的一棵白桦，贾玉国说：“干了这么多
年，感觉营林、护林也不仅仅是一份工
作了。能把这片林子守护好，看着这里
的树越长越粗、生态越来越好，也有一
种乐趣在里边，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记者金地、徐凯鑫、王鹤、石枫）

（新华社哈尔滨1月4日电）

饮冰卧雪数十天

他们严寒中护育兴安林海
新华社记者

记者 1 月 4 日从教
育部获悉，寒假是机构
开展集中住宿艺考培
训期，教育部办公厅日
前发布关于做好 2024
年寒假期间校外培训
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重点关注机
构开展集中住宿培训
的情况，落实好机构消
防、安保、场地和条件
配备等要求，及时掌握
辖区内学生参训情况，
确保培训安全。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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