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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月 25日电 （记者寇江泽）经党中央、国务院

批准，近日，第三轮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向上

海、浙江、江西、湖北、湖南、重庆、云南等 7 省（市）反馈督察

情况。

总的看来，7 省（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严格落实长江经济

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工作取得较大成效。

但督察中也发现一些问题和不足。一些地方统筹高质量

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仍有差距，“两高”项目盲目上马控制不力，

建筑垃圾违规处置问题较为突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不

够有力，长江保护修复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污染防治攻坚存

在薄弱环节，一些地方环境空气质量反弹，一些地市环境基础

设施短板突出；生态保护修复仍需加强，林地、自然保护地生

态破坏时有发生，一些矿山生态治理修复不到位；一些第三方

环境检测机构存在数据造假问题。

下一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协调局将指导督促被督

察省（市）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要求，在 45 个工作日内研究制

定整改方案，按程序上报党中央、国务院。后续工作中持续加

强调度督促，对发现的问题紧盯到底，推动地方切实整改到

位、取得实效。

第三轮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完成督察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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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参天，林海茫茫，绵
延千里，大小兴安岭的森林
蕴 藏 着 宝 贵 的 生 态 资 源 。
近年来，黑龙江省积极推进
林业碳汇交易，通过建立标
准体系、采用遥感技术等举
措 ，促 进 生 态 产 品 价 值 实
现，让“碳库”变“钱库”，推
动 生 态 保 护 和 经 济 发 展 良
性互动。

本报重庆 8月 25日电 （记者刘新吾）近日，重庆市高级

人民法院、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林业局联合开展

“千年古树·司法守护”活动，全市 27 株千年古树所在地的

12 个区县法院院长受聘为“千年古树司法守护人”。这标志

着千年古树司法守护人制度在重庆全面推行，通过由古树所

在地法院负责人担任千年古树司法守护人的方式，助力千年

古树保护修复。

截至目前，除城区和自然保护地外，重庆全市登记在册古

树名木共 25662 株，其中一级古树 505 株、千年古树 27 株。

据了解，重庆环境资源法庭将以此为契机，发挥环境资

源审判职能作用，依法严惩危害古树名木犯罪，妥善处理古

树名木及其自然环境保护纠纷，监督支持行政主管部门履

行古树名木保护职责，依法支持古树名木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请求。

助力古树保护修复

重庆推行千年古树司法守护人制度

本报广州 8月 25日电 （记者李纵）近日，广东省委办公

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确了深化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的总体要求，提出了 12 项主要任务以及组织保障措

施，大力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

展工程”和绿美广东生态建设。

《实施方案》提出了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 12 项主要

任务，包括发展林业适度规模经营、推进森林可持续经营、

优化公益林利用管理机制、保障林木所有权权能、推动林业

产业发展、探索完善林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强化林业

发展用地保障、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妥善解决历史遗留

问题、加强队伍建设、开展先行探索等。

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

广东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本报上海 8月 25日电 （记者巨云鹏）记者近日获悉：上

海市人民检察院与市生态环境局联合通报近年来上海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检察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相

关情况。《上海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检察白皮书》（以

下简称“白皮书”）同时发布。

白皮书显示，2018 年至 2023 年，上海全市检察机关立案

办理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涉及大气、

水、土壤等传统环境污染问题，以及碳排放、外来物种入侵、生

物多样性保护、光污染等新类型案件。

2020 年，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与市生态环境局共同签订

《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衔接

工作的会议纪要》，在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线索移送、调查核实、

磋商、提起诉讼、生态修复等方面进一步强化协同配合，促进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有效衔接。

上海促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与检察公益诉讼有效衔接

“听说了吗？咱们林子里的空气卖了将

近 100 万元！”提起黑龙江省龙江森工林区

桦南林区的那件“稀奇事”，护林员于红波仍

记忆深刻，“光见过砍树能卖钱，没想到靠林

子‘呼吸’就把钱赚了。”

