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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南方重点林区之一，福建省气

候温和，雨量充沛，森林覆盖率达 66.8%，连

续 43 年位居全国首位。位于武夷山脉与戴

云山脉之间的三明市，更因其超过 78%的森

林覆盖率而成为福建的绿色宝库。

“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积极稳妥推

进集体林权制度创新，探索完善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多年来，三明市将生态文

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用

生态助推发展，将发展融入生态，绘就了一

幅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的优美画卷。

好资源如何用

丰富的森林资源与优质的生态环境，一

直 是 三 明 最 亮 丽 的 名 片 和 最 核 心 的 竞 争

力。初春时节，记者走进被誉为“中国林改

小岗村”的三明市永安市洪田镇洪田村，目

光所及之处，竹林郁郁葱葱、青翠欲滴，汇成

了无穷无尽的绿色海洋。

2003 年起，永安率先推行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并取得成功，成为了全国首个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示范县、全国首批林业改革与发展

示范区。但新形势下的森林资源保护工作

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国有林、生态公益林

被非法侵占及零星盗砍现象突出，造成资源

破坏严重，同时由于农村大量劳动力外流导

致林区基层的防火力量明显弱化。针对这

种情况，永安市推行森林资源管护社会化、

一体化机制，组建了福建省首家专业化森林

资源管护单位——永安市金盾森林资源管

护有限公司，实现从原来“自家林子自家看”

