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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评R

“今年年会是博鳌近零碳示范区启动运

行后的第一届年会，经初步核算，本届年会实

现了碳中和办会的目标。”3 月 29 日，在博鳌

亚洲论坛 2024 年年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博

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宣布，本届年会实

现碳中和办会。

2022 年以来，住房城乡建设部与海南省

共同建设“博鳌近零碳示范区”。两年多来，

双方结合当地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对既有

整体区域进行近零碳改造，目前已完成 8 大类

18 个项目，示范区改造项目全面完成。

何谓“近零碳”？“就是能实现区域内年温

室气体净总量持续降低并逐步趋近于零。”海

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刘联伟解释。

日前，博鳌近零碳示范区创建成果，获得

了国内首个由德国能源署颁发的“零碳运营

区域认证”，被纳入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更新

典型案例和国家能源局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典

型案例，已实现近零碳运行。

博鳌近零碳示范区如何管理运行？在常

年 高 温 的 海 南 ，怎 样 做 到 既 舒 适 又 节 能 减

排？记者进行了探访。

阳光海风送“绿电”

在 博 鳌 亚 洲 论 坛 国 际 会 议 中 心 喷 泉 广

场，两排绿色“花朵风机”迎风绽放。“它是目

前世界上启动速度最低的风机，1.2 米每秒的

风速即可启动，能实现 24 小时持续发电。”刘

联伟说，在博鳌，风、光、热等资源是近零碳示

范区创建的最大优势。

岛上最大的单体建筑——博鳌亚洲论坛

新闻中心外，几名媒体工作人员正体验单车

骑行装置为手机充电。装置正前方，一片深

蓝色的光伏地砖引人注目，它和新闻中心

屋顶 629 块光伏板一同“捕捉”阳光，屋后

则立着一块用来存储绿电的“大电池”。

这块“电池”大有来头。刘联伟

介绍，示范区建设时，面向全球征集

技术方案，国内一所高校团队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全钒液流技术脱颖而出。

“该技术可做到长时储、多充放，其充放次

数较传统锂电池提升近 4 倍。”屋顶光伏、立

面光伏、光伏地砖、花朵风机……通过改造，

新闻中心建成高水平的“光储直柔”配电系

统，年发电量约 52 万千瓦时，比起 50 万千瓦

时的年耗电量，还略有盈余。

换上“绿衣”的不只新闻中心。从高空俯

瞰，从屋面到车棚，随处可见光伏太阳能发电

板打造出的多重绿色低碳场景：光储充电站

的液冷技术最快让车辆 10 分钟内充满电、论

坛年会所有场馆实现 100%绿电供应、中餐厨

房实现全电化……

“博鳌近零碳示范区提供了一个可靠的

环保范本。”土耳其新闻工作者穆扎菲·古萨

尔几乎走遍了博鳌近零碳示范区的所有场

馆。当了解到这里的用电均来自阳光、海风，

他竖起大拇指，由衷赞叹。

“目前，示范区实现全绿电供应，全年可

生产绿电约 3200 万千瓦时，既能满足示范区

每年约 1700 万千瓦时的用电需求，还能将剩

余接近一半的电量上网，预计每年可储备约

7720 吨负碳。”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海南

分院院长胡耀文说。

做好降碳“加减法”

