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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17日电 （记者王浩）记者从中国长江三峡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双塔一机”光热储能电站主体工程进入

调试阶段，力争今年底投产发电。预计投产发电后，光热储能

电站将作为基础调节电源，与周边光伏和风电形成总装机规

模 70 万千瓦的多能互补清洁能源基地，年发电量将达到 18 亿

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约 153 万吨，将为我国建设“风光热储

一体化”项目积累经验。

据悉，该项目所在的甘肃省瓜州县位于河西走廊西部，

全年日照时数在 3200 小时以上，年平均日照百分率达 73%，

风 能 、太 阳 能 资 源 丰 富 。 三 峡 集 团 立 足 资 源 禀 赋 ，建 设 由

20 万千瓦光伏发电、40 万千瓦风电、10 万千瓦光热发电构成

的“光热储能+”项目。项目设置两个相邻吸热塔，共用一台

汽轮发电机，主要利用场区内的上万块定日镜跟踪太阳转

动轨迹，将太阳光反射至吸热塔顶端的吸热器，吸热器内的

熔盐将聚焦的太阳光热能吸收并储存，通过熔盐中的热能

将水转化为蒸汽，利用水蒸气带动汽轮机发电，发电不受光

照强度变化的影响，可以持续稳定生产电能，能够参与电网

一次和二次调频。“光热储能+”项目配置了 6 小时熔盐储热

系统，可将配套建设的风电、光伏电站的波动性出力转化为

能够调节的电源出力，提升组合电源电力品质，促使整体发

电出力平稳可控。

“双塔一机”光热储能电站进入调试阶段
力争今年底投产发电

本报哈尔滨 7月 17日电 （记者郭晓龙）17 日，黑龙江省

林业碳汇交易启动仪式在哈尔滨市举行，标志着黑龙江省林

业碳汇交易体系建成。

在签约环节，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与第九届亚洲冬季

运动会执行委员会签署《第九届亚冬会碳中和合作协议》，与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签署《林业碳汇领域合作备忘录》。黑龙江

省林业技术服务中心（林业碳汇服务中心）与深圳排放权交易

所、黑龙江自然和生态资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签署《林业碳汇

开发及转换储存协作框架协议》。

活动现场还签署了首批“龙江绿碳”交易协议。其中，

牡丹江市林草局与哈尔滨银行，黑龙江森工碳资产公司与

光 大 银 行 黑 龙 江 分 行 、工 商 银 行 哈 尔 滨 分 行 ，黑 河 市 林 草

局 与 中 国 移 动 黑 龙 江 公 司 、黑 龙 江 省 大 正 投 资 集 团 、黑 龙

江 良 大 投 资 集 团 签 署 了 龙 江 绿 碳 转 让 协 议 ，签 约 总 额 达

428.5 万元。

据了解，哈尔滨银行、中国移动黑龙江公司、黑龙江省大

正投资集团、黑龙江良大投资集团、龙江森工集团、伊春森工

集团等企业会将此次持有的首批龙江绿碳无偿捐赠给第九届

亚冬会组委会，助力碳中和。

黑龙江省建成林业碳汇交易体系

“修剪树木，要留好主干，留足枝干……”在江苏省宿迁市

泗阳县的淮沭河大堤上，王集镇刘湾村村级林长、护林员祁琦

正在教身旁的村民修剪去年春天种下的树苗。

作为我国首批平原绿化先进县、全国绿化模范县，泗阳建

立了以县委书记、县长为“双总林长”的县乡村三级林长制，

258 名林长在增绿、养绿、护绿中发挥积极作用。

近年来，泗阳县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森林覆

盖面积达 55.6 万亩，林木覆盖率达 32.41%。

丰富的林业资源为发展林下经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泗阳县杨树林地面积大，密度合理，光能利用率高，有利

于发展天南星、旱半夏等中草药种植。林下种植蒲公英，可实

现一次种植、多年收割。此外，杨树幼中龄林分，适宜种植小

麦、油菜、雪菜、黄豆、花生等作物。而在杨树近成熟林分内开

展林下畜禽养殖业，也效果显著。

“我们的鸡蛋原生态、品质好，已经在不少大城市打开了

市场。”说起自家的产品，泗阳县绿苑珍珠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的尤文兵非常得意。在林地养殖的珍珠鸡，鸡蛋成为天然的

绿色产品，曾获原国家农业部质检中心颁发的绿色“无公害”

