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北京 7月 15日电 （记者董丝雨）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近日联合印发《“三北”工程林

草标准支撑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提出，根据三北地区自然特征和工程建设需

求，积极开展林草标准支撑行动。要加快研制“三北”工程

建设急需的林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强化标准

实施应用，积极推进标准示范，加强林草标准宣贯，深化国

际交流合作。

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7 年底，形成科学实用、结构完

备、有机协调的标准应用体系，标准实施应用与政策制定、

工程建设、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标准化示范效应日益凸显，

标准化宣传活动广泛普及，标准国际化成效明显提升，将

“三北”工程打造成标准与建设任务深度融合一体化发展

的高质量标准化工程。

《“三北”工程林草标准支撑行动计划》印发
提出到 2027年底，形成科学实用、

结构完备、有机协调的标准应用体系

本报北京 7 月 15 日电 （记者李红梅）记者从中国气

象 局 获 悉 ：7 月 15 日 起 ，中 国 气 象 局 新 一 代 天 气 雷 达 业

务 软 件 在 北 京 海 陀 山 、河 北 邯 郸 等 123 个 雷 达 站 开 展 为

期 3 个月的业务试运行。新一代天气雷达业务软件的业

务试运行将提升气象雷达定量估测降水产品以及冰雹等

强对流自动报警产品的准确率和识别率，助力筑牢气象

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新一代天气雷达业务软件是中国气象局雷达工程项

目针对新一代天气雷达台站业务应用开发的软件。今年

6 月，新一代天气雷达业务软件通过专家测试，各项功能

均已满足要求。

相比原软件，新一代天气雷达业务软件主要升级了

三大部分，包括软件功能、国产操作系统支持、强对流天

气 监 测 和 报 警 能 力 。 尤 其 是 在 强 对 流 天 气 监 测 和 报 警

能 力 方 面 ，优 化 了 台 站 端 基 数 据 质 量 控 制 和 产 品 算 法 ，

并在雷达定量估测降水产品以及冰雹、龙卷、雷暴大风、

短时强降水等四种强对流自动报警产品方面有所改进，

提升了准确率和识别率。

中国气象局

新一代天气雷达业务软件试运行
助力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本报贵阳 7月 15日电 （记者程焕）贵州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贵州省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加快

发展林业适度规模经营等 9 项任务，稳步深

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依法保护农民和林业

经营者的集体林权益，加快推进森林资源节

约集约循环利用，持续提升森林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

《实施方案》明确，到 2025 年，基本形成

权属清晰、责权利统一、保护严格、流转有序、

监管有效的集体林权制度，全省森林覆盖率

总体保持稳定，森林蓄积量达到 7 亿立方米

左右，森林可持续经营水平稳步提高。在此

基础上，通过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发展林业

适度规模经营，推动森林经营更加科学高效、

支持保护制度更加完善、林权价值增值途径

更加多样，森林资源持续增长、森林质量持续

提高、林业发展条件持续改善、农民收入持续

增加。

《实 施 方 案》强 调 ，坚 持 集 体 林 地 所 有

权 不 变 ，保 持 集 体 林 地 承 包 关 系 稳 定 并 长

久不变，承包期届满时应坚持延包原则，不

得将承包林地打乱重分。保障进城落户农

民 合 法 林 地 权 益 ，鼓 励 依 法 自 愿 有 偿 转

让。引导农户通过出租、转包、入股、合作、

托 管 等 方 式 流 转 林 地 经 营 权 ，林 地 经 营 权

可以依法再流转或者依法向金融机构融资

担保。

贵州出台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持续提升森林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核心阅读

湖北武汉东湖绿道三期
近期正式对公众开放，全长
105 公里的东湖绿道至此形
成闭环，串起了城市的绿色
空间和人文景观。来东湖游
绿道，已经成为不少武汉市
民的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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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清晨，湖北武汉东湖绿道，梧桐树

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如往常一般，市民何

豆豆 6 点钟就来到“湖光序曲”景点旁的训练

营驿站处热身，为晨跑做准备。

武汉东湖绿道一期 2016 年底正式建成开

放，正是从那时开始，何豆豆渐渐习惯来这

里晨跑。这些年来，她眼看着越来越多武汉

市民来这里健身、休闲，五湖四海的游客特意

来“打卡”留念，作为武汉城市的“绿心”，东湖

绿道已经成为武汉的一张城市名片。

系统修复，主题绿道
一步一景

从驿站出发，何豆豆踏上一段 6 米宽的柏

油路。路旁，高大的树木郁郁葱葱，繁茂的枝

叶连接成片，犹如一个巨大的绿色弧顶，将绿

道笼罩起来，空气中也带着清新的凉意。完

成热身、调整呼吸，何豆豆轻点运动手表，开

始跑步。一路上，骑行的青年、漫步的老人、

拍照的游客散落在绿道各处，为如画风景增

添灵动的色彩。

“以前这条路上都是车，扬尘满天飞。”停

下来喝水的工夫，何豆豆打开了话匣子，“我

是‘老武汉’了，眼看着这条碎石和泥巴铺成

的路一点点变成今天的东湖绿道，人气也越

来越旺。”