想要降碳，除了在绿色能源供应上做“加

法”，还要在节能减排上做“减法”。博鳌东屿

岛高温、高湿、高盐，示范区开建之前，东屿岛

上建筑已建成 20 多年，设备设施陈旧，必须进

行绿色化改造。

怎么改？“因地制宜，不搞大拆大建，还要

保证与原有建筑的风貌相协调，保持好区域

特色。”刘联伟说。

在博鳌亚洲论坛大酒店大堂，记者见到

了中远海运博鳌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樊冲。顺

着他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酒店大片的透明

幕墙搭配格栅，遮挡了高悬的太阳。“这片幕

墙会‘呼吸’。”他说。

原来，在改造前，酒店大堂南北侧均为封

闭的玻璃幕墙，常年通过制冷系统维持室内

温度，能耗不低。这次改造，设计方结合热带

气候特征，将整片幕墙分成了三段。

“上面是电动开启扇，在非供冷季节，根

据气象站数据电动开启，烟囱效应会带走室

内热空气；下面是手动开启门窗，在过渡季节

敞开，产生穿过大堂的对流风，降低供冷耗

能；中间部分则是固定幕墙，南侧日照时间

长，在内侧增加遮阳格栅，提升遮阳效果，减

少空调系统用能强度。”樊冲说，别看功能多

了，和改造前相比，幕墙外观几乎没变。

行走在东屿岛上，不少巧妙的降碳举措

让人眼前一亮。配套雨水调蓄设施，将排水

变为储水；岛上所修道路两侧留白用碎石填

补，固废利用；通过小型设备，实现每天 9 吨的

有机废物资源化利用。

源创股份总经理胡峻滔已经连续 8 年

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在他眼中，今年论坛

的绿色低碳措施明显变多了：“去年岛

上的新能源车只有小轿车，今年会场

的 大 巴 和 中 巴 车 也 都 换 成 了 新 能 源

车。会议用品中，可再生材料的比例连

年上升。”

“智慧大脑”巧管理

午后的海南，阳光热辣，室外温度近 30 摄

氏度。走进东屿岛上的每一栋建筑，凉意扑

面而来。这可不是简单的空调制冷，岛上有

着一套“高科技”——智慧能源管理及楼宇管

理集成系统（以下简称“集成系统”）。

“东屿岛位于万泉河入海口，受海

风影响，岛上空气潮湿。过去，岛上的酒

店房间不管有没有游客都会开启制冷系

统，降低室内温湿度，这样一来，无疑会增加

用电能耗。”中铁建设博鳌近零碳示范区建筑

绿色化改造项目电气工程师马怀旭说。

“去年 12 月，集成系统正式投用，全时段

连接着岛上所有制冷设备，并实时监测酒店、

客房、会议中心等重点场所的空气质量。”马

怀旭介绍，当空气质量及温湿度不达标时，集

成系统会连锁开启新风机组和空调制冷机组

等设备，实现节能降耗的同时，提升室内空气

质量和体感舒适度。

科学调节制冷靠的是集成系统。而支撑

集成系统的，则是指挥整个示范区能源运行

的“智慧大脑”。

走进博鳌近零碳示范区运行管理中心，一

块 46.8平方米的弧形大屏上数字跳动，它就是

全岛的“智慧大脑”，岛上分布各处的无线物联

网通信技术终端设备则是“毛细血管”。

“这些设备让‘智慧大脑’耳聪目明，可以

随时看到示范区内所有的能源消耗和碳排

放，既是一个管理平台，也是一个指挥中心，

更是一个控制平台。”马怀旭说，所有碳排放

的数据均可追溯、可管理，将为以后岛上设备

的持续优化、高效运营等提供数字化支撑。

与会嘉宾西门子能源全球总裁、首席执

行官克里斯蒂安·布鲁赫认为，博鳌近零碳示

范区项目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能够促进全

球其他国家的近零碳经济发展。

“通过博鳌近零碳示范区，我们希望探索

城市建成区绿色降碳改造问题的微观模型，

为 城 市 绿 色 降 碳 提 供 可 复 制 、可 推 广 的 经

验。”琼海市市长傅晟说。

图①：博鳌亚洲论坛会议中心及酒店改

造项目。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图②：博鳌近零碳示范区内的“花朵风机”。

新华社记者 曹梦瑶摄

图③：博鳌东屿岛零碳休息区。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摄

图④：博鳌近零碳示范区内的光伏地砖。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

全绿电供应全绿电供应、、建筑会建筑会““呼吸呼吸”、”、管理数字管理数字化化——

在博鳌在博鳌，，近距离体验近距离体验““近零碳近零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 鹏鹏 曹文轩曹文轩

