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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 月 10 日电 （记者

丁怡婷）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国 家 能

源局近日印发《关于完善能源绿色

低 碳 转 型 体 制 机 制 和 政 策 措 施 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从 完 善 国 家 能 源 战 略 和 规 划 实 施

的 协 同 推 进 机 制 、完 善 引 导 绿 色

能 源 消 费 的 制 度 和 政 策 体 系 、建

立 绿 色 低 碳 为 导 向 的 能 源 开 发 利

用 新 机 制 等 方 面 提 出 了 多 项

举措。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围绕

能 源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制 定 了 一 系 列

政策措施，推动清洁能源开发利用

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现有的体制机

制、政策体系、治理方式等仍然面

临一些困难和挑战，难以适应新形

势 下 推 进 能 源 绿 色 低 碳 转 型 的

需要。

《意见》提出，推动构建以清洁

低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供应体系。

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加

快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发电基地建

设，对区域内现有煤电机组进行升

级改造，探索建立送受两端协同为

新能源电力输送提供调节的机制，

支持新能源电力能建尽建、能并尽

并、能发尽发。

根据《意见》，新增可再生能源

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

制。统筹考虑各地区可再生能源资

源状况、开发利用条件和经济发展

水平等，将全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

用中长期总量及最低比重目标科学

分解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实施，

完 善 可 再 生 能 源 电 力 消 纳 保 障

机制。

建立清洁低碳能源开发利用的

国土空间管理机制。调整优化可再生能源开发用地用海要

求，制定利用沙漠、戈壁、荒漠土地建设可再生能源发电工程

的土地支持政策。严格依法规范能源开发涉地（涉海）税费征

收。符合条件的海上风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可按规定申请减

免海域使用金。

《意见》提出，创新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机制。在农

村地区优先支持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以及沼气发电等生物质

能发电接入电网，电网企业等应当优先收购其发电量；中央财

政资金进一步向农村能源建设倾斜，利用现有资金渠道支持

农村能源供应基础设施建设、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建筑节

能等。

根据《意见》，到 2030 年，基本建立完整的能源绿色低碳

发展基本制度和政策体系，形成非化石能源既基本满足能源

需求增量又规模化替代化石能源存量、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得

到全面增强的能源生产消费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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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 月 10 日电 （记者曲哲涵）财政部日前公布

2021 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2021 年 1 至 12
月，全国合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74898 亿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304700 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

批准的限额之内。

2021 年 12 月，全国发行新增债券 1136 亿元，其中一般债

券 125 亿元、专项债券 1011 亿元。全国发行再融资债券 2043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242 亿元、专项债券 1801 亿元。2021 年 1
至 12 月，全国合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74898 亿元，其中一般债

券 25669 亿元、专项债券 49229 亿元。2021 年 1 至 12 月，地方

政府债券平均发行利率 3.36%，其中一般债券 3.26%，专项债

券 3.41%。

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财政部门近年来出台一系列监

管制度，地方政府债务处置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总的看，我

国财政运行平稳健康，财政可持续性增强。 2022 年将持续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对化债不实、新增隐性债