2017 年，东湖绿道二期开工建设。据时

任东湖绿道建设指挥部指挥长、中建三局城

市投资运营公司南方分公司副总经理张安

政介绍，东湖绿道规划了湖城道、湖泽道、湖

町道、湖林道和森林道 5 条主题绿道，并在建

设过程中对东湖岸线进行了生态保护和系

统修复。

除湖城道外，其他 4 条主题绿道驳岸设计

均有不同。“湖泽道对不稳固的驳岸进行加

固；湖町道增加了杉木桩护岸；森林道采用叠

石驳岸和杉木桩驳岸，风格与森林公园保持

一致；湖林道以自然岸线为主，仅在新建路段

增加杉木桩防护。”张安政说，东湖绿道还专

门规划了 13 条生物通道，方便松鼠等野生动

物穿行。

东湖绿道开放后，全线禁行燃油燃气机

动车。“不仅环境更美了，在绿道上跑步、游玩

也更安全。”何豆豆说。

绿道绕东湖。向远处眺望，朱红色的游

船漂荡在水中，淡黄色的楚天台古楼点缀于

磨山里。一期和二期建成后，东湖绿道串联

起磨山、落雁岛、樱园、梅园等多个景点。细

细观看，绿道旁的树林间、灌木丛中，浅红色

与粉蓝色的绣球花、紫色的鼠尾草、红色的月

季 花 也 正 盛 开 ，把 东 湖 绿 道 装 点 得 五 彩 斑

斓。来东湖游绿道，已经成为不少武汉市民

的生活习惯。

水岸同治，水下森林
生机勃勃

跑到湖中道，何豆豆稍作休息，走到岸

边。一旁挺拔的杉树上，鸟儿鸣叫声传来，不

时有几只白鹭掠过水面。她指着眼前的水面

说，跑步时经常见到不同的水鸟。

顺着何豆豆手指的方向看去，灰色水鸟

时而钻进水中，时而抖动身体，在水面上荡起

层层波纹。水下，蒲扇形的金鱼藻、羽毛状的

狐尾藻、条状的苦草随着波纹轻轻摇摆，这就

是东湖绿道边的“水下森林”。

东湖的“水下森林”，何豆豆只在小时候

听长辈们提起过，此前并没有见过。“早些年，

不少生产生活污水排入东湖，导致水质浑浊，

到了夏天还有一股刺鼻的气味。”她说。

“水下森林”的回归，与东湖绿道的建设

息息相关。张安政介绍，东湖绿道的建设中

坚持“水岸同治”，通过截污、清淤、净水等方

式建设了 5 条线性海绵带，对 13 个湖边水塘

进行了深度整治。“2016 年，东湖主湖的水质

由劣Ⅴ类提升至Ⅲ类，是此前 40 年来最好水

平。”张安政说，此后，东湖的主湖水质基本能

稳定在Ⅳ类。

此后，为了让东湖重新回到“草型清水

态”，2019 年，武汉市全面启动了东湖水环境

提升工程，在东湖绿道边的湖中构建水下生

态系统，渐渐地，一片片“水下森林”在水中悄

然生长。“有了一泓清水，东湖绿道的空气变

得更清新，跑步也更舒适了。”何豆豆说。

水质好了之后，东湖绿道沿线又开放了游

船、帆船等特色水上游览体验项目。“水岸同游，

从每个角度看，都有不同的美景。”何豆豆深深

呼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又继续向前跑去。

服务精细，游憩设施
更加完善

行至湖山道，一个巨大的摩天轮映入眼

帘。“这是 2020 年开放的‘东湖之眼’，最高点

离地面 55 米，可以俯瞰整个东湖绿道。”何豆

豆补充，如今，东湖绿道沿线还有沙滩浴场、

欢乐谷、东湖海洋乐园等多个游玩型景点，丰

富游客体验。

跑了 10 多公里，何豆豆稍作休息，前往

免 费 饮 水 点 喝 水 。“ 东 湖 绿 道 的 游 线 长 ，听

涛、磨山、落雁、吹笛四大景区都有免费饮水

点，冷水热水皆有。”何豆豆说，随处可见的

公共服务设施，让老百姓在游览时多了实实

在在的幸福感，“沿线还有一键报警设备，健

身游玩过程中如遇突发情况，可以一键报警

寻求帮助。”