屋顶的“光伏帽子”、迎风旋转的“花朵

风机”、挂“绿牌”的大小车辆……4天的博鳌

亚洲论坛年会里，行走东屿岛，随处可见“博

鳌绿”与“近零碳”碰撞出的“火花”。作为近

零碳示范区这一城市绿色降碳样板中的“微

观模型”，实现碳中和办会的博鳌亚洲论坛

年会让参会的嘉宾记者感受到了浓浓的“科

技范儿”，让“近零碳”有了更加直观的图景。

实现“双碳”目标，博鳌给出了“加减乘

除”的解题思路。

用资源做“加法”，依靠自然资源禀赋，有

日光、有海风，就能完成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

会的“绿电”供应，让绿色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用节能做“减法”，论坛广场铺设透水砖，论坛

酒店大堂建设会“呼吸”的幕墙，实现资源循

环利用、减少能源浪费；用科技做“乘法”，全

钒液流长时储能电池，集成管理的“智慧大

脑”，为高效利用能源和精细化管控提供可

能；用环保做“除法”，不做大拆大建，以废弃

混凝土块作为景观铺装原材料，用立体绿植

实现遮阳，将减碳理念贯穿始终。

用好资源禀赋，做好“加减乘除”，博鳌

为在城市发展中实现绿色降碳提供了经验，

为实现“双碳”目标作出了有益探索。

“加减乘除” 绿色降碳
臧春蕾

本报北京 4月 1日电 （记者潘俊强）日前，记者从北京

市人大常委会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执法检查启动会上获悉：

去年，北京通信管理相关部门累计拦截涉诈短信 7000 万

条，封堵关停涉诈域名超 300 万个，日均向公安机关推送涉

诈线索 3400 条，发送反诈公益提醒短信超 8 亿条。北京市

公安部门数据显示，2023 年通过预警劝阻工作避免群众经

济损失 73 亿余元。

据介绍，北京通信管理部门坚持源头治理，严格电话卡

等重点业务实名登记管理，加大未成年人办卡审核力度。

建立涉诈风险防范体系，督促指导各企业对存量高风险业

务开展涉诈风险安全评估。持续推进“断卡”“打猫”等专项

行动，去年累计清理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 400 万张，对 2.18
万人列入信用惩戒，协助公安缴获设备 121 台、打击犯罪窝

点 45 个、抓获犯罪分子 84 名。

北京深入推进反诈工作

去年避免群众损失 73亿余元

本报呼和浩特 4月 1日电 （记者张枨）4 月 1 日，记者

从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局获悉：春季是草原牧草返青期，为依

法保护草原，自 4 月份起，内蒙古全区所有 9.7 亿亩草原都

将进行休养生息，其中 3.8 亿亩禁牧区草原实行全年禁牧，

5.9 亿 亩 草 畜 平 衡 区 草 原 执 行 不 少 于 45 天 的 春 季 休 牧

制度。

据悉，春季休牧可以有效减少牲畜对牧草啃食、踩踏，

有利于牧草充分返青及后续生长，提高牧草产量，对草原起

到保护作用。

近年来，内蒙古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科

学划定禁牧区和草畜平衡区。特别是锡林郭勒盟，从 2018
年开始，在内蒙古率先实施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政策，为牧

民发放补贴，支持他们对自家牲畜进行圈养，让草原休养

生息。

内蒙古全区 9.7亿亩草原将实行休牧

本报拉萨 4月 1日电 （记者袁泉）记者从西藏自治区

交通运输厅获悉：2024 年，西藏全区计划实施公路交通项

目 417 个。根据复工计划，截至 3 月中旬，共有 110 个项目

开 复 工 ，二 季 度 续 建 项 目 将 全 面 复 工 ，工 程 建 设 开 局

良好。

据介绍，西藏今年将加快重点公路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G4218 拉萨至日喀则机场段等在建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加