务 的 要 严 肃 问 责 ，完 善 防 范 化 解 隐 性 债 务 风 险 长 效 机 制 。

同时将加强部门协同监管，强化预算约束和政府投资项目

管理。要按照既定部署，抓好低风险地区全域无隐性债务

试点。

去年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74898亿元
平均发行利率 3.36%

本报北京 2月 10日电 （记者王昊男）北京、天津、河北三

地科技主管部门 9 日共同举办“关于共同推进京津冀基础研

究合作协议（第三期）”视频签约活动，三地科技创新合作深度

和广度进一步拓展。

在新一轮合作期内，京津冀三地将继续深入落实京津

冀协同发展战略，推进第三期基础研究合作开展。一是继

续深化协同，围绕重点领域和任务，采用统一组织、统一申

请、统一评审、统一立项、统一管理的模式，深入推进京津冀

基础研究合作专项工作；二是继续组织京津冀青年科学家

论坛，搭建沟通合作平台，促进三地优秀青年科学家开展学

术交流与合作；三是继续推动基础数据、专家、政策信息等

科技资源共享，鼓励三地团队搭建互联互通平台，建立基础

研究合作长效机制。

据了解，2014 年以来，京津冀三地科技管理部门已先后

签署两期基础研究合作协议，三地累计投入约 5000 万元，围

绕“南水北调环境影响”“京津冀一体化交通”“智能制造”“精

准医疗”等领域资助项目 100 余项，部分项目成果已实现应

用。其中，“南水北调工程调水对华北白洋淀区面源污染输出

强度与水环境响应机理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在雄安新区的

生态规划、环境保护、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等方面发挥了作

用；“京津冀地面沉降区轨道交通服役状态致灾机理及对策研

究”项目的研究成果，已应用于大张高铁、雅万高铁等工程沿

线地面沉降预测、评估及工程设计，以及京津城际铁路沿线典

型沉降段整治工程中。

第三期京津冀基础研究合作协议签约
鼓励三地团队搭建互联互通平台

（上接第一版）松下集团全球副总裁本间哲

朗表示，目前，松下在中国拥有近 9000 名

研发人员，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更多依托

中国团队开发。

多措并举——

经济发展基础牢

从 2021 年 9 月立项核准正式批复，到

11 月正式开工建设，“在当地政府的助力

下，项目正分标段分步骤有序进行。”上海

乐高乐园度假区总经理陈洁说，上海辐射

长三角，是魅力四射的国际型城市，“对乐

高乐园未来的发展，我们充满信心。”

2021 年，上海实际使用外资 225.5 亿

美元，同比增长 11.5%，再创历史新高；新

增 跨 国 公 司 地 区 总 部 60 家 ，累 计 达 831
家 ，新 增 外 资 研 发 中 心 25 家 ，累 计 达

506 家。

利用外资稳中向好彰显我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成效。2021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 8.1%，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

体中名列前茅；经济总量达 114.4 万亿元，

占全球经济比重预计超 18%；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突破 1.2 万美元。综合国力、社会生

产力、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高质量发

展基础更牢、条件更优、动力更足，为外资

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了稳定社会环境。

商务部近期问卷调查显示，3000 多家重点

外资企业中，94.9%的企业对未来经营前景

总体持乐观态度。

利用外资稳中向好折射我国高水平对

外开放成效。 2021 年，自贸试验区、自由

贸易港、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示范地区等

开放平台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举措持续出

台，成为吸引外资的高地。商务部外国投

资管理司司长陈春江介绍，2021 年，21 个

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增长 19%，海南自贸

港引资实现翻番，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示

范地区服务业引资占全国的 33.4%，充分

显示了高水平开放平台对外资的强大吸

引力。

坚定信心——

稳住外资基本盘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

影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

定性显著上升。联合国最新发布的报告显

示，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巨大压力。联合国

贸发会议预计，2022 年全球跨国投资难以

再 实 现 快 速 增 长 。 此 外 ，在 2021 年 高 基

数、高增长的基础上，今年我国利用外资工

作面临较大挑战。

“尽管面临挑战，我国有经济发展和疫

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的良好基础，有产

业配套齐全、基础设施完善、人力资源丰富

等有利条件，有超大规模市场对外资的强大

吸引力，外商在华投资总体预期良好。”陈春

江表示，各大外国商会报告显示，中国仍是

跨国公司主要投资目的地之一。中国德国

商会发布的 2021—2022 年度商业信心调查

报告显示，在华德企对中国市场增长充满信

心，71%的企业计划继续增加在华投资。

德勤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坚定不

移扩大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跨国企

业扎根中国提供了广阔平台。在外资准入

上，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

理模式，且负面清单不断缩减；在产业开放

层面，中国从初期的加工贸易、重工业开放，

拓展到金融、医疗、电信等服务领域开放；在

营商环境上，持续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更加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更为重要的

是，中国市场的活跃度和稳定性在世界遥遥

领先，德勤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坚持稳中求进，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在扩大高水平