到“自家林子由专业队伍来看”的转变。

金盾公司总经理助理胡永生说，公司下

辖森林巡防大队和森林消防大队，采取森林

巡防、消防“二合一”的方式，下设10个巡消防

中队。“我们将巡防队员的管护责任区划分为

102个管护网格，每个网格的平均面积不低于

2万亩，做到全覆盖、无盲区，队员就是网格内

的森林‘管家’，中队长则相当于小区的‘物业

经理’，业主对管护服务的满意度是巡防队员

绩效考核的核心指标。”胡永生说。

依托金盾公司专业护林员队伍，永安市

实现了森林资源管护网格化、全覆盖，有力

促进了林区治安稳定。管护山场被盗林木

流失量从 2012 年的 1760 立方米逐年下降到

2020 年的约 50 立方米。随着管护区稳定的

辐射带动，促进了永安全市森林经营区的平

安和谐，林区盗伐、毁林、侵占等破坏现象大

幅度减少，林分质量明显改善提高，森林资

源蓄积总量持续增加，森林生态功能持续增

强。永安市的森林火灾也从之前的每年 20

多起下降控制在每年 5 起以内。

“不砍树，也致富。”永安市林业局党委

委员、副局长杨敏说，万顷竹海是永安最美

的风景。永安市竹林资源丰富，全市有竹林

面积 102 万亩，人均竹林面积 6.7 亩，居全国

第一。借助竹资源丰富的优势，永安大力发

展竹产业，减少森林采伐，让竹产业成为富

民产业。“我们利用竹子 3 年至 5 年的生长周

期，替代必需生长 30 年至 50 年的林木，真正

做到‘以竹代木’甚至‘以竹胜木’，实现了百

姓富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杨敏说。

好项目图啥来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三明发展的最大优

势，好生态才能带来好产业。

在闽赣交界的三明市建宁县，有一座隐

藏在绿野仙踪中的“蓝宝石”矿山。在大多

数人的印象中，提到矿山，想到的就是散乱

的石渣、漫天的灰尘以及浑浊的“牛奶河”。

但这座由福建省富强石材有限公司经营的

矿山却入选了第一批福建省工业旅游示范

基地培育名单，还被自然资源部纳入全国绿

色矿山名录。沿着矿山的观光木栈道拾级

而上，一路都穿梭在茂密的树林中，精致的

小木屋和清澈的泳池点缀其中，相映成趣，

令人心旷神怡。

富强石材董事长彭宜斌说，自 2006 年

开始生产以来，开春种树就成为了富强石材

坚持至今的传统。在开采初期，环保投入的

资金甚至占去了绝大部分的利润。不抓紧

赚钱反而先忙着种树，那时很少有人

能理解这种行为，但彭宜斌有他的

坚持：“建宁是闽江的源头，在

这里开矿，我们就必须保护好生态，矿山才

能走得长远。”如今，矿区内林木葱茏，层峦

叠嶂，弃料场上几乎看不出采矿的痕迹。

“近年来，公司先后投入上亿元用于打

造绿色矿山，建成室外游泳池、观光木栈道、

观景平台等，园林式矿山景观基本形成。我

们打算将矿区变成景区，正规划建设多种旅

游资源为一体的大型文化旅游主题矿山公

园。”彭宜斌说。

生态优势要转化成为发展优势，招商引

资和产业发展必不可少，但是，发展什么样

的产业，招引什么样的项目，直接影响到发

展质量。“十三五”以来，共有 46 个高耗能、

有污染等不符合绿色发展导向的投资项目

被建宁拒之门外。

青山绿水、亘古纯净。建宁好生态，引

来了“金娃娃”。一款名为“明一天籁牧场巴

氏鲜牛奶”的产品在福建市场颇受消费者欢

迎，“明一天籁牧场”就位于建宁县里心镇上

黎村。走进天籁牧场，道路两侧的樱花绚烂

夺目，房车基地、研学中心、荷兰风车、户外

儿童游乐园等构成了一幅田园牧歌式的宁

静画卷。

明一国际集团总裁陈宏鑫解释，之所以

选择在建宁投资建设，就是因为建宁地处闽

江源头，是三明生态文明建设最有代表性的

地区之一，这里有优质的土壤、水、空气，最

适合发展绿色食品和生态产业。依托好山、

好水、好生态，明一国际扎根建宁，打造规模

巨大、体系完整、现代化程度高的万亩高山

生态牧场和高新科技生态产业园。

目前，建宁县正积极培育绿色发展引

擎，推动农产品向绿色精深加工方向发展，

向文旅康养方向发展，引导传统产业向绿色

产业转型发展。

致富经怎么念

行走在三明的乡间田野，处处是青山起

伏、绿水蜿蜒的旖旎风光，仿佛置身于山水

画之中。近年来，三明充分发挥自然与人文

的丰富旅游资源优势，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逐渐打响“中国绿都·最氧三明”品牌，

让青山绿水既有颜值又有价值，让

山水画变身致富经。

对于初到三明市泰宁县的游客来说，

位于杉城镇际溪村的“耕读李家”森林康养

基 地 几 乎 是 必 去 的 一 个 参 观 点 。 曾 几 何

时，际溪村还是省级重点贫困村，村民生活

主要依靠种粮种烟和外出务工，村集体经

济来源单一，要依靠政府帮扶，破解际溪村

贫穷落后的面貌成为杉城镇党委政府亟待

解决的问题。

2014 年，依托村内自然人文景观资源

禀赋丰厚等优势，际溪村启动实施了“耕读

李家”建设项目，保护性开发“看得见山，望

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的传统古村落。经过

几年的发展，际溪村就从一个村财不到 5 万

元的落后山村，发展成为如今村财近 30 余

万元的乡村振兴示范村。

作为“耕读李家”的运营管理方，泰宁县

杉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日生告诉

记者，“耕读李家”项目建设不是简单地“推

门见山见水”，而是坚持发展理念，创造性地

开发山水田园的综合效益。

李日生介绍，“耕读李家”项目把生态

发展贯穿旅游开发全过程，把丹霞、森林、

田园、村落等风貌原真性地呈现给游客，着

力打造“离凡尘最远，与心灵最近”的村落

式森林康养基地。通过景区开发和崖壁铁

皮石斛种植项目等，将村里的山地、林地、

崖壁等自然资源变为“聚宝盆”，每年收取

林地、崖壁等资源使用费 12 万元。将历史

文化内涵转化为乡村旅游发展优势，实施

各种文创旅游项目，将村集体闲置房屋出

租作为研学营地，民宿旅馆通过租金收益、

资源有偿使用等方式，实现村财增收，村民

致富。

绿色发展必须以富民惠民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才能让发展更有温度，让人民幸福

更 有 质 感 。 泰 宁 县 文 旅 局 局 长 江 茂 求 表

示，多年来，泰宁县始终坚持“旅游兴县”战

略不动摇，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

干，让青山绿水可持续转化为无价之宝，让

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基层群众。目前，以旅

游为主的第三产业产值超泰宁县 GDP 的

三分之一，旅游收入在农民纯收入构成中

占四分之一，旅游从业人员占全县总劳动

力的五分之一。

福建三明让群众分享更多生态红利与绿色福利福建三明让群众分享更多生态红利与绿色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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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炭产能空前压减，骤然对

煤电等项目抽贷断贷⋯⋯“双碳”目

标提出后，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急

功近利的运动式“降碳”现象。近日

召开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作专题

座谈会强调，坚持从国情实际出发

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切实发挥

煤炭的兜底保障作用，确保国家能

源电力安全保供。

推进“双碳”目标实现，需要科

学认识。众所周知，煤炭在我国能

源消费结构中占据绝对主体地位。

长远来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逐步

减少煤炭使用量是大势所趋。但

“减碳”并非简单退煤。一方面，可

再生能源发电特别是风电和光伏发

电，因为“靠天吃饭”存在着随机性、

波动性等缺陷，需要煤电灵活“调

峰”，为其并网消纳保驾护航；另一

方面，现有技术条件下，肩负我国能

源转型重任的可再生能源还面临大

规模储能和发电成本高效率低等一

系列挑战。此外，我国“富煤、缺油、

少气”的资源禀赋、较高的能源对外

依存度等复杂现实决定：实现“双

碳”目标，去煤不可操之过急，需要

统筹推进。

推进“双碳”目标实现，需要科

技创新。当“双碳”提上议事日程，

如何统筹做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这 篇 大 文 章 ，是 当 务 之 急 。 近 年