黑龙江省森林面积 2012 万公顷，占我

国森林面积的 8.7%，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

约 57 亿 吨 ，开 发 林 业 碳 汇 经 济 价 值 潜 力

巨大。

建立标准体系
汇集碳汇数据

8 月，记者来到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

十八站林业局小根河林场，满眼都是绿色。

“胸径 52 厘米，无病虫害，长势优。”碳

汇项目工作人员陈启明在造林现场一边采

集数据一边介绍，这片样地与其他地块不

同，高低错落的水曲柳和红松混种，长势更

好，可以吸收更多二氧化碳。

“我们要选出 1 到 2 个碳汇增量大的森

林经营模式，建立碳汇标准体系。”小根河林

场良种基地主任张志国接过话茬。在被列

入省级森林碳汇试点后，林场设置了 30 块

样地，并通过尝试多种森林经营模式，探索

林业碳汇价值实现的最佳路径。

不同地域、不同树种、不同树林的固碳

能力各不相同，要想准确统计出森林的碳汇

能力，离不开科学的标准体系支撑。

目前，黑龙江省已形成林业碳汇标准体

系 框 架 ，包 括 基 础 类 、技 术 类 和 管 理 类 共

41 个标准，覆盖样地选择、未来预测等各环

节。计划到 2026 年，黑龙江省林业碳汇标

准体系基本建立，碳汇计量技术更加规范；

到 2030 年，林业碳汇标准体系进一步健全，

碳汇计量技术和管理水平明显提升。

如果说标准体系是获取数据的操作手

册，方法学是数据间的换算公式，那么，如何

将数据便捷地汇总并形象地展现出来？黑

龙江省林业碳汇服务中心的林业碳汇“一张

图”给出答案。

“这张图汇集了本省的林地碳储量、林

地碳汇量、林业碳汇资源等多项信息，为林

业碳汇项目的开发和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服务中心讲解员随机点开图上一个已开发

碳汇项目，林场林班、地类名称、优势树种、

乔木郁闭度等内容显示在屏幕上。

林业碳汇“一张图”通过整合数据填报、

数据管理、碳汇计算和展示等多项功能，助

力碳汇资源数据汇总，推进碳汇项目开发、

审定核查和减排量交易工作。

“林业碳汇‘一张图’为我们提供了科

学、高效的管理工具，助力我们摸清家底。”

服务中心技术人员曹广军介绍，“之前可费

劲了，先要到林区收集造林证明文件，核实

造林地块、时间等信息，然后跟随森林调查

设计队查验造林现场，再形成基础数据表

格，最后根据造林时间和林分类型划分碳

层、计算碳汇量。以前，整合一个林区的相

关数据就要至少一个月，现在动动手指就能

一键输出。”

采用遥感技术
高效完成监测

“进入交易阶段前，还需经过国家指定

的第三方审核机构核查。”黑龙江森工碳资

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工碳资

产公司”）技术人员胡蝶告诉记者，“这就涉

及到项目监测。”

传统项目监测中，造林项目减排量的计

算与评估往往依赖人工每木检尺的方式，即

调查人员逐个对样地内的树木进行手工测

量，包括胸径、树高等关键参数。调查人员

要背着几十斤重的监测仪器走进深山老林，

一次作业就耗费半个月时间，有些地方不仅

路难走，还面临野生动物袭扰的风险。

传统方法不仅需要投入大量人力，且耗

时极长。以一个包含 50 多块样地的项目为

例，通常需要 5至 10名调查人员，历时 3到 4周

才能完成。由于存在人为因素，数据容易出

现误差且难以追溯。“如果对某一棵树的数据

有疑问，调查人员就要背着设备重新到现场

测量。”胡蝶说。

2022 年起，森工碳资产公司与中国林

业科学研究院、东北林业大学合作引入遥感

技术，采用正射影像、高程影像等相结合的

方式，对固定样地、对照样地进行科学监测，

探索将遥感技术引入碳汇监测体系。

“以往在做林业碳汇监测尺度转换项目

时，我们已经对遥感技术进行了尝试，并验

证了它在森林参数提取、碳汇量计算方面的

精准度和速度上的优势。”胡蝶说，该技术通

过发射激光束并接收回波信号，实现对树木

的高精度三维扫描。通过处理这些扫描数

据，可以快速、准确获取树木的胸径、树高、

冠幅等关键参数，进而计算出样地碳汇量。

“以前使用人工监测时，400 平方米的

样地需要一个人耗费一整天时间，现在使用

无人机搭载遥感影像，10 分钟就能干完，极

大提升了碳汇项目监测效率。”胡蝶说。

与每木检尺相比，遥感技术不仅大大提

高了监测效率，减少了人力投入，而且由于

自动化程度高、受人为因素影响小，监测出

的数据精度更高，更易于检查和比对。

促进价值实现
“含绿量”换“含金量”

在黑龙江广大林区流传着一句谚语：林

区 迎 宾 不 用 酒 ，捧 出 绿 色 就 醉 人 。 这“ 绿

色”，指的就是富含负氧离子的空气。“如今，

好空气也能卖钱啦！”森工碳资产公司总经

理孙亮感叹。

2022 年 6 月 28 日，黑龙江省首单林业

碳汇标准化线上交易顺利完成，兴业银行哈

尔滨分行在线成功竞买了森工碳资产公司

开发的办公用碳中和林业碳汇 1.5 万吨。

通过购买龙江森工林区桦南林区森林经

营产生的碳汇量，兴业银行哈尔滨分行抵消

29个网点直接排放、间接排放和其他相关但

非直接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孙亮

说，这也给广大林区职工吃下“定心丸”，生

活将会越来越有奔头。

今年 7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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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上还签约了首批

