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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昆山市作为全国县域经济的“领
头羊”，吸引大量外来就业群体，不同于传统
社区，这些企业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及新业
态、新就业群体集中居住的区域形成了数量
众多的集中住宿区。目前，昆山共有370多个
集宿区，现有20多万名住户，最多可容纳47
万余人入住。

人员流动快，服务需求多样一直是昆山
集宿区社会治理中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难
点堵点，昆山市委组织部探索出了“五位一
体”的治理模式。

“我刚打篮球回来！”昆山柏特电子有限
公司职工吴镇在公司的集中住宿区——昆山
高新区邻里中心的一套四居室内，跟 3 名同
事合住了近 4 年。抱着篮球走回宿舍的路
上，小吴表达了对居住环境的满意：“篮球
场、羽毛球场，健身设施都全了，楼栋里
也装好了热水饮水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
题也能很快解决。”

聂安辉长期在柏特电子负责员工住宿管
理，他记得六七年前，外来职工一部分住6人
一间的宿舍，另一部分则自行租房，居住地
点分散。“现在方便多了，配合物业与社区，
两名宿管足以应对本公司300多名住宿人员的
日常住宿管理”。

集宿区治理涉及部门多、覆盖主体多，
以前存在着多头管理、协调不畅的问题。
2022 年，昆山出台 《关于党建引领集宿区治
理的实施意见》，立足组织覆盖、堡垒作用、
队伍建设、载体培育、品牌塑造5个方面，健
全完善党建引领集宿区治理“五位一体”工
作框架，积极探索集宿区社区化管理新路
径。基于此，昆山高新区邻里中心的运营方
昆山高新区集团组建了共建联合管理委员

会，汇聚了属地区域党组织、集宿区产权单
位、委托运营单位、物业管理单位、入驻企
业代表、入住职工代表等形成多方治理合力。

垃圾分类曾是集宿区管理的难题，人员
多，作息时间差别大，昆山高新区集团联合
属地社区党组织，召集物业负责人和入驻企
业代表、职工代表开会商讨，结合各方需
求，选取最大程度贴合入住员工作息的定时
定点垃圾投放方案。

通过“五位一体”治理模式，集宿区居
住者共享共治的热情也被调动起来了。在邻
里中心集宿区，近 50名入住职工报名成为园
区服务志愿者，昆山丘钛微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邓亚秀就是其中一名。邓亚秀说：

“这里就像我的家，业余时间给‘家里’出份
力，还能攒志愿积分换礼品，很开心！”

有着 5000 多名入住职工的城北好管家邻
里中心，是昆山富士康科技集团城北厂区最
大的集中住宿区。几年来，一支由物业支部
党员、楼栋宿管带头组建的“好管家”巡查
队不断壮大，入驻企业代表和入住职工陆续
加入进来。在日常安全检查的基础上，定期
对园区进行全面安全巡查。巡查中发现值得
推广的案例，还会组织多家职工代表集体参
观学习，以此激励入住职工参与集宿区治
理，促进园区管理质效不断升级。

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单元，加快推
进集宿区社区化管理体系建设，事关最优
营 商 环 境 的 打 造 和 城 市 综 合 竞 争 力 的 提
升。昆山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
部 长 孙 勇 表 示 ， 将 继 续 整 合 社 会 治 理 资
源，创新基层治理方式，着力破解集宿区
管理中仍存在的问题，力争进一步健全完
善基层治理体系。

农业碳汇如何形成？

碳票是以凭证的形式，通过第三方机构
监测评估，对权属清晰的农作物出具报告，
用来统计一定范围内农业碳汇量的证明。此
次拍出的江苏首张农业碳票经省农村产业交
易中心备案认证，由高淳区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签发，所有者为淳和水稻
专业合作社。

一个水稻合作社为何能获得碳票？
原来，和睦涧村的淳和水稻专业合作社

从2009年开始种植有机水稻，目前规模2600
亩左右。2022 年 5 月，农业农村部、国家发
改委共同印发 《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
案》，提出了实施稻田甲烷减排等行动。同
年 7 月，高淳区与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
学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国环有机
产品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合作，将淳和水稻
专业合作社 500 亩有机水稻田作为试验田，
通过构建有机水稻温室气体排放和土壤固
碳计量模型，启动了有机水稻田固碳减排
项目。