产品证书，还参加了世博会展销。

林下鸡鸭跑，林中百鸟鸣。2023 年底，泗阳林下种养面

积接近 16 万亩。

为守护好每一片绿荫，泗阳三级林长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和

信息化手段，筑牢一道道安全屏障。林业部门通过人工诱捕

器、智能诱捕器、智能测报灯等多种工具和物联网、大数据分析

等技术，为防治病虫害提供支撑。

护林护出了好生态，也吸引了苍鹭、野兔等不少野生动

物。每到春夏，林海中，野兔奔跑，鸟雀争鸣，苍鹭飞翔，徜徉

在这绿色的海洋里，“人在画中游”的感受油然而生。

江苏泗阳发挥三级林长制作用

开展国土绿化 发展林下经济
姚雪青 张耀西

■绿水青山守护者R

护好高原青青草，
是过去、现在和未来都
很重要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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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夏季

草原，青草生长正盛。

清晨，玛曲县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秘书长

交巴东知正带着几名志愿者走进一片小腿

高的草地。两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黑土

滩，他们在这儿播下草籽。现在，交巴东知

来回翻动几片草叶，仔细检查了鲜草的生长

状况，他高兴地说：“长势很不错！”

玛曲地处青藏高原东端，位于甘、青、川

三省交界处。得益于密布的溪流，这里不仅

有星罗棋布的沼泽，也有宽广辽阔的湿地草

原，草原占全县面积近九成。

交巴东知今年 32 岁，也在草原上生活

了 32 年 。 2013 年 ，他 上 大 学 时 担 任 志 愿

者，为科研团队做翻译，在和科研人员的交

流中了解到黑土滩、水源地保护等生态课

题。那时起，修复黑土滩的想法就一直揣

在了他心里。

黑土滩是高寒植被退化后形成的，在草

甸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斑秃化。它们大小

不一，星星点点地分布在草场中，由于草地

植被和土壤受到破坏，原来位于草皮下的黑

褐色土壤腐殖层露出。如果放任不管，黑土

滩的面积就会扩大，不仅影响水土保持，还

会对当地气候造成潜在威胁。

“黑土滩较为松软，在上面行走，有时候

鞋子会陷进去。”交巴东知说。2019 年，他

发起成立玛曲县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开始和

当地牧民一起修复黑土滩。

黑土滩修复并不复杂，但需要细致和耐

心。交巴东知在湿地草原间忙碌，他轻轻拨

开草皮，抓一把草籽在手里捻几下，仔细挑

出合适的播种，撒上黑土、生态肥……

“土壤微生物补充及草皮修复是一个过

程，要让草长得更顺利，最重要的就是不让

牛羊啃食。”交巴东知说。5 年来，他和 50 多

名志愿者奔走在一片片草场间。牧民们不

仅能在播种时看到志愿者们，在后期管护

中，志愿者们的身影也从未缺席。

“ 后 续 管 护 更 是 考 验 。”交 巴 东 知 解

释 ，披 碱 草 、早 熟 禾 等 在 青 藏 高 原 上 种 植

较 多 ，草 籽 播 下 后 ，往 往 一 两 个 月 就 能 长

出 鲜 草 。 但 鲜 草 太 过 娇 嫩 ，牛 羊 如 果 啃

食 ，很 容 易 连 根 吃 完 。 为 此 ，草 籽 播 下

前 ，交 巴 东 知 会 先 和 牧 民 们 沟 通 ，一 块 扎

好 栅 栏 ，保 护 刚 长 出 的 鲜 草 ；草 籽 播 下

后 ，他 每 个 月 都 要 返 回 点 位 ，测 量 草 地 生

物量等指标。

每年春季播下草籽，到 11 月份左右，当

年新草大多已长到 1 米多高，这也就意味着

这片黑土滩基本修复成功，草不仅顺利长

高，还能供牛羊食用。

让交巴东知感到庆幸的是，一个人的想

法逐渐变成一群人的努力，5 年时间里，交

巴东知和志同道合的志愿者们修复了几万

块黑土滩，最小的有 1 平方米左右，最大的

接近 10 平方米。今年 5 月，玛曲县草原黑土

滩治理项目入选生态环境部 2023 年绿色低

碳典型案例。

为掌握草原养护技巧、提升修复效率，

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交巴东知多次前往青

海和甘肃多地学习，接受林草部门的培训。

为了治理草原沙化，他动员牧民一起跟着兰

州大学师生学习在沙丘上种草的方法。交

巴东知还联系到北京大学设立在玛曲尼玛

镇、阿万仓镇的生态调研联系点，和志愿者

们陪同师生们入户走访、研究草原，还布设

红外相机观察当地自然环境变化。“高原生

态更好了，我们在山上还拍到过雪豹哩！”交

巴东知很是自豪。

截至目前，协会成员累计参与环保活动

上万次，这份坚持也感染了更多人。300 多

名省内外志愿者先后来到玛曲，和交巴东知

一起在草原上捡垃圾，在黄河边做水质监

测，对侵蚀沟进行填埋修复……

一 年 多 前 ，在 政 府 相 关 部 门 的 支 持