东湖绿道沿线还会举办各种文体活动。

“马拉松、音乐节、水上嘉年华，还有灯会、造

浪节……”何豆豆说，丰富的活动吸引了很多

市民游客。

在东湖绿道跑了 7 年多，每当到达“一棵

树”景点，何豆豆就要沿原路折返了，这里也

是东湖绿道三期与一期的连接处。不久前，

随着三期正式开放，东湖绿道形成 105 公里的

闭环，如武汉城市中心的一条“翡翠项链”，串

起了城市的绿色空间和人文景观。

据介绍，截至目前，东湖绿道累计接待游

人超 1 亿人次。

湖北武汉建成105公里闭环东湖绿道

跟着跑友看绿道
感受东湖生态美

本报记者 吴 君

本报北京 7月 15日电 （记者潘俊强）近

日，北京市会同天津市、河北省共同制定并

发 布 了《碳 普 惠 项 目 减 排 量 核 算 技 术 规 范

低碳出行》标准，该标准将于今年 10 月 1 日

起实施。

该标准界定了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中

低碳出行的术语与定义，规定了低碳出行碳普

惠项目的基本要求、温室气体种类、项目边界

和计入期、核算方法、数据监测与管理，适用于

京津冀行政区域范围内低碳出行碳普惠项目

的设计、建设和运行。

北京市于 2021年探索开展低碳出行碳普

惠项目，发布低碳出行碳减排方法学（试行），

鼓励平台企业根据方法学开发项目。相关项

目单位依据方法学申报实施了低碳出行碳普

惠项目，市民注册后，只需要在公交、地铁、自

行车、步行、合乘等绿色出行方式出行时，使

用相应的平台进行路径规划及导航，出行结

束后即可获得对应的碳能量，碳能量可兑换

多 样 化 奖 励 ，回 馈 实 践 绿 色 出 行 的 社 会 公

众。启动至今，绿色出行量累计已超 1 亿次。

2023 年，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将上述试行方法

学上升为本市地方标准。同时，按照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要求，天津、河北也同步发布了

《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 低碳出

行》。标准的实施为开展碳普惠提供了依据，

将进一步助力交通领域低碳化，调动更多社

会力量自愿参与碳减排活动。

京津冀共同发布技术规范

助力交通领域低碳化

约占地球表面积 71%的海洋，是生

命的摇篮、人类文明的源泉。海洋生态

环境关乎地球生态平衡和资源合理利

用，关乎人类文明永续发展。

国 务 院 新 闻 办 公 室 7 月 11 日 发 布

《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白皮书，全

面阐述了我国统筹推进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系统治理海洋生态环境、提升海洋绿

色低碳发展水平等方面的重要举措，向

世界展示了我国广泛开展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的实际行动，以及努力构建人海和

谐的海洋生态环境的积极姿态。

我 国 是 海 洋 大 国 ，海 岸 线 漫 长 ，管

辖海域广袤，海洋资源丰富，是全球海

洋 生 物 多 样 性 最 为 丰 富 的 国 家 之 一 。

海洋不仅是自然资源的宝库，还是高质

量发展的战略要地，保护好海洋生态环

境，对于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促进海洋

可持续发展、实现人海和谐共生具有重

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指引下，我国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

性工作。强化顶层设计，坚持规划引领，

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健全了一系列法律

法规和制度体系，搭建起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制度的“四梁八柱”。重拳出击、重

典治乱，系统治理海洋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重点海域，打好打赢渤海综合治理攻

坚战，全面开展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

战，协同治理陆源污染，精准防治海上污

染，倾力打造美丽海湾。

海水更清了、海滩更净了、海鸟更多

了、滨海湿地更美了……经过不懈努力，

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

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海洋生态环境质量

总体改善，局部海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显著提升，海洋资源

有序开发利用，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健全，人民群众

临海亲海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升。在守牢生态

安全边界的前提下，我国全面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推动

海洋经济绿色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海洋的多层次多

样化需求，通过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

的新动能和新优势。

这份白皮书展示的经验和探索，既是“中国的”，也是

“世界的”。我国探索形成了陆海统筹的内海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模式，其中“陆海统筹、减污扩容、区域协同”这“三

个关键”，成为全球内海生态环境治理新的方案；浙江省

“蓝色循环”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新模式在国际上得到充

分认可。与此同时，我国积极参与环境保护、资源养护等

国际规则制定，紧密对接联合国“海洋十年”等重大合作

倡议，广泛开展对外援助与培训，与多个国家联合开展海

洋污染防治科学研究，与世界一道共同维护海洋秩序、共

同促进海洋和平、共同发展海洋经济，为全球海洋环境治

理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作

为和担当。

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就是保护

人类自己。我国将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入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继续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环境，与国际社会一

道，共同开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同筑海洋

生态文明之基，同走海洋绿色发展之路，为子孙后代留下

碧海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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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

②②

③③

图①：武汉东湖绿道三期。

张天翊摄（人民视觉）

图②：武汉东湖绿道凌波门景区。

张 瑾摄（人民视觉）

图③：何豆豆在武汉东湖绿道上跑步。

本报记者 吴 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