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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 7月 31日电 （记者王丹）记者从江西省林业

局获悉：今年以来，江西大力推动油茶、竹产业、林下经济等

林业特色产业发展。上半年，全省林业总产值 2892.4 亿元，

同比增长 8.7%，木材产量达 148.9 万立方米，经济林产品产

量达 95.3 万吨。

推进油茶产业发展。当前，江西省油茶产业重点项目

建设顺利启动、精深加工取得突破。截至 6 月 30 日，全省完

成新造油茶林 97.31 万亩，改造 57.4 万亩，建设水肥一体化

设施 5.08 万亩，高产油茶林面积突破 800 万亩。

拓展竹产业发展空间。江西夯实竹产业发展科技根

基，带动竹产业综合产出稳中有升。截至 6 月 30 日，全省产

大径竹 9080 万根，产鲜竹笋 41.16 万吨，均较去年同期有所

增长。

积极发展林下经济。截至 6 月 30 日，江西全省新增林

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 209 万亩。各地广泛推行“企业+基

地+合作社+农户”“订单生产”等合作模式，联农带农稳步

推进。

大力发展油茶、竹产业等

江西推动林业特色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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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昆明 7月 31日电 （记者张驰）近日，云南出台《关

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结合滇中城市群建设、九大高原湖泊保护、滇西北生物多样

性保护等重点工作，提出科学划定管控单元，严守生态保护

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

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意见》要求深入

实 施 主 体 功 能 区 战 略 ，全 面 落 实《云 南 省 国 土 空 间 规 划

（2021—2035 年）》，明确以省级统筹、州（市）落地的原则，

推进分级分区动态管控。构建生态环境准入管控体系，

做好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通过生态环境评价，科学划定

管 控 单 元 。 聚 焦 生 态 环 境 功 能 定 位 ，按 照“ 一 单 元 一 策

略 ”实 施 精 细 化 管 理 ，精 准 编 制 差 别 化 生 态 环 境 准 入 清

单，构建省级总体管控、5 个重点区域流域管控、16 个州

（市）管控、N 个管控单元管控的“1+5+16+N”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体系。

助推生态绿色高质量发展，《意见》提出积极探索区域

（流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以优先保护单元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提升、重点管控单元环境质量改善等为重点，丰富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和路径，探索建立与优先保护单元

挂钩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厚植高品质生态环境底色，《意见》提出以生态保护红

线为重点，严格重要生态空间保护和资源开发管制。强化

高黎贡山等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

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

云南出台《意见》

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本报北京 7月 31日电 （记者刘诗瑶）记者从自然资源

部 获 悉 ：今 年 上 半 年 ，我 国 海 洋 资 源 要 素 保 障 能 力 稳 步

提升。

上半年，我国批准用海面积同比增长 16.9%，项目涉及

投资额超 5000 亿元，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6%、10.5%，分别高于全国同期 3.7、4.5 个百分点。“深海一

号”超深水大气田关键技术与应用获评国家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海上风电发电量 516.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6.4%。

国内海洋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超 4%，广东首只海洋牧场产

业基金正式揭牌，基金总规模 50 亿元。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复苏态势明显，我国新承接海工

订单金额、手持订单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205.0%、11.6%；海

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研发有序推进；海洋信息服务业加快

发展，首套北斗水上智能感知预警系统投用，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瀚海星云”和“问海”在山东青岛发布。

积极做好海洋公共服务。我国首个国家海洋大数据服

务 平 台“海 洋 云 ”和 首 批《海 洋 数 据 开 放 共 享 目 录》公 开

发布。

今年上半年

我国海洋资源要素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2

3

45

挂果时节，青翠欲滴。

农户赵文华走进自家的爱媛橙果林，绿

叶掩映下，鸡蛋大小的果子深藏其中。在四

川省蒲江县寿安街道南锋村，赵文华种了两

亩爱媛橙，这几天正忙着喷洒有机肥。

无 人 机 稳 稳 起 飞 ，有 机 肥 洒 到 叶 面 。

“ 这 段 时 间 是 喷 施 有 机 肥 的 好 时 候 。”赵

文 华 说 ，暑 期 高 温 天 气 多 ，病 虫 害 相 对 较

少 ，即使真遇到病虫害，他也不再担心，“现

在 我 们 都 用 生 物 农 药 ，高 效 低 毒 ，碳 排 放

也低。”