下，交巴东知和同伴们建立了玛曲首曲青

年 人 才 培 育 基 地 ，基 地 内 有 会 议 室 、资 料

室 、休 息 室 等 ，为 环 保 科 普 宣 讲 提 供 了 场

地 ，也 为 来 自 各 地 的 志 愿 者 、科 研 人 员 提

供落脚点。

湛蓝天空下，交巴东知记下最近的工作

任务。“护好高原青青草，是过去、现在和未

来都很重要的事情，当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

这项志愿活动中，我们的草原也会变得更加

美丽。”他说。

图为交巴东知在黑土滩上播撒草籽。

贡布东主摄（人民视觉）

甘肃玛曲县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秘书长交巴东知—

护好高原青青草
本报记者 宋朝军

本报西安 7月 17日电 （记者张丹华）记者从陕西汉中朱

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国家级朱鹮保护研究中心

“朱鹮国家保护研究中心”获批。该研究中心由国家林草局和

陕西省合作共建，依托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

致力于全面提升朱鹮保护研究水平，重点开展科研、救护、繁

育、放归、宣传等工作。研究中心选址在朱鹮再发现地陕西省

汉中市的汉江之滨，计划今年 9 月开工建设。

由 于 环 境 变 化 等 原 因 ，朱 鹮 在 上 世 纪 一 度 销 声 匿 迹 。

1981 年，我国专家在陕西洋县重新发现 7 只野生朱鹮。经过

40 余年不断保护，朱鹮数量已从被发现时的 7 只发展到全球

突 破 万 只 大 关 ，其 中 ，陕 西 境 内 朱 鹮 数 量 达 到 7700 余 只 。

野生种群栖息地面积已由被发现时的不足 5 平方公里扩大

到 1.6 万平方公里。

朱鹮国家保护研究中心获批
计划今年9月开工建设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
关关注生态保护补偿注生态保护补偿①①

R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生

态保护补偿制度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真正让保护者、贡献者得到实惠。目

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覆盖范围最广、

受益人口最多、投入力度最大的生态保

护补偿机制。今年 6 月 1 日，我国首个针

对生态保护补偿的基础性、综合性行政

法规《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正式施行。

本版今起推出“关注生态保护补偿”

系列报道，了解国家公园、林区、沿海地

区的生态保护补偿实践，探索各地如何

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拓展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路径、调动各方参与生态保护

的积极性。

河流弯弯，出自雨林。自海南省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昂日岭发源，藤桥河蜿蜒百里，

途 经 三 亚 市 海 棠 区 赤 田 水 库 ，在 藤 桥 港 入

海。作为三亚饮用水主要水源地，赤田水库

89%的水资源量来自保亭。

过去，保亭治水压力大，三亚用水需求

大，上下游矛盾突出。2019 年起，三亚、保亭

开展赤田水库流域综合治理，探索“成本共

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跨区域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赤田水库流域水质不断好转。

算好治理账
一泓清水 两地共治

早 上 起 来 ，三 亚 海 棠 区 后 海 村 村 民 张

强 拧 开 水 龙 头 洗 漱 ，自 来 水 哗 啦 啦 流 出 。

椰林不远处，河畔鹭鸟翔集，保亭三道镇居

民王敏正参与“六水共治”志愿服务。赤田

水库流域综合治理后，一水相连，上下游共

同受益。

赤 田 水 库 有 多 重 要 ？ 对 三 亚 而 言 ，其

日供水量约占三亚市城市饮用水总供水量

的 50%以上；对保亭而言，其集雨面积大部

分在保亭境内，流域涉及 86 个自然村、13 万

亩 种 植 地 。 赤 田 水 库 的 水 质 优 劣 ，关 乎 上

游保亭涉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区域的环

境 安 全 ，也 与 下 游 三 亚 居 民 的 饮 用 水 安 全

息息相关。

赤田水库谁来治理？三亚仅具备极少部

分流域管辖权。保亭县有 227.75 平方公里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范围内，经济相对

