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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成都8月 25日电 （记者
李凯旋） 四川省政府产业投资引导
基金发布会近日在成都市举行，四
川省资源能源投资引导基金 （以下
简称“资源能源基金”） 作为首批
设立的综合类基金发布。

据介绍，资源能源基金将聚
焦矿产资源勘查开发链条中社会
资本投入不足的勘查阶段，重点
投资四川省具有上游优势或潜力
挖掘不足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基

金规模 50 亿元，通过设立子基金
放大的方式，预计基金集群规模可
达130亿元。根据资源能源产业的
投资特点，基金存续期 10 年，可
延长2年。

资源能源基金的设立，将有效
整合四川省资源能源产业投资平
台，打通产业链投资梗阻，释放投
资空间，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矿
产资源勘查，进一步增强四川省战
略性矿产资源保供能力。

四川设立资源能源投资引导基金

据新华社广州 8 月 25 日电
（记者胡拿云） 近来，在广东清远
英德市，连绵起伏的山坡上绿竹青
青，农民正三两成群进行麻竹笋的
采收。清远市是广东省最大的麻竹
笋种植基地。2023 年，英德市麻竹
笋种植面积达80.81万亩、年产量超
120 万吨、从业人员超 8.8 万人、麻
竹笋产业经济总值超61亿元。

当地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为
麻 竹 笋 产 业 发 展 注 入 金 融 “ 活
水”。中国农业银行广东清远分行
围绕五大百亿农业产业做好金融服

务支持，创新推出了“产业兴农
贷”“麻竹笋e贷”“乡旅贷”三个
信贷产品，助力建设麻竹笋现代农
业产业园，做大做优农业土特产，
近三年累计对麻竹笋相关的第一、
二产业投放贷款超5.8亿元。

三个新产品在贷款方式上采用
“信用+抵押”模式，贷款最高可达
2000 万元。今年上半年，中国农业
银行广东清远分行新增“产业兴农
贷”2348万元，带动281户农户发放

“麻竹笋 e 贷”4525 万元，成功发放
“乡旅贷”超5800万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 《电
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绿色电力交易专章》（以
下简称《绿色电力交易专章》），明确加强对各地
绿色电力交易工作指导，按照“省内为主、跨省
区为辅”的原则，推动绿色电力交易有序开展，
满足电力用户绿色电力购买需求。

全国绿电交易量持续增长

绿色电力，是指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要求的风
电、太阳能发电、常规水电、生物质发电、地热
能发电、海洋能发电等已建档立卡的可再生能源
发电项目所生产的全部电量。根据 《绿色电力交
易专章》，绿色电力交易是以绿色电力和对应绿色
电力环境价值为标的物的电力交易品种，交易电
力同时提供国家核发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
书，用以满足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等
出售、购买绿色电力的需求。

2021 年，中国绿电交易正式开市。国家能源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21 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
委先后同意北京、广州、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开
展绿电交易试点，取得显著成效。2021 年至 2023
年，全国绿电交易成交电量分别为 87亿、181亿、
697亿千瓦时，年均增长283%。

“绿电交易在还原绿色环境价值、推动清洁低
碳转型、促进绿色电力消费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在实际开展过程中，各地绿电交易在交易规则、
组织方式、价格机制等方面差异较大，部分省份仍
未组织绿电交易或未实现常态化开市。此外，部分
外向型企业反映绿电购买困难，无法满足企业绿电
消费需求。”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说，亟需在国家
层面出台文件，推动各地绿电交易在交易组织、价
格机制、信息披露等方面规范统一。

建立健全绿电交易机制

促进绿色电力交易，需要明确绿电交易组织
形式。《绿色电力交易专章》指出，绿色电力交易
是电力中长期交易的组成部分，执行电力中长期
交易规则；主要包括省内绿色电力交易和跨省区
绿色电力交易。其中，省内绿色电力交易是指电
力用户或售电公司通过电力直接交易的方式向计
入本省网控制区的发电企业购买绿色电力。跨省

区绿色电力交易是指电力用户或售电公司向非本
省网控制区的发电企业购买绿色电力。交易方式
上，主要包括双边协商、挂牌交易等。

“《绿色电力交易专章》指出绿色电力交易执行
中长期交易规则，是对《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
的有效补充。”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
副主任兰国芹说。《绿色电力交易专章》明确了电能
量部分与绿证部分分开结算，实现了与绿证交易的
有效衔接，也为绿电交易参与电力现货偏差结算、
融入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打下良好基础。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庞博说：“《绿色
电力交易专章》明确了绿色电力交易的交易方式、
价格机制、合同签订和结算机制等，与可再生能
源消纳责任、绿色电力证书核发交易、绿色电力
消费证明等制度充分衔接、有机统一，提出了依
托区块链可靠记录绿电交易全业务环节信息的技
术要求，制度上保障了绿色电力交易的可信溯
源，有助于真正形成科学、权威、系统、可信的
高水平绿色电力交易市场。”

