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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吉林省延边州生态环境局延吉市分局组织开展相关行动，排查整治生态环境领
域各类安全隐患，筑牢城市生态防线。 韩玉龙摄

厦门开展低碳试点示范创建
共计完成 42个低碳示范创建项目，试点进展评估结果为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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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建厦门软件园一期低碳工
业园区通过验收，达到三星级低碳工业
园区标准。通过布局低碳基础设施，软
件园一期每年可实现节约能源 1200 吨
标 准 煤 以 上 ，减 少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超
3100 吨。

这 是 厦 门 市 开 展 低 碳 试 点 示 范
创建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厦门市
低 碳 及 近 零 碳 示 范 区 系 列 项 目 共 计
完 成 42 个 低 碳 示 范 创 建 项 目（包 含
提星改造项目），其中，低碳社区创建
项目 20 个，低碳工业园区创建项目 9
个 ，低 碳 景 区 创 建 项 目 1 个 ，近 零 碳
景 区 创 建 项 目 12 个 ，零 碳 景 区 创 建
项目 1 个。

作为国家低碳城市试点之一，厦门
市的工作获得认可。今年 7 月，生态环
境部公布低碳城市试点进展评估结果，
厦门获评优良；8 月，生态环境部公布

“2022 年 绿 色 低 碳 典 型 案 例 入 选 名
单”，其中，厦门象屿零碳综合保税区上
榜园区类名单。

先行先试 探索建设低
碳标准体系

厦门低碳试点建设为何能取得不
俗的成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建
设低碳试点示范标准体系，建立低碳
评价技术规范体系，对各示范区从能
源 、环 保 、资 源 、建 设 、管 理 等 方 面 设
置 低 碳 建 设 指 标 体 系 起 到 重 要 引 导
作用。

2021 年 8 月 25 日，厦门市生态环
境局编制并由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
办公室发布《厦门市低碳工业园区验收
技术规范（试行）》《厦门市低碳社区验
收技术规范（试行）》《厦门市低碳景区
验收技术规范（试行）》和《厦门市近零

碳排放示范工程之近零碳景区验收技
术规范（试行）》。这些技术规范的出
台，填补了全市乃至全省低碳示范建设
评价体系的空白。

2022 年，《厦门市零碳景区试点示
范工程验收技术规范（试行）》发布，对
低碳景区、近零碳景区验收技术规范进
一步补充，全市景区的低碳创建体系更
加完整统一。“零碳排放景区更加注重
零碳排放，要求景区的碳补偿率必须大
于等于 100%，也就是要求零碳排放或
者负碳排放。在创建指标上也更加严
格，主要表现在景区的建筑建设上，要
求零碳排放景区增加绿色低碳建材占
比等。同时，还增加了零碳特色工程指
标作为加分项，鼓励创建过程中以指标
体系为导向，不断进行项目筛选、优化、
提升。”厦门市环境科学研究院高级工
程师黄厔说。

硕果累累 标准体系引
导低碳示范建设

仓库屋顶会发电、绿色装备不加
油、智慧赋能提质效……走进象屿零碳
综合保税区（以下简称象屿综保区），随
处可见绿色低碳发展的踪迹。

象屿综保区是厦门市低碳工业园
区建设的典范，是全国首个实现零碳排
放的综合保税区。

《厦门市低碳工业园区验收技术规
范（试行）》在园区低碳化建设原则方面
提出能源利用低碳化、资源利用低碳
化、产业结构低碳化、园区生态环境低
碳化、园区建设与管理低碳化。象屿综
保区正是按照这些建设原则开展低碳
工业园区建设的。

象屿综保区应用光伏储能技术，构
建绿色能源体系，目前，园区整体装机
容 量 已 达 6.7 兆 瓦 ，预 计 年 发 电 量 超
873 万千瓦时，可节约标准煤 2750 吨，
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约 8713 吨，全面实
现减碳降污的工作目标。通过光伏、
储能等技术应用，已建成光储充一体
化示范园区。同时，推行低碳运营模
式 ，打 造 绿 色 装 备 体 系 ，目 前已实现
园区内部碳排放与碳吸收平衡，成为生

产生活深度融合的新型零碳综合保税
园区。

象屿综保区在绿色运营的同时实
现高质量增长，2022 年园区实现贸易
总额 355亿元，同比增长近三成。

在低碳景区和低碳社区创建中，技
术规范标准体系也发挥了积极的引导
作用。去年，鼓浪屿近零碳排放景区创
建工作顺利通过验收，成为全国首个实
现 近 零 碳 排 放 景 区 的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地。数据显示，2022 年，鼓浪屿全岛绿
化率维持 60%以上，林业碳汇量达 500
余吨；全岛污水达标排放率、游客景区
低碳出行率、景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
三项指标均达到 100%，实现了近零碳
排放。

在做好传承与保护的同时，鼓浪屿
正探索出一条绿色低碳发展的新路径，
在全省率先实现低碳社区全覆盖。在
第三届中国生态文明奖表彰名单中，厦
门市思明区鼓浪屿街道办事处获评“中
国生态文明奖先进集体”。