薄弱，却承担了赤田水库大部分环境治理职

责。长期以来，两地一直在探索建立合作共

治机制的可能性。

一 笔 治 理 账 ，算 了 好 几 年 。 2019 年 至

2021 年 ，三 亚 与 保 亭 连 续 3 年 签 订 补 偿 协

议：以“季度核算、年终结算”的方式，如果

赤 田 水 库 交 界 断 面 季 度 水 质 监 测 值 均 达

标，三亚将给予保亭补偿资金。

2021 年 8 月，两地又达成一份协议：明确

2022 至 2024 年作为第一个考核期，省级财

政、三亚、保亭分别出资 3.3 亿元、1.8 亿元、

0.9 亿元，形成赤田水库流域生态保护奖补

6 亿元“资金池”。考核水质、水量、行动 3 个

维度，以生态好不好为标准，对三亚和保亭进

行资金分配。

一 泓 清 水 ，两 地 共 治 。 如 今 ，两 地 建

立 起 治 理 联 动 机 制 。 去 年 8 月 ，三 亚 还 启

动 了 藤 桥 河 流 域 保 护 性 开 发“ 生 态 环 境 导

向 的 开 发 模 式 +全 域 土 地 综 合 整 治 ”试 点

项 目 ，将 流 域 治 理 与 全 域 土 地 综 合 整 治 相

结合。

近年来，赤田水库取水口断面水质类别

由地表水Ⅲ类提升至Ⅱ类。“通过这几年大

力整治，赤田水库流域整体生态环境得到较

大改善。”赤田水库供水灌溉工程管理处水

政监察队副队长黄伟说。

作为海南岛主要江河发源地和上游汇水

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全省主要的饮

用水源地提供了保障。以赤田水库跨区域生

态补偿机制为典型，海南正在全省范围探索

实行“上游护水，下游补偿”的流域横向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目前已在昌化江、万泉河、陵

水河等流域开展实践，覆盖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涉及的 9 个市县。

算好补偿账
生态搬迁 效益直补

“从山里搬出来后，衣食住行样样都方便

了！”保亭县什玲镇水贤村村民黄金草说。

两年前，响应国家公园相关生态搬迁政

策，水贤村、什东村 357 名村民搬出大山，住

进新村敞亮的安置房。

如 今 ，崭 新 的 水 泥 路 宽 敞 又 平 整 。 道

路 两 侧 是 一 排 排 小 洋 楼 ，邻 近 的 商 铺 热 热

闹 闹 ，不 远 处 是 人 头 攒 动 的 农 贸 市 场 ，路

旁 还 设 立 了 新 能 源 充 电 桩 。 生 态 搬 迁 完

成 后 ，祖 祖 辈 辈 靠 山 吃 山 的 村 民 ，生 活 如

何保障？

“政府为每户搬迁户分配一间商铺，为每

个人分配 5 亩生产用地。而且还有持续 5 年、

每年每亩 500 元的生产补贴。”什东村村民梁

弟说。

“政府实行森林生态效益直接补偿，通过

直补方式，对重要生态区位周边村庄村民给

予适当补偿，增加村民收入。”保亭县委相关

负责人说。

同时，海南还坚持推行森林生态效益补

偿和天然林保护补助，进行纵向生态保护补

偿 。 如 今 ，在 海 南 热 带 雨 林 国 家 公 园 范 围

内 ，两 种 生 态 补 偿 形 式 已 经 做 到 全 覆 盖 ：

2023 年，中央财政资金和省财政资金实际下

达国家公园管理局 7 个分局公益林和天然林

资源保护工程财政专项资金 22374 万元。

“通过探索森林生态效益直接补偿等方

式，国家公园生态搬迁工作正不断完善，让搬

迁户‘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海南省林业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算好管护账
居民共管 青山共护

天刚蒙蒙亮，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

理局五指山分局水满管理站护林员王大德就

开始了一天的巡护。

一双胶鞋、一把清障刀、一瓶水，是他的

巡山标配。林间时有鸟鸣，远山薄雾缥缈，王

大德和队友穿梭在密林中，“雨林巡护”APP
记录着他们的巡山轨迹。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总面积 4000 余

平方公里，护林员们用脚步一遍遍丈量。

“走完一趟，是 10 多公里。很多护林队

员来自周边村落，守护雨林就是守护自己的

家。”王大德告诉记者，目前，在水满管理站，

像他这样的护林员有 40 多名，每名护林员负

责超过 3000 亩的管护范围，每个月至少巡护

22 天。

水 满 管 理 站 站 长 王 道 真 说 ：“ 如 今 ，村

民 的 生 态 保 护 意 识 越 来 越 强 ，越 来 越 多 人

加 入 了 护 林 队 伍 。”除 了 专 业 护 林 员 ，目 前

五指山市还吸纳了大量本地居民加入生态

护林员队伍，兼职巡护村庄周遭山林，领取

相应补贴。

“通过签订合作保护协议、设立生态公

益岗位等多种方式，吸引当地居民共同管理

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

五指山分局局长钟仕进说，“五指山市目前

有 11 名市级林长、529 名乡村级林长以及近

千名以脱贫户为主的生态护林员。”

居民共管、青山共护。截至 2023 年 8 月，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 7 个分局共聘

请 2300 余名管护人员参与公益林、天然林管

护工作，其中聘用当地居民 1300 余人。

如今，海南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多样性、

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园区生态环境持

续向好。近年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

物种不断被发现，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恢复

至 7 群 42 只，新发现尖峰水玉杯、海南小姬蛙

等物种 50 余种，圆鼻巨蜥等珍稀濒危野生动

物也重现雨林。

下图：赤田水库。

三亚市水务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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