“龙江绿碳”交易协议，总额达 428.5 万元。

“建立省级林业碳汇交易体系，为林业

碳汇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国家林草局

生态保护修复司一级巡视员郭青俊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林业大学教授李

坚表示，发展林业碳汇项目不仅有利于改良

林地土壤、改善林分质量、优化生态环境，还

可以利用良好的森林生态资源，增加生态产

品和服务供给，提高林地产出率，促进生态

保护和经济发展良性互动。

对于黑龙江林业职工来说，通过碳汇市

场化机制，林业职工经营培育森林的付出，

将被转化为合理经济补偿，带动林区经济转

型和职工增收，将“碳库”变“钱库”。

茫茫林海，金山银山就在那里。

下图：云雾中的林海。

龙江森工集团供图

黑龙江积极推进林业碳汇交易，拓展市场机制补偿模式—

空气“变现” 林海生金
本报记者 郭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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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中有极其多样
的芳香化学物质，不同品
种的化合物成分占比不
同，会影响人们闻到茉莉
花香气时的感受

■■把自然讲给你听R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

桠，又香又白人人夸……”眼下正是茉莉花

开的季节，看似人人熟悉、随处可见的茉莉

花，其实种类繁多，仅在我国就多达 60 余

种。茉莉花是日常生活中的观赏、装饰佳

品，茉莉花浸膏和精油则是现代香料工业的

知名产品。此外，茉莉花还是窨制花茶的主

要原料之一，当一盏清新香醇的茉莉花茶呈

至面前，花香透过茶汤弥散，满室芬芳，喝上

一口，鲜爽回甘，足见茉莉花香的魅力。

茉莉花香气清新幽雅，细细闻之，却又

丰富多变。不同地域、环境、品种的茉莉

花，香气差异十分明显。

首先，茉莉花中有极其多样的芳香化学

物质，茉莉花中可以检测出来的有机物成分

超过 110种，其中芳樟醇、乙酸苯甲酯、苯甲

醇、苯甲酸乙酯等 10多种化合物是茉莉花的

主要挥发性成分。酮类有机物香气绵长，酯

类有机物果味浓郁，部分醇类有机物则带有

茶香，它们共同组成了茉莉花独特的香味，

而不同品种的化合物成分占比不同，会影响

人们闻到茉莉花香气时的感受。

茉莉花香气多变的另一个奥秘是：茉莉

花的多键态苯甲醇含量高低及其释放动态，

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被摘下的茉莉花，

其香气变化与游离态的苯甲醇变化规律相

吻合。而待采收的茉莉花，其香气释放则与

苯丙氨酸解氨酶、醋酶、甲醇脱氢酶、乙醇

脱氢酶的活性变化存在明显相关性。

茉莉花的香气变化，与温度等环境因素

也有关系。比如，在炎热的夏季，茉莉花在

晚间能释放更浓郁的香味，这是因为乙醇脱

氢酶在温度相对较低的条件下活性较强。

种植茉莉花的花农，也大多会在下午两点以

后采摘，此时的茉莉花吐香更为充分。伏天

开放的茉莉花，因为气温较高，或许香气并

不十分浓郁，但往往具有清幽的香气。

在福建福州，茉莉花茶承载着大多数

人对家乡的深刻记忆。2000 多年前，茉莉

花经海上丝绸之路引种至我国。茉莉花在

福州的种植区域，大多位于闽江和乌龙江

岸边及其下游的沙洲盆地，气候温暖、阳光

充足、雨量充沛，加上闽江岸边多为冲积平

原，土壤多以潮土和砂质土壤为主，土层深

厚。白天温度高，夜晚又有合适的低温，在

多种自然因素的作用下，长出的茉莉花花

期长、花蕾大、香气浓郁。因此，用福州本

地茉莉花制成的茉莉花茶，有着“冰糖甜”

的独特味道。

如今，福州的茉莉花茶产业已经带动

了 2 万多名茶农、花农增收，成为地方特色

产业。茉莉花丰富着福州这座古城的人文

气韵，山海之城，香飘千年。

（作者为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本

报记者施钰采访整理）

选题线索来信邮箱：

rmrbnature@163.com
图①：茉莉花。王瑞忠摄（人民视觉）

图②：茉莉花含苞待放。

陈捷阳摄（人民视觉）

茉莉花开 香气悠长
翁伯琦

②②

①①

本报北京 8月 25日电 （记者赵帅杰、贾丰丰）近日，青海

省人民政府与甘肃省人民政府正式签署黄河流域（青海—甘

肃段）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这是黄河流域源头省份间首次

签订跨省界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标志着两省在流域

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探索中迈出重要一步。

协议明确，青海和甘肃两省按照 1∶1 的比例，共同筹资设

立黄河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资金，以黄河大河家国控断

面和湟水河边墙村国控断面作为监测考核断面，按年均水质

类别计算补偿资金，推动两省在黄河干流和一级支流湟水河

形成流域共治、协同保护的良好局面。

此次签订补偿协议，将进一步强化两省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方面的合作，推动形成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合力，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黄河流域（青海—甘肃段）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签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