对外开放上持续发力。落实好 2021 年版

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确

保汽车制造等领域开放举措落地见效，吸

引更多跨国公司投资。实施好外商投资法

及其实施条例，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

营造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让中国始终成

为外商投资的热土。

近日，重庆十八梯传统风貌区高高挂起各式各样的民俗文化灯饰，五光十色，流光溢彩，吸引

众多市民游客前往打卡。 刘新吾 张坤琨摄影报道

（上接第一版）

科技同兴、产业同链激发高质量发展

新动能。黄冈与武汉合作共建光谷黄冈科

技产业园，携手武汉大学等高校推进科技

创新；黄石以融入光谷科创大走廊为突破

口，建成全国领先的 PCB（印制电路板）产

业集聚区；总部位于武汉的长飞光纤光缆

股份有限公司在潜江建立光纤预制棒生产

与研发基地……

同城化发展，改善和便利居民生活是最

终落脚点。去年以来，武汉城市圈 9 市加快

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实现 319 项政务服

务事项“跨市通办”，医疗、交通、旅游等服务

“一卡通用”。梁雨秋到湖北省中医院葛店

院区看病，使用武汉社保卡就可直接结算门

诊费用。而她的同事也能使用鄂州社保卡，

在武汉乘坐地铁、公交、轮渡，刷卡借书，和

武汉本地市民享受同样待遇。近年来，医

疗、教育等群众关切的民生事项正在城市圈

内实现共享。武汉城市圈同城化发展办公

室的统计数据显示，上线半年来，“跨市通

办”政务服务事项累计办件量近 20万件。

虎年新春，行走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山

川叠翠，碧水穿行其间。游憩区内，红灯笼

高高挂起，游人结伴而行。森林深处，管护

员翻山越岭，守护山林。炊烟升起，农家小

院欢声笑语，一家人正算着丰收账……

2021 年，武夷山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作

为我国唯一一个既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又

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

山国家公园坚持生态保护第一，探索科技管

护，发展生态旅游，建设生态茶园，实现生态

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

科技赋能，守护美丽风景

春节假期，福建省福州市的周文婷一家

来到武夷山游玩。

“嘀”的一声，检票入园。同一时间，国

家公园智慧管理中心内，周文婷一家的入园

数据出现在蓝色大屏上。

工作人员袁福良介绍，这块大屏是武夷

山国家公园的“智慧大脑”，也是国家公园高

效运营和生态管护的“秘诀”。除了游客信

息分析，屏幕还实时显示园区水质、空气质

量、监控画面等信息。

红灯笼在道路两旁高高挂起。放眼望

去，星星点点的红色，与山峰的苍翠相映成

趣，游人行走其间，自成画卷。领着家人一

路登山看水，周文婷连连赞叹：“处处都是好

风景。”

九曲溪上，乘一张竹筏，两岸层峦叠嶂，

青翠欲滴。五曲桥下，一群乌黑的鱼游过，

周文婷驻足，有些好奇。一旁的动物爱好者

马上认出：“这是光倒刺鲃，野生资源很稀

少，武夷山这里却很常见。”