促进绿色价值国际互认

站在经营主体的角度，《绿色电力交易专章》
的发布为其更好“走出去”创造了机遇。

“随着绿色电力需求日益增长，外向型企业面

临着交易量不及预期和绿色电力环境价值属性国
际认可度不足的双重挑战。”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吴小弟说，《绿色电力交易专章》的相关规
定，旨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建立规范、透明、高效的
绿色电力交易机制，其特点在于突出绿色电力的环
境价值，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
时注重政府的引导和监管。这既能促进绿色电力跨
区域流动，也有利于提升绿色电力国际认可度。

记者梳理发现，《绿色电力交易专章》在明确
绿电交易中绿证核发划转方式的同时，提出应确
保绿色电力环境价值的唯一性，不得重复计算或
出售。“这为绿色价值国际互认创造了良好条件，
为我国外向型企业有效应对碳边境税贸易壁垒、
提升全球竞争力奠定了坚实基础。”兰国芹说。

眼下，越来越多企业通过购买绿色电力，满
足国际客户对产品使用清洁能源的要求。吴小弟
认为，《绿色电力交易专章》的实施，有助于构建
更公平、高效和可持续的绿色电力市场，为外向
型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新机遇、绿色发展注入新动
能，企业能够更
好地满足国际市
场对绿色能源的
需求，有力提升
国际竞争力和市
场地位。

初秋时节，河西走廊上，一望无际
的制种玉米丰收在望。

今年是种业振兴行动由“三年打
基础”转向“五年见成效”的关键一年。
记者来到有种业“黄金走廊”美誉的甘
肃河西走廊地区蹲点了解到，与三年
前相比，这个玉米、蔬菜、花卉种子年
生产量均占全国用种需求50%以上的
种业高地，又取得三个新变化。

变化一：“田”字田变“口”字田，高

标准农田建设为“金种子”厚培“沃土”。
在张掖市甘州区沙井镇五个墩

村，制种玉米田长势喜人，配备水肥
一体化设施的制种田刚刚完成今年第
八次浇水。

54岁的村民张宗祥说，两年前，村
里1.2万亩制种农田完成高标准农田建
设，“田”字田变“口”字田，地块大了、集
中连片，更方便机械化作业，水肥一体
化技术也提升了制种田的抗旱能力。

五个墩村村委会副主任贾军说，
为了保障基地制种生产，今年村里还
建成了一座储量2万立方米的蓄水池。

不仅如此，制种机械化程度不
断提升。“现在播种、收获均有制种
机械可用。”张宗祥说，就连过去依
靠大量人工的去雄环节，也能实现
机械化作业。

记者从张掖市种子管理局获悉，
张掖市玉米年制种面积稳定在100万
亩以上，截至 2023 年底，张掖市玉米
制种基地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7万
亩，较2021年增加超过22万亩。

变化二：育种周期缩短一半，科技
创新助力种业高质量发展。

记者在酒泉市肃州区部分企业、
现代种业产业园、敦煌种业研究院看
到，近几年新投入的分子标记、基因编
辑实验室陆续投用。

“分子标记、基因编辑等生物技
术的应用，标志着育种手段从杂交育
种阶段向分子育种阶段迈进。”敦煌

种业研究院高级农艺师罗致春介绍，
分子标记、单倍体选育等生物育种手
段，不仅能提高育种选择精度、目的
性和效率性，还能克服遗传障碍，更
好创制新材料。

酒泉市华美种子有限责任公司育
种研发技术负责人他志民介绍，常规
育种创制新材料需要 6 年时间，通过
分子标记育种手段，3 年左右就可以
创制新材料，大大缩短育种周期。

变化三：从“成吨销”到“按粒卖”，
品牌影响力和附加值双提升。

“过去受限于烘干、加工、包装
短板，本应按粒卖的玉米种子，多打
包成一吨装的吨包袋，运往东部省
份。”张掖市种子管理局局长张东昱
说，现在当地小包装加工销售能力不
断提升。目前张掖市建成现代化玉米
种子加工中心 20 个，玉米果穗烘干
线 57 条，籽粒烘干线 70 条，小包装
加工线245条。

