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效益激励低碳行动

何七香

随 着 低 碳 理 念 越 来

越 深 入 人 心 ，“ 碳 普 惠 ”

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和民

众 生 活 。“ 碳 普 惠 ”这 一

概念是指对社区、家庭和

个人的节能减碳行为进

行具体量化，并采用碳积

分 、碳 币 兑 换 等 激 励 方

式 ，使 公 众 获 得 绿 色 效

益 ，从 而 推 动 个 人 绿 色

行 动 和 低 碳生活方式的

形成。

不 少 企 业 正 依 托 绿

色出行、绿色消费、绿色

社区、普惠公益等场景，

在社会各领域推广碳普

惠实践。

此 外 ，多 家 银 行 也

依托金融产品开发碳账

户 体 系 ，推 出“ 低 碳 家

园”“C 邮记”“G+低碳达

人”等个人碳账户平台，

记录用户步行、公交、地

铁 、绿 色 寄 递 等 低 碳 行

为。个人碳普惠平台可

自 动 核 算 减 碳 量 ，鼓 励

积 累 个 人 碳 积 分 ，为 客

户 提 供 相 应 的 信 贷 优

惠 、消 费 折 扣 、支 付 满

减 、低 碳 商 城 权 益 兑 换

等服务。

碳 普 惠 对 推 动 经 济

社会绿色 低 碳 发 展 起 到

了 积 极 作 用 ，但 我 国 碳

普惠机制还处在发展初

期 ，仍 存 在 制 度 法 规 不

健全、平台不统一、受众

范 围 小 、碳 账 户 未 真 正

打 通 、市 场 化 机 制 尚 未

形成等不足。下一步应

推 动 各 方 形 成 合 力 ，促

进我国碳普惠机制的健

康可持续发展。

一是建立完善全国性碳普惠制度，推动构建统

一的碳普惠平台。研究出台个人减排核算标准、

碳普惠监管规制、交易规则等制度安排，推动建设

全国统一的碳普惠平台，为公众提供个人碳账户

的建立、减排量的核算、签发、兑换、交易、变更等

服务。在确保个人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推动全国

统一碳普惠平台的建设和互联互通，为我国碳普惠

机制的长效发展提供制度和基础设施保障。

二是丰富碳普惠激励手段，扩展个人减排场

景。借鉴在交通、商超等领域取得的碳普惠实践

经验，深入探索碳普惠方法学，围绕绿色消费、低

碳出行、循环经济等领域，挖掘更多适用于我国碳

普惠实践的领域、场景和激励方式。

三 是 加强政企银合作，鼓励第三方机构参与

平台联通。可通过政企银合作，推动碳账户互联

互通，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其中，让广大公众通

过低碳行动，获得更多可及的绿色福利。

2023年 11月 4 日 星期六7 生 态

绿 色 富 民 襄 阳 茶
分级、整形、精制、包装。近日，在湖北襄

阳市南漳县襄阳竹林翠峰茶业的自动化生产

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将每公斤售价 118 美元的

玫瑰红茶装入印有“襄阳高香茶”品牌标识的

盒子里。竹林翠峰茶业总经理胡长安介绍，截

至今年 7 月底，公司已经出口 210 吨共计 1300

万美元的茶叶，预计全年将突破 2000 万美元。

作为湖北茶叶主产区之一，襄阳有着 3000

多年种茶历史，明清时期是“万里茶道”的重要

转运中心。2012 年，襄阳高香茶成功注册为国

家地理标志商标。

“十年磨一剑，泡好一杯茶。”襄阳市政协

主席、市茶叶产业链链长李诗表示，统筹做好

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襄阳高香

茶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品牌强、百姓富

的绿色发展之路。

民生产业

秦巴山脉，云雾缭绕，勾画出一道道美丽

的曲线。北纬 31°14′—32°27′，是茶叶生

长的黄金地带，襄阳高香茶的主产地南漳县、

保康县、谷城县就位于这一区间内。

清晨 6 点的保康县店垭镇，随处可见挎着

篮子的茶农在采摘新发的嫩芽。“我们店垭是

有名的茶乡，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茶园，大家都

是每天清晨或傍晚天气凉快的时候去采，更有

勤奋的茶农，顶着中午的大太阳都要去采茶，

因为采摘的鲜茶当天就能卖出去补贴家用。”