在低碳评价技术规范标准体系的
引导下，2021 年，厦门市先后开展了后
溪工业组团、官任社区、市植物园等 20
个低碳园区、低碳社区、低碳景区试点
创建工作。在此基础上，2022 年进一
步梳理开展 25 个低碳试点示范工程创
建，新创鼓浪屿低碳岛等 10 个工程，提
星集美后溪工业组团等 14 个工程，实
施厦门马拉松等大型活动碳中和试点，
积极构建全方位、多层次低碳试点体
系。2023 年，持续深化低碳试点示范
创建工作，开展 ABB 工业中心等 24 个
低碳试点示范创建，深挖绿色低碳发展
潜力。

细化落地政策 不断完
善技术规范标准体系

低碳试点示范创建成绩可喜，但创
建过程也反映出一些问题。黄厔表示，
目前，多数企业对本身减污降碳关注度
不够，不懂得企业内部减污降碳怎么
实现。

考虑到有些企业缺乏减污降碳相
关技术能力，依据行业“减污降碳”共性

技术措施，厦门市生态环境局积极推行
“1 个加法，2 个减法”，即提高“碳生产
率”，减少污染物排放，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以推进企业“减污降碳、降本增效”，
构建低碳生产方式，探索并建立起一套
可推广、可复制、有创新性的减污降碳
长效机制。

同时，试点开展《厦门市橡胶工业
企业 CO2 自愿减排潜力分析项目》研
究，从能源利用、低碳技术、资源循环利
用、低碳管理、企业自主减排意愿、可调
用的减碳资金等方面调研厦门市橡胶
行业中的企业碳减排潜力，对个别橡胶
企业开展能效诊断、能效对标、减污降
碳综合诊断，充分挖掘企业减污降碳潜
力，为各企业实现节能 减 排 、降 本 增
效 、协 同 环 境 治 理 、构 建 低 碳 生 产 方
式 、提 高 碳 生 产 率 提 供 方 向 ，为 厦 门
市自身碳市场建设、产业园区分类开
展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试点建设、企业
减 污 降 碳 协 同 增 效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提
供 数 据 基 础 。 引 导 企 业 通 过 实 施 高
效的减污降碳技术改进，实现降本增
效的目的。

在探索中，厦门市低碳建设各项技
术规范逐步完善。今年 8 月 30 日，厦门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征求意见函，对

《低碳示范区评价技术规范 工业园区》
《低碳示范区评价技术规范 社区》《低
碳示范区评价技术规范 低碳景区》三
项地方标准公开征求意见。黄厔介绍，
这几项标准征求意见稿比之前更加严
谨规范，一致性和通用性更好，便于创
建单位使用。

“标准总结了此前技术规范试行期
间各试点单位的反馈意见，对原技术规
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完善和修订，使得
评分更加合理，突出低碳引领作用，指
导各个创建单位按照标准进行低碳建
设。”黄厔说。

不过，黄厔坦言，目前技术规范标
准体系在公共机关领 域 、港 口 码 头 低
碳创建、非制造业的工业园区等方面
仍然缺乏创建评价指标。下一步，厦
门市生态环境局将进一步完善本系列
标准，进一步增加非制造类园区的低碳
指标。

本报记者余桃晶武汉报道 记者近日从湖北省
生态环境厅新闻发布会获悉，湖北“无废城市”建设
取得阶段性成果，《湖北省“无废城市”建设三年行动
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明确的任务有 24 项，
截至目前，基本完成 5项，正在和持续推进 19项。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处长巫
勇介绍，“无废城市”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固体
废物污染防治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无废城市”并
不是指城市没有固体废物产生，也不是指城市的固
体废物能完全资源化利用，而是推进固体废物源头
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
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今年 5 月，湖北省生态环境厅等 17 个部门和单
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以武汉、黄石、襄阳和
宜昌“无废城市”建设为引领，推动重点城市、重点领
域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形成“示范引领、重点推进、
共同缔造”的建设格局。《行动方案》围绕固体废物污
染防治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工业固体废物、主
要农业废弃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危险废物这五
大类固体废物为重点，提出了“十四五”时期湖北省

“无废城市”八个主要建设任务。
湖 北 省 武 汉 、黄 石 、襄 阳 、宜 昌 等 4 个 城 市 在

2022 年入选国家“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名
单。一年来，在 4 个城市率先建设和引领下，全省在
推动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和绿色化、低
碳化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武汉市近五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均
达到 90%以上，尾矿实现零排放，钢渣、氧化铁皮、含
铁尘泥等冶金渣综合利用率提升至 100%，粉煤灰、
脱硫石膏综合利用率稳定在 100%。武汉市生活垃
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全市医疗废物处置能力扩
增至 110吨/日。