记者在试验田里看到，目前这片区域正
处于休耕状态，为今年的种植做准备，田里
有墒情监测、虫情监测等装置，可以通过传
感器自动采集信息传回合作社的管理平台，
工作人员只要在手机端就能看到田里的情
况。固碳减排项目启动后，项目组构建了有
机水稻固碳减排种植关键技术，建立了有机
水稻温室气体排放计量模型、土壤固碳计量
模型。

按照项目要求，500 亩有机水稻田通过
综合土壤检测进行精准施用生物质炭。生物
质炭是秸秆高温碳化后形成的肥料，施用到
水稻田里，不仅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还可
以改良土壤。通过改善土壤物理、化学和生
物学性质，抑制产生甲烷菌的活性。

生态环境部有机食品发展中心主任张纪
兵介绍，对项目结果分析发现，2022 年 11
月 30 日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稻田病虫害
发生率平均下降 15%，土壤固碳量平均增
加 89%，稻田温室气体直接排放平均减少
16%，净排放量平均减少 51%，共产生碳
汇 130.67 吨二氧化碳当量，固碳减排效果
明显。

“稻米实现增产10%，口感更好了，销量
明显增加了。”和睦涧村党总支书记、淳和水
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魏统田告诉记者，“去年
合作社销售额增长 100 万元，每位社员增收
1700多元。”

企业竞拍有何用？

红宝丽集团是当地成长起来的一家本土
化学新材料企业，在硬泡组合聚醚、异丙醇
胺两个细分行业名列前茅，在多地拥有工
厂。红宝丽集团党委书记、总裁芮益民告诉
记者，在“双碳”大背景下，集团愿意积极

主动通过环境管理战略提高环境绩效，此
次竞拍是为公司以后的项目建设储备碳排
放指标。

据记者了解，中国碳市场由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和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
场组成，强制和自愿两个碳市场既各有侧
重、独立运行又互补衔接、互联互通，共同
构成了全国碳市场体系。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的参与主体主要是具有控制温室气体排
放法律义务的排放企业，由政府向这些企业
分配碳排放配额，并规定企业向政府清缴与
其实际排放等量的配额。清缴完之后，配额
盈余的企业就可以在市场上通过交易出售获
益。配额不足的企业需要从市场上购买配
额，从而实现激励先进、约束落后的政策导
向，降低整个行业乃至全社会的降碳成本。
今年 1 月启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
市场，则是鼓励各类主体自主自愿地采取额
外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产生的减排效果经
过科学方法量化核证后，通过市场来出售，
从而获取相应的减排贡献收益。

记者了解到，针对市场技术更新快的特
点，企业在抢抓市场机遇上等不起，如果受
碳排等指标约束，可能会导致产品上市延
后，或上市时已成为落后产品。而农业碳汇
通过自愿减排产生出的碳指标不但成为了企

业获取碳减排量的新渠道，并且可以一直储
备，没有过期不用作废的风险，能为企业的
技术产品及时上市作保障。

据了解，碳票上核定的碳减排量可以
用于江苏省市区三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碳
减排市场交易，也可以用于自愿碳抵消、
自愿碳注销、公益捐赠或者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等。

碳汇交易有何新意？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当淳和水稻专
业合作社收到红宝丽集团通过中国银行数字
人民币钱包完成碳汇交易款的转账支付时，
这一感受更加真切。

2023 年 11 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农业碳汇交易试点工作方案》 印
发，方案提出要鼓励探索农业碳汇交易机
制、推动农业碳汇产品价值评价体系建设、
推广农业减排固碳技术。高淳区作为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省级试点地区，抢抓农业碳
汇交易市场空白点先行先试。

目前，生态环境部制定发布了造林碳
汇、并网光热发电、并网海上风力发电、红
树林营造等 4 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
学，农业碳汇暂未纳入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市场。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
刘国才表示，此次高淳区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交易有偿竞价，是全国首次基于生物质炭在
有机水稻上应用产生的额外碳汇进行有偿竞
价“第一拍”，是“双碳”在农业领域落地的
重要探索，对江苏未来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
易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此次农业碳汇交易标志着高淳区在生态
产品价值转化上实现突破。记者了解到，
2020年，高淳区率先在全国启动 GEP （生态
系统生产总值） 核算先行试点，形成了一套
核算指标、一项核算标准等“五个一”体
系，通过 GEP 核算把环境与经济有机结合，
推动生态价值转化，并成为唯一参与GEP核
算国家标准制定的区级地方政府。