“碳排放”，这样“时髦”的词，赵文华和

果农们如今常挂在嘴边。去年，赵文华家收

获的爱媛橙首次贴上了“碳标签”，他的种植

热情更高了。“接下来，我还准备扩大种植规

模，再多种一些爱媛橙。”赵文华说。

一颗爱媛橙，为何贴
上“碳标签”？

一颗爱媛橙，从种植到出售，碳排放量有

多少？

在蒲江，答案是 0.2956 千克二氧化碳当

量——去年 12 月，蒲江爱媛橙获中国电子节

能技术协会颁发的“碳标签”认证。

当时，正值爱媛橙收获季，采摘后的爱媛

橙在打包、装箱后，会运送到蒲江乡振农业发

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在这里，工作人

员会为这些爱媛橙贴上“碳标签”。

什么是“碳标签”？该联合社客服部负

责 人 张 建 平 说 ，“碳 标 签 ”是 把 产 品 在 生 产

过 程 中 排 放 的 温 室 气 体 ，在 产 品 标 签 上 用

量 化 指 数 标 示 出 来 ，以 标 签 形 式 告 知 消 费

者产品的碳信息。

“简单地说，‘碳标签’记录了农产品选

苗、育苗、种植、生产、运输、仓储等全生命周

期的碳排放量，也就是碳足迹。”张建平说，爱

媛橙的碳足迹包括原辅料获取、栽培养护及

采摘、产品包装物获取、入库储存、分拣包装

五大单元。经核算，一颗爱媛橙的碳排放量

是 0.2956 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比传统模式下

一颗普通橙约为 0.5 千克二氧化碳当量的碳

排放量少了近一半。

为爱媛橙贴上“碳标签”，为了啥？

“我们希望通过对蒲江爱媛橙进行‘碳标

签’认证，引导更多农户进行绿色低碳种植，

吸引更多消费者购买绿色低碳农产品。”张建

平说，碳足迹核算时，要特别注意数据的全面

性，确保核算覆盖农产品从种植、采摘、加工、

包装到运输的全链条。核算完成后，还需持

续关注和改进，不断优化种植和管理流程，让

碳排放量持续降低。

张建平说，给爱媛橙贴上“碳标签”，意

味 着 获 得 了 国 际 认 可 的“绿 色 通 行 证 ”，有

利于打开国际市场。“我们正在对接多个绿

色 低 碳 商 品 销 售 平 台 ，让 拥 有‘ 碳 标 签 ’的

蒲 江 爱 媛 橙 销 路 更 广 。”他 补 充 ，目 前 市 场

上拥有“碳标签”的农产品不多，进行“碳标

签”认证，将助力蒲江爱媛橙打造知名农产

品品牌。

降低碳排放量，爱媛
橙如何实现？

比普通橙的碳排放量少近一半，蒲江爱

媛橙怎么实现？

蒲江县有机产业协会会长杨欣给出答

案：“在原辅料获取阶段，我们尽量使用新能

源车运输肥料和农药，来降低碳排放量。”杨

欣说，蒲江还充分发挥当地能源优势，利用水

电进行灌溉、储存等。

在栽培养护及采摘环节，蒲江县推广用

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防控替代化学防治，也

大幅降低了碳排放量。

走在果园中，微风一吹，绿叶摇曳，颇为

清凉。在有机肥储藏点，一桶桶有机肥紧密

排列，安放在树荫下。“我们买的有机肥都会

储存在这里。现在用有机肥替代化学肥料，

不仅果树更健康，长出的果子也成了有机食

品。”赵文华说。

果 园 中 ，除 草 机 除 掉 的 杂 草 被 就 地 铺

放。“别小看这些杂草，它能起到改良土壤的

作用。”杨欣说。绿色防控技术被广泛应用

于除草、预防病虫害等环节，更绿色、低碳的

变化在爱媛橙上悄然发生。

“如今，我们的农产品不仅在生产种植环

节实现了绿色低碳，在储存、包装等环节，也

使用环保包装和低碳设备。”张建平说，比如，

在获取产品包装物、入库储存、分拣包装等环

节，会通过减少燃油等碳排放来源等，来降低

碳排放量。

“碳排放量降低后，蒲江爱媛橙的优势更

加明显。”蒲江丑柑产业协会秘书长徐建说，

包括蒲江爱媛橙等在内的农产品获得“碳标

签”后，也会推动绿色低碳农业发展。

有了“碳标签”，爱媛橙销量持续增长。

张建平介绍，从去年 10 月至今年 5 月，联合社

已销售爱媛橙等晚熟柑橘 641.5 吨，还联合县

域内公司出口 400 吨晚熟柑橘。

发展绿色低碳农业，
不止于爱媛橙

爱媛橙有了“碳标签”，而在蒲江，探索绿

色低碳农业发展的，不止于爱媛橙。

来到自家的猕猴桃果园和茶园，杨欣介

绍了应对虫害的妙招。“对于果园、茶园可能

遭受的虫害，我们主要通过设置防虫灯、粘虫

板来消灭害虫。”杨欣介绍，农场通过布设密

度适宜的防虫灯和粘虫板来替代农药使用，

既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还实现了

绿色有机生产。

对 于 病 虫 害 ，果 园 还 有 特 别 的 办 法 。

推行绿色防控技术后，杨欣使用了石灰、水

等 原 料 配 制 了 具 有 杀 菌 、除 病 虫 害 作 用 的

药 剂 。 在 杨 欣 家 的 猕 猴 桃 果 园 和 茶 园 ，这

样 的 药 剂 得 到 广 泛 应 用 ，是 防 病 虫 害 的 重

要手段。

绿色种植条件下的农产品，也成为市场

上的紧俏货。如今，杨欣家的耙耙柑、猕猴桃

等农产品，已经通过电商渠道销售到各地。

与此同时，杨欣家的家庭农场也获得了

有机认证，绿色低碳的农产品，受到越

来越多人的欢迎。

去年，蒲江县获批创建国家

农 业 绿 色 发 展 先 行 区 。 据 统

计 ，蒲 江 县 有 机 肥 使 用 覆 盖

率超 75%，主要农作物绿色

防 控 覆 盖 率 超 70% ，土 壤

有机质含量年均提升 0.2
个百分点，从源头助力

碳减排，推动绿色低碳

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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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果 园 里 的 太 阳

能防虫灯。

图② ：果 农 采 收 爱 媛 橙

（摄于去年 12 月）。

图③：一家包装生产公司内，

工作人员正在生产用于包装爱媛橙

的环保纸盒。

图④：一家水果企业内，工作人员

将收购来的爱媛橙送进冷库储存（摄

于去年 12 月）。

图⑤：在一家水果物流基地，工人

们把爱媛橙分装打包，准备销售（摄于

去年 12 月）。

以上图片均为尹枭鸿摄

（人民视觉）

■■我们的低碳生活我们的低碳生活R

核心阅读

在四川蒲江，核算“碳足
迹 ”后 的 爱 媛 橙 ，会 在 贴 上

“碳标签”后进入市场。以爱
媛橙为代表，当地通过推广
有机肥、绿色防控技术等，探
索发展绿色低碳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