黄石围绕制约黄石市重点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的问题，创新性提出探索建立固废利用行业“厂内+
厂外”双循环、钢铁行业“自产自消”、铬盐生产行业

“干法解毒”等“无废模式”。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借
鉴的示范模式和创新做法初步形成，“无废城市”建
设示范引领作用逐步凸显。

襄阳编制《襄阳市“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襄阳市“无废城市细胞”创建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指
导性文件，拟实施重点工作任务 76 项、重点工程项
目 91个，计划总投资 108亿元。

宜昌因地制宜，通过积极推进待闸船舶污染物
“零排放”、打通小微企业危险废物监管“最后一公
里”、着力探索磷石膏综合治理“新路子”三项特色创
新工作推进无废城市建设。

此外，湖北省磷矿资源丰富，磷矿资源保有量、
年开采量、磷化工产业规模、磷肥产量均居全国第
一。巫勇介绍，“磷石膏污染全链条治理”作为湖北
省重点探索创新任务已取得成效，湖北磷石膏综合
利用走在全国前列。湖北先后印发了《湖北省磷石
膏污染防治条例》《湖北省磷石膏无害化处理技术规
程（试行）》《关于加强磷石膏库建设管理工作的实施
方案》《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磷石膏转移环境管理的通知》等法规、文件、规范。
建设了磷石膏信息管理平台，实现对磷石膏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等全
过程监管。积极推进磷石膏在建材、筑路等行业的推广应用及无害化处置，探索磷石
膏利用新技术和新方向，出台有关扶持政策，促进了磷石膏利用率快速提升。

下一步，湖北省将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和要求，扎实推进落实《行动方案》，
以健全完善制度、技术、市场、监管四大体系为支撑，以五大类固体废物为重点，
精准施策，系统推进，力求打造“示范引领、重点推进、共同缔造”的“无废城市”建
设格局。

本报见习记者陈克瑶昆明报道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云南省生态环境
厅生态环境保护对口合作交流会日前
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

会上，浙滇双方就生物多样性保
护、水环境保护治理、生态文明建设等
方面的经验做法进行了交流讨论，浙
江省生态环境厅、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签署了《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云南省生
态环境厅生态环境保护对口合作框架
协议》。

根 据 协 议 ，浙 滇 双 方 将 坚 持 以
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按照协
同联动、协力推动、合作创新的原则，
立足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共同
推进长江经济带美丽中国样板建设，
通 过 建 立 生 态 环 境 对 口 合 作 机 制 ，
推 动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水生态环境、大气环境及应对气
候 变 化 、生 态 环 境 监 测 和 信 息 化建
设、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环保产业、环

保能力建设、土壤环境管理、固废污染
防治等领域合作，着力解决污染防治
攻坚战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推动实现
两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
平保护。

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双方将开
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交流合作，重点
推动省级生态保护补偿、生态资源交
易平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

“两山”基地建设等方面的经验交流和
实践合作。

在大气环境及应对气候变化领
域，双方将围绕“双碳”试点示范、近零
碳排放区试点、碳排放权交易、气候投
融资和碳金融、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森
林碳汇价值实现、大气污染防治精细
化管理、源解析、增强适应气候能力等
方面开展交流合作。

为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双方还
建立了定期会商、交流推进、资源共享
等合作机制。

浙滇签署生态环保合作框架协议
共同推进长江经济带美丽中国样板建设

本报记者高岗栓太原报道 太
榆退水渠污染治理省市联动攻坚推
进会近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召开。山
西省委常委、省副总河长、潇河（含
太榆退水渠）省级河长、太原市委书
记韦韬出席会议并讲话。

韦韬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系
统施策，合力维护区域水生态环境
安全，以太榆退水渠水质稳定达标
助力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

韦韬指出，“一泓清水入黄河”
是习近平总书记寄予山西的殷切期
盼，也是省委、省政府的郑重承诺。
沿线各地各部门要站在拥护“两个
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进
一步增强担当意识，把治理太榆退
水渠作为一项打基础、利长远的工
作，作为开展主题教育的一项民生
实事，坚持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标
本兼治、治管并重，切实推动区域水

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在全省“一泓清
水入黄河”行动中当表率、作示范。

韦韬强调，太榆退水渠污染治
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牢固树立
系统思维，增强大局观念，使非常之
力、下恒久之功。要紧盯“一个目
标”。用好工程治理和监督管理两
种手段，以汛期水污染防控为关键，
以工业、农业等污染治理为重点，加
快推进重点工程建设，持续强化监
督管理，以实打实的举措稳步推进
水质改善。要强化“三地协同”。太
原、晋中、综改示范区要持续加强区
域与区域、行业与行业、部门与部门
之间的协调联动，做到信息共享、问
题共商、难题共答。要实现“四水同
治”。从流域系统性和生态整体性
出发，坚持“上下游、干支流、左右
岸、水陆域”一体谋划，在水污染防
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水灾
害防治上下更大功夫，开展全方位、
全地域、全过程综合治理。

太原市委书记韦韬强调

助力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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