高淳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胡学艺表
示，高淳区将以此次农业碳汇交易为契机，
积极推广农业减排固碳技术，努力为长三角
农业碳汇交易项目开发及调节服务类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构建示范样本。

“我要骑回毛里求斯”“很想买一辆带回
去”“太好骑了”……一群外媒记者争相坐上中
国电动三轮车，不少人反复试骑体验车子的便捷
与舒适。这一幕发生在“走读中国”江苏线的活
动中。

近日，33名外媒记者开启了一场为期 6天的
江苏探索之旅。他们通过实地参观、走访交流、
亲身体验等多种方式，全面感受江苏省无锡
市、泰州市、常熟市等地的独特魅力，共同见
证在新质生产力引领下，江苏在经济、科技、
生态等领域发展的蓬勃活力。

体验中国“智”造

外媒记者来到无锡市锡山电动车产业园，体
验产自中国、在海外爆火的网红“三蹦子”，深
入 5G 智能工厂，观察数字赋能产业的精彩蝶
变，探访被称为“钢铁巨龙”的盾构机，了解其
背后的科技内核。

眼前高速运转的机器、屏幕上密集流动的数
据……一系列前沿科技应用让记者们赞叹连连。
从设计、生产到物流等所有环节，都在“工厂大
脑”的精确调度下高效运转。

“我见证了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持续努力
与发展，深信中国技术将为非洲带来实实在在的
益处。”贝宁 《外交标签》 杂志创始人兼主编赫
利伯特-拉贝尔·阿乔维说。

记者们还“打卡”了拥有世界在建最高桥塔
的常泰长江大桥，参观桥面、监控指挥中心，解

锁新质生产力下“未来智慧大桥”的创新密码。
埃及 《门户网》 外事新闻主编艾哈迈德·苏

莱曼迫不及待地与远在埃及的好友连线直播，分
享大桥的壮观场面以及自己激动的心情。

领略文化魅力

夜游无锡市惠山古镇与鼋头渚，感受夜间
经济的烟火气；漫步宜兴市蜀山古南街，领略
龙窑古法烧制的奇妙……记者们陶醉其中，深
刻感受到中国文化在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中的盎
然生机。

“中国文化让我着迷。”摩洛哥国家通讯社记
者哈桑·本·雅西亚说：“无论是惠山古镇还是蜀
山古南街，每个地方都有着独特的历史和魅力。
作为一名记者，此次实地参观丰富了我的报道素
材，加深了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我对中国的发展路径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中国的发展经验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和借鉴，也为非中合作带来更多机遇。”利比
里亚 《每日观察家报》 记者大卫·门卓表达了
他的感慨。

“走读中国”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
指导，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和环球网联合主办。自
2023年5月启动以来，已邀请来自亚太、欧亚、拉美
和非洲地区的 76 个国家和地区近 100 名外媒记
者，先后走访10个中国城市，深入品读中国历史文
化传承，亲身体验现代科技发展，记录所见所闻，
讲述生动的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的中国形象。

“走读中国”江苏线活动举行

感受江苏蓬勃活力
田雪琴

江
苏
省
昆
山
市
：

发
力
集
宿
区

激
活
基
层
治
理
﹃
神
经
末
梢
﹄

本
报
记
者

尹
晓
宇

江苏省农业碳汇拍出第一单——

“碳票”变“钞票”
本报记者 何 聪 尹晓宇

近日，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在东坝街道举

行了一场与众不同的拍卖会，红宝丽集团和其

他两家企业竞拍激烈，标的则是来自有机稻田

的碳减排量，起拍价每吨60元。

经过4轮竞拍，来自东坝街道和睦涧村的

130.67吨碳减排量最终由红宝丽集团以每吨75

元、9800.25元的总价成功拍下，成为江苏首张

交易成功的农业碳票。

农业碳票是什么？为何能卖钱？企业获得

后有什么用？

▲▲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东坝街道和睦涧村稻穗茁壮成长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东坝街道和睦涧村稻穗茁壮成长。。刘刘 列列摄摄

▼▼俯瞰高淳区俯瞰高淳区，，满眼青绿满眼青绿，，生机盎然生机盎然。。
刘刘 列列摄摄

▲▲高淳区桠溪街道芜太村芮家山生态竹林高淳区桠溪街道芜太村芮家山生态竹林。。高晓平高晓平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