天游峰顶，拍下张张合影。照片里，家

人笑得灿烂。身后，云海逐渐褪去，武夷全

景尽收眼底。

袁福良操作的后端系统上，也见证了这

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画面。如今在武夷

山 国 家 公 园 ，已 有 记 录 的 高 等 植 物 269 科

2799 种，堪称“天然植物园”；野生动物 7407
种，被中外生物学家誉为“鸟的天堂”“蛇的

王国”“昆虫的世界”。

“如今运用无人机、红外相机等智能化

技术手段，智慧管理系统实现了对武夷山国

家公园‘天空地’全方位、全天候监测，提升

了生态保护能力。”袁福良指向屏幕右侧，一

块专门的区域汇总了各执法大队的实时巡

护情况，巡护人员数量、人员定位、巡山轨迹

等信息清晰在列。

正说着，屏幕上在线巡护的数据跳动了

起来——又有一名管护员进山了。

生态巡护，筑牢一线屏障

进山的是翁建魁，武夷山国家公园执法

支队星村大队桐木中队的一名管护员。

2016 年，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一套统

一高效的管理运行体制随之建立：成立由省

政府垂直管理的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并

建立“管理局—管理站”两级管理机构。管

理站下，相应成立多个执法大队，每个执法

大队配多名管护人员。

溪流淙淙，鸟鸣啾啾。生态核心区与游

憩区的热闹形成鲜明对比：平时没有外人进

入，陪伴管护员的只有这片大山。

将摩托车停在山脚，打开手机上的巡护

助手软件，翁建魁徒步进山。与此同时，武

夷山国家公园智慧管理中心的系统，也实时

接收到了翁建魁的巡护信号。通过巡护助

手，翁建魁不仅能够将巡护现场照片和录像

传送给中心，遇到紧急情况，还能够第一时

间 与 后 台 连 线 ，巡 护 安 全 性 和 效 率 大 大

提升。

雨润山林，山间还弥漫着雾气，山路不

太清晰，却难不倒翁建魁。一路上，哪块石

头 好 走 ，哪 里 可 能 碰 见 猴 子 ，他 都 烂 熟 于

心。管护工作是保护国家公园生态最直接、

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主要工作内容就是打击

生态破坏，开展生态保护教育和森林防火。

路过一棵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树，翁建魁

停下来拍照记录，“这是钟萼木，钟萼木原先

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如今数量多了，保护

等级已经降为二级了。”介绍这些的时候，翁

建魁一改起初的腼腆，神情颇有些自豪。

得益于一线生态管护，武夷山国家公园

森林覆盖率长期稳定在 96.72%，地表水、大

气各项指标均达国家一级标准，负氧离子浓

度常年处于“非常清新”水平，2021 年，国家

公园还新发现武夷林蛙、武夷山对叶兰等 8
个物种。

翁建魁当管护员已有 7 年，7 年里，他感

到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工作量。国家公园试

点之初，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的任务很繁重，

村民不理解是常有的事。如今，随着生态发

展带来红利，保护的理念越发深入人心，毁

林种茶的情况几乎没有了，不少村民还主动

加入到巡山护林的行列中。

在山里走累了，翁建魁掏出了家人准备

的年糕，啃两口。“林有多深，情就有多深。”

翁建魁说，守护这片山林，受益的是这片山，

是山里的群众，也是家人和自己，“护林让我

觉得很光荣。”

绿色产业，带来幸福生活

太阳西斜，武夷山市星村镇桐木村的一

户农家小院里，飘出阵阵饭菜香。

村 民 李 万 松 家 ，崭 新 的 红 灯 笼 挂 在 门

前。熏鱼、油圆、年糕……饭菜冒着腾腾的

热 气 被 端 上 桌 。 祖 孙 三 代 围 坐 ，吃 着 团

圆饭。

武夷山是红茶和乌龙茶的发源地，茶产

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地处国家公园

生态保护区腹地，桐木村盛产红茶。

武 夷 山 国 家 公 园 试 点 启 动 后 ，确 定 了

“保护第一、全民共享、世代传承”的理念，禁

止毁林种茶，并开展生态修复。起初，桐木

村一些村民不理解，开垦茶山、毁林种茶的

情况仍有发生。

如何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让这里的茶

产业可持续发展，造福当地百姓？近几年，

武夷山国家公园在依托执法支队开展宣传

教育、打击违规种茶的同时，积极探索“茶—

林”“茶—草”模式的生态茶园建设，引导茶

农转变产业发展方式。

每年春季，桐木村的茶山都热闹非凡。

外地的客人慕名而来，实地观看春茶长势。

领着客人到自己的茶山走一圈，李万松介

绍：自己的茶树不用除草剂、不施肥！“头回

客就成了回头客。这几年，虽然茶叶产量没

有增加。但在生态种植的方式下，茶叶品质

更好，单价也上去了，村里纯天然野茶一斤

卖到千元以上。”李万松说。

平日里，茶农们爱切磋制茶。年前，大

家一交流，发现不少价格卖得高的茶青，周

围都种了落叶树。李万松所在的三港村民

小组也盘算着弄几百株落叶树苗。李万松

打算加入一起种树，提升茶叶口感。

正 吃 着 饭 ，李 万 松 手 机 响 了 。 放 下 电

话，他带来了好消息：“北京的老顾客，这次

要 200 斤！”农家小院里，笑声朗朗。

上图：武夷山国家公园，管护人员翻越

溪涧巡护山林。 本报记者 王崟欣摄

坚持生态保护第一，武夷山国家公园—

青山绿更多 茶乡春意浓
本报记者 王崟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