“包装加工环节的提升，不仅有利
于‘张掖玉米种子’品牌推广，还能提
升全产业链综合产值。”张东昱说，
2023 年张掖市玉米种子小包装加工
量占玉米种子总产量比重 42.5%，玉
米制种产业全产业链综合产值102亿
元，较2022年增长近15亿元。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理处副
处长张昳说，河西走廊推进种业振兴
行动，“三年打基础”效果明显；下一步
需继续在种质资源利用、育种创新等
方面，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
势、控风险，尽快实现“五年见成效”。

（据新华社兰州电 记者王朋）

《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绿色电力交易专章》发布——

推动经营主体积极参与绿电交易
本报记者 廖睿灵

金融助力广东清远麻竹笋产业发展

种子生产“黄金走廊”的三个变化种子生产“黄金走廊”的三个变化

本报北京8月 25日电 （记者
廖睿灵）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
悉：全国现有历史文化名城 142
座、历史文化名镇312个、历史文化
名村487个、中国传统村落8155个，
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200多片，认定
历史建筑6.72万处，基本形成了特
色鲜明、类型丰富、数量众多的城
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我国在城乡建设中，变过去的
“拆改留”为“留改拆”，原汁原味
地保留了一批老街区、老胡同、老
里 弄 ， 留 住 了 原 住 民 和 “ 烟 火
气”。开展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试
点，组织实施历史文化街区综合环

境提升工程，既改善人居环境，又
保护好历史文化底蕴，使城市更具
特色、更有魅力。

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将重点抓保护、抓利
用、抓监督、抓基础，指导地方持
续加强资源普查认定，将不同类
型、不同历史时期、富有地方特色
的历史文化遗产纳入保护名录，确
保各时期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得到
系统性保护。持续做好历史文化街
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和活化利
用，鼓励地方更多采用“绣花”

“织补”等微改造方式，补足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

本报北京8月 25日电 （记者
王俊岭） 记者近日从商务部获悉，
近年来，中国与越南双边贸易快速
发展，投资合作成效显著。从双边
贸易看，中国是越南第一大贸易伙
伴，中越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
2000 亿 美 元 ，今 年 1 至 7 月 达 到
145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9%。从
投资合作看，今年 1至 7月，中国企
业对越南直接投资18.4亿美元，保
持较快增长。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说，
商务部将积极推动两国经贸合作提
质升级：加强双边贸易合作，支持
双方企业充分利用进博会、广交
会、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平台，扩
大优质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贸易往
来；培育投资合作新动能，推进数
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互利合
作；深化供应链合作，支持双方加
强园区及地方合作，共同促进贸易
畅通和产业联动发展。

中越双边贸易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

全国认定历史建筑 6.72 万处

HICOOL 2024全球创业者峰会于8月23日至25日在位于北京市顺
义区的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举行。峰会始办于2020年，5年来，
共吸引 145个国家和地区的 3.2万名创业人才、2.4万个创业项目参与，
诞生了16家“独角兽”企业、127家“专精特新”企业。图为观众在峰
会展览展示区参观。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宁 夏 银 川 市 永
宁县闽宁镇加快推进

“ 绿 电 小 镇 ” 建 设 ，
着力构建以清洁能源
为 主 的 绿 色 电 网 工
程，风光储充资源互
补，实现 24小时绿电
供应的发展目标。图
为 8 月 23 日拍摄的闽
宁镇原隆村的屋顶分
布式光伏与光伏产业
园区。

袁宏彦摄
（人民视觉）

进入秋季，安徽省
黄山市徽州区呈坎古
村村民趁着晴好天气
将收获归仓的玉米、南
瓜、红辣椒、荞麦等农
作物拼成精美的图案
进行晾晒。在庆祝丰收
的同时，也将晒秋打造
成特色景观，吸引游客
前来观赏。图为 8 月 24
日，呈坎古村村民们在
晾晒农作物。

汪建林摄
（人民视觉）

古
村
晒
秋

甘肃省张掖市不断探索盐碱地治
理技术，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依托
覆膜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作业等，
使昔日盐碱滩变为制种玉米示范田。
图为张掖市甘州区三闸镇高寨村万亩
制种玉米示范基地。

杨 潇摄 （人民视觉）

福建省永春县积极推动新兴产业发展，通过鼓励科技创新、落实财
税政策等举措，引导企业加快“智改数转”步伐，推动“制造”向“智造”转
变。福建华膜环保项目是该县引进的特色项目，运用国外先进工业膜一
体化的工艺技术，生产反渗透膜工业纯净水滤芯。图为日前，该公司数字
化智能生产车间内，机器人在生产反渗透膜。 王旺旺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