快推进 G109 格尔木至那曲段提质改造工程等新建项目前

期工作。加快农村公路项目建设，推进实施 281 个行政村

通畅项目，力争新增 175 个行政村通硬化路。推动 G318 线

提 质 改 造 根 要 至 瓦 达（冷 曲 河）段 等 重 大 项 目 年 内 尽 早

实施。

西藏计划今年实施公路交通项目 417个

本版责编：纪雅林 臧春蕾 邓剑洋

版式设计：蔡华伟

核心阅读

新能源车驶上东屿岛，花园
皆由建筑废弃物建造，参会嘉宾
免费品尝着零碳咖啡……“绿
色”细节随处可见，刚刚结束的
博鳌亚洲论坛 2024年年会，作
为近零碳示范区启动运行后的
第一届年会，让更多参会者对

“近零碳”有了切身体验。

■探访R

（上接第一版）

江西省丰城市淘沙镇丰洲种植专业合作社

育秧中心里，负责人莫海平细心查看给农户代育

秧苗的生长情况。“政策给力，托管业务越来越红

火。”莫海平说，近两年当地加大对集中育秧设

施、烘干中心等农业设施建设扶持力度，今年该

合作社育秧社会化服务面积达 5000 亩。

春耕备耕，各地农业农村部门加强政策支持

和指导服务，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

化、集约化、组织化、专业化优势。浙江省宁波

市对种植 50 亩以上稻麦或 20 亩以上油菜的规模

生产主体，给予每亩 400 元左右补贴。山东省阳

谷县支持 99 个种植规模在 100 亩以上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购置自走式镇压机，实施“一喷三防”

社会化服务 28 万亩次，推动春管关键技术落地

落实。

经营方式调整，生产优化升级。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城西镇高庄村，一条

条尺许宽的田埂被推平，小麦田成方连片。“土地

流转后进行了统一整理，有效解决了耕地碎片化

问题。现在大型旋耕机、收割机都能开进大田，

机械化作业效率显著提升。”城西镇农业农村和

社会事业局副局长仲崇玉说。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

积单产提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立足春耕生

产实际需求，各地因地制宜加快培育粮油类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智慧

农业，应用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和北

斗导航、作业质量监测等智能终端，引导粮油类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粮食+”复合种植、循环

种养等耕作制度。

强保障
多层次服务带动，促进小农户

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点要以解决好地怎么

种为导向，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加快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把小农户服务好、带

动好”。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小农户

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 98%以上，户均经营规模约

7.8 亩，“大国小农”仍是我国基本农情。

春耕一线，聚焦农业生产关键薄弱环节和小

农户生产实际，各地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服

务领域，让农民种粮更省心省力。

——支持保护体系持续完善。

四川省仁寿县方家镇水池村，小麦病虫害防

治正值关键节点。“农业保险为咱减轻了后顾之

忧。”跟土地打了 8 年交道，种粮户范琨越来越有

底气，“今年我给两季粮食都买了完全成本保险，

政府补贴 75%，一亩小麦只要自缴 4.76 元，保额

700 元。”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价格+补贴+保险”的一

揽子支持政策，确保农民种粮有钱挣、能得利。

适当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继续实施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和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三大主粮完全成

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实施范围实现全国

覆盖……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出台落地，不断调

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社会化服务提质扩面。

“老张，秧苗和测土配方肥，还得你帮俺张

罗。”河南省淮滨县台头乡何庄村种粮户谢实营，

一大早就来到淮滨锦绣江淮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签订机插秧水稻秧苗订单协议。公司负责人张

锋说：“我们的服务不断向产前、产后延伸，今年

服务面积近 30 万亩，算下来农户每亩农资投入

能节省 16%左右。”