来，瞄准化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

一批科研成果脱颖而出，如煤制油

实 现 百 万 吨 级 工 业 化 应 用 、煤 制

乙醇开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时代、

煤制烯烃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形

成⋯⋯一项项重大突破，有效推进

了 我 国 能 源 绿 色 低 碳 转 型 ，也 为

“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

的科技支撑。

未来，如何深入开展煤炭清洁

燃烧与灵活发电，煤与生物质、光热、新型储能耦合发电，煤制清

洁燃料与高值化工品，以及煤炭、天然气工业锅炉窑炉低氮高效

燃烧等关键技术攻关，实现煤炭等化石能源的高效清洁利用，还

须久久为功，做好技术攻关。

推进“双碳”目标实现，需要系统支撑。“双碳”目标的实现是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

革，其中不仅涉及能源结构，还涉及工业过程、交通运输以及生态

系统碳汇、工程碳汇等各个领域，迫切需要跨领域综合交叉，进一

步加强与国内外科研院所、高校、行业部门、企业的紧密合作，形

成全面支撑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体系，推动“双碳”目标早日变

成现实。

贵州发放首张林业碳票——

森林碳汇交易起步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000001”。拿到贵州省首张林业碳票时，黔西市毕绿生态绿

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彭骁心情十分激动，“让公司又多一条

融资途径”。

据了解，黔西市毕绿生态绿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所持碳票涉

及林地 2203 公顷，核定碳减排量 13.573 万吨。按照近几年碳汇交

易的平均最低单价每吨 22.5 元来计算，这张碳票的价值约 305

万元。

黔西市所在的贵州毕节地区石漠化面积大、生态脆弱，是我国

唯一一个开发扶贫试验区。当地“九山半水半分田”，森林覆盖率

最低时不到 15%。生态要改善、群众要吃饭，矛盾如何破解？

没有绿水青山就不会有金山银山。毕节把植树造林、改善生

态环境放在了首位，大规模推进国土绿化和林业生态建设。“目前

毕节的森林覆盖率已突破 60%，作为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屏障的作

用得到有效发挥。”毕节市林业局局长喻祖常说，在贵州省林业局

的支持下，毕节市积极开展林业碳汇研究，测算了市域内森林、草

原、湿地的碳储量和碳汇量，出台了《林业碳票管理办法（试行）》和

《林业碳票碳减排量计量方法（试行）》，进一步推动绿水青山向金

山银山转化。

“林业碳票是林地林木碳减排量收益权的凭证，相当于将一片

森林的固碳释氧功能作为资产交易的‘身份证’，具有商品属性，可

进行交易、质押、兑现。”毕节市林业局造林绿化中心工程师陆芝

说，该市的林业碳票计量方法采用森林年净固碳量方法计算森林

碳汇，可大大提高林业经营主体造林育林的积极性，进而达到扩大

森林面积、提升森林质量、增加群众收入的目的，推进生态建设和

群众增收相得益彰。

对于林权所有人而言，申请制发林业碳票的林地、林木，不影

响其所有权人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当于增加了一笔额外的收

入。彭骁说，有了碳票后，公司不仅能从木材林产品获得收益，还

可以从碳市场得到额外投资回报。

根据相关制度安排，林业碳票用于抵消相应的碳排放量后，立

即进行注销，不再参与市场流通。

据了解，毕节市目前正在积极推动林业碳票上市交易，探索林

业碳汇资产化、金融化、证券化路径，引导金融机构参与开发林业

碳汇资产抵质押融资、碳金融结构性存款、碳债券、碳基金等绿色

金融产品，参与林业碳票存储、流转、融资，推动林业碳汇规范

发展。

喻祖常说，下一步，毕节市将加大林业碳票宣传力度，广泛宣

传林业碳票市场价值、金融属性等，激发林权所有人、各类市场主

体申请制发、购买林业碳票的积极性；还将不断丰富和完善碳票内

容，在体制机制创新上迈开更大步伐，推进森林碳汇交易稳步发

展，让碳票真正变钞票，让森林资源和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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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②①② 航拍的三明航拍的三明

市 建 宁 县 富 强 石 材 矿 山市 建 宁 县 富 强 石 材 矿 山

景景观观。。

（（建宁县融媒体中心建宁县融媒体中心

供图供图））

图图③③ 航拍的三明航拍的三明永永

安市万顷竹海景色安市万顷竹海景色。。

（（永安市林业局供图永安市林业局供图））

③③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