春耕大忙，多元化的社会化服务为粮食生产

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主

体服务面积超过 19.7 亿亩次，其中服务粮食作物

面积 14.7 亿亩次、占比 75%，覆盖小农户 9100 多

万户。

——新技术直通小农户。

“有县农技推广中心专家现场支招，从选种、

用肥到病虫害防治都明明白白，今年种的 4 亩小

麦长势好于去年。”四川省旺苍县龙凤镇龙凤村

种粮户方成联说。

“课堂上讲的米豆间作模式、全生育期科学

管理技术，对玉米大豆增产太有用了。”备耕闲

暇，在吉林省四平市农教中心，一场高素质农民

后续跟踪培训让四平市家家乐农机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周金玲收获颇丰。

提升种粮主体的科学素养，关乎粮食生产的

成色。信息技术广泛运用，有效打通春耕农技服

务“最后一公里”。年初以来，中国农技推广信息

服务平台累计在线解答春耕备耕生产问题 4.6 万

个。针对不同区域的技术需求，平台分区域、分

时间、分行业为农民推送个性化技术指导和服

务，助力春管春耕有序推进。

增效益
粮食生产效益和竞争力持续提升，

确保种粮农民持续获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协同推进农产品初加工

和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要探索

建立更加有效、更加长效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

乡亲们持续获益”。

行走春耕一线，记者发现各地正加快延伸粮

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从田间到工厂、再到餐

桌，越来越多“大粮仓”变身“大厨房”，粮食产业

链条韧性不断增强。

瞄准市场需求，调整种植结构。

“品种跟着市场走。”四川省中江县东北镇喜

胜村种粮户陈波说，种了 45 亩订单小麦，都是抗

锈病能力强、丰产性好的品种。“按照绿色种植规

范种植的二级及以上小麦，公司以每吨高于市场

价 100 元的价格收购，收入有保证。”

种植结构跟着市场调，有力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短生育期油菜，适宜制作面包、糕点

等的加工型优质强筋、弱筋小麦，绿色优质糯稻

……伴随春耕有序推进，一系列适应加工、消费

需求的新品种落地田间，既有助于提升粮食产量

和品质，也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选择。

产业融合赋能，打造现代化大产业。

江苏省溧阳市南渡镇庆丰村田里，麦浪随风

起伏，油菜花成片盛开，不远处矗立着一座新落

成 的 稻 香 文 化 馆 。“ 粮 食 产 业 发 展 空 间 潜 力 很

大。”岁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林松介绍，

公司稻米加工设备、成品冷库建设已完成，目前

正加快完善文化馆内部科普陈设，在油菜盛花期

和水稻育秧旺季，将开展休闲旅游、农业研学项

目，预计可带动村集体增收 200 万元。

春耕一线，各地区各部门加紧夯实粮食产业

基础，培育全产业链条。亿万农民在希望的田野

上辛勤耕耘，扎实推进春季农业生产，让农业根

基更稳，让饭碗端得更牢。

本报北京 4月 1日电 （记者张璁）日前发布的司法部

2023 年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显示，2023 年，各级行政复

议机构始终以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为落脚点，全国新收行政

复议案件 31.5 万件，同比增长 17.1%；依法办结行政复议案

件 29.3 万件，同比增长 14.45%，其中司法部办结国务院行

政复议案件 4644 件。

报告显示，司法部持续提升行政复议质效，指导各级行

政复议机构依法办理涉及民生领域行政复议案件 6.38 万

件，涉企行政复议案件 3 万余件。2023 年，全国各级行政复

议机构通过调解、和解方式结案 3.7 万件，一大批行政争议

得到实质性化解。加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配合，形

成深化诉源治理工作合力。加快行政复议信息化建设，全

国行政复议“一张网”基本形成。

在加大依法行政监督力度方面，各级行政复议机构全

年作出撤销、变更、确认违法和责令履行决定等纠错决定

2.73 万件，纠错率达 12.83%。全国共制发行政复议意见书、

建议书 3800 余份，实现“办理一案、规范一片”，从源头上有

效促进依法行政。

司法部发布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

去年依法办结行政复议案件 29.3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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