店垭镇神农村村民李正平说。

店垭镇现有茶园面积达 4.3 万亩，12 个茶

叶专业村，20 余家茶叶加工厂，生产毛尖、银

剑、炒青、龙井等十多个品种，年产茶叶 600 万

斤左右，产值超 2.5 亿元。从事茶叶种植、加工

和销售的人口占全镇总人口达到一半以上，茶

产业是当地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民生产业。

像店垭镇这样的以茶产业为支柱产业的乡

镇，在襄阳南漳、保康、谷城的广袤山区还有很

多。如何用“一片叶子”敲开致富门？近年来，

襄阳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依托自然资源优势，念

好“山字经”，打好“生态牌”，做好“茶文章”。

在玉皇剑的茶山上有一座茶坛，它是鄂西

北茶文化的地标，也是茶农百折不挠、不断探

索的精神象征，正如玉皇剑的创业之路——从

难以支撑的改制企业到销售产值 4 亿元的“中

国茶叶行业百强”企业，从数千亩基地的茶叶

加工厂到集“吃住行游乐购”于一体的省级休

闲农业示范点，从一片茶叶发展到一个特色产

业集群，湖北玉皇剑是“襄阳高香茶”成长的

缩影。

湖北玉皇剑公司董事长张于学说，2008

年，公司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形式，吸纳

股东 70 多家，以合作社入股、以茶场入股，与茶

农利益共享，让茶农们充满了干劲。

走进南漳县香耳山生态茶园，漫山遍野的

茶树呈阶梯状分布，茶农们穿梭其间，采摘今

年第一批秋茶。“秋茶受气候、雨水的影响比较

大，今年我们这边的雨水比较充沛，秋茶产量

比去年要高不少，按目前统计亩产能达到 10 多

斤干茶。”南漳县香耳山生态农业总公司负责

人刘洪波说。

制茶车间里，新鲜的茶香弥漫整个车间，

采摘回来的新鲜茶叶，经过摊晾、杀青、揉捻等

多个步骤，制成最终的成品茶。“今年秋茶选用

的是一芽一叶有机鲜叶做的秋毛尖，现在市场

价格在 700 元一斤，目前销售量还挺好的。”炒

茶师傅刘普波说。

2022 年，襄阳种植茶叶 46 万亩，年产干茶

2.2 万吨，实现综合产值 80 亿元。一片小叶子

成为带动 10 万茶农增收的金叶子。“力争 2025

年实现综合产值 150 亿元，把襄阳高香茶打造

成全国知名品牌。”襄阳市提出了茶产业三年

发展目标。

提升品质

湖北玉皇剑茶业有限公司的加工生产车

间里，6 条生产线一字排开，刚采的鲜叶通过传

送带，均匀铺在“立体”晾晒平台上，之后进入

杀青机，接受热风的“洗礼”，散发出阵阵茶

香。“摊晾平台、动态杀青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设备。”该公司总经理姚伟介绍，摊晾平台让鲜

叶在恒温条件下尽快失水，动态杀青让茶叶受

热更均匀。

以前从炒制到烘干需要 6 个人 8 小时。新

生产线只需 3 个人 6 小时就可以完成，且产品损

耗降低 5%，茶叶的香气、口感、外形明显提升。

据介绍，襄阳虽有茶叶加工厂 300 多家，但

整体规模偏小，规模化、产业化水平偏低，有些

甚至还停留在“柴火炒茶”阶段。

从 2021 年起，襄阳全面推广应用标准化、

清洁化、连续化技术改造，鼓励支持企业开展

工艺革新和设备更新，对纳入计划的新建厂

房、新购设备符合“襄阳高香茶”加工规划布

局、达到“襄阳高香茶”加工规范和品质表现

的，给予最高 30 万元的一次性奖补。

去年 5 月，湖北裕满春茶业有限公司通过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开始自主出口茶叶。

“很大程度得益于生产工艺的提升。”该公司总

经理杨书成介绍，2021 年公司有一批茶叶被合

作企业检测出高氯酸盐超标，经查并非茶叶品

质问题，而是杨絮飘落在茶叶上所致。为此，

公司投资 1100 万元对生产环境进行清洁化改

造，引进全自动茶叶加工生产线，产品达到出

口欧盟的标准。

良种是农业的“芯片”。从 2018 年起，襄阳

市、县两级政府开始推广适合本地生长的“福

鼎大白”“中茶 108”“巴渝特早”等无性系优良

品种，免费向茶农提供茶苗，并在基地建设、田

间管理、绿色防控、机械化推广等方面给予补

贴，鼓励发展高标准茶园，改造老旧茶园。

“新建一亩茶园，首年补贴 800 元，第二年、

第三年分别补贴 500 元，改造一亩茶园补贴 500

元。”谷城县农业农村局茶叶办主任蒋绍波表

示，新建、改造一亩茶园分别需要投入 8000 元、

2000多元，通过政府补贴提高了茶农的积极性。

品质和产量的提升，也为茶农带来实实在

在的收益。谷城五山镇西湾村村民姚兴涛投

入 100 多万元改造了 600 亩老茶园，亩产实现

翻番，干茶产量近 2 万斤，销售额超过 1300 万

元。今年，他又承包了 200 亩荒地新建茶园。

截至目前，襄阳已新建高标准茶园 10 万

亩，改造老茶园 15 万余亩。该市计划 3 年内实

现高效生态茶园面积 50 万亩。

好茶飘香

“襄阳茶区自然条件好、种植历史

久，先天优势明显，但由于过去很长时

间都以小作坊、分散式经营为主，没

有及时形成强有力的支柱性龙头

企业和影响力强的区域公用品

牌。”李诗说。

为改变这一局面，近年

来，襄阳围绕做优做强“襄

阳高香茶”区域公用品牌，

多举措推动茶产业集群化、

专业化发展。

得 益 于 良 好 的 生 态 ，

襄阳高香茶茶中的主要呈

香成分多达 68 种，香气成分

香叶醇、橙花叔醇、植醇等香

气物质较大多数同类绿茶高

10%以上。基于此，2009 年底，

襄阳市农办联合相关部门以及

茶叶生产企业对襄阳茶产业情况

进行广泛调研、论证，决定以“襄阳

高香茶”作为襄阳茶产业公共品牌进

行打造。

2012 年 1 月 ，

“襄 阳 高 香 茶 ”获 得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

册证书》，成为襄阳第一

个 以 地 市 级 名 义 注 册 通 过

的地理标志商标。10 余年来，

襄阳市对茶产业共投入 3 亿元扶持

资金，从生产技术创新、品牌培育、经

营主体扶持、产业链延伸等各个方面进行了

引导。

同时，按照“一个统一、两个提升、三个走

出去”的襄阳高香茶品牌建设思路，将全市茶

叶企业、合作社都统一到襄阳高香茶公共品

牌下。

按照“统一名称、统一标识、统一标准、共

享品牌、共同打造、共有提升”的原则，襄阳市

组建了襄茶集团促进茶业品牌建设，采取“企

业品牌+公共品牌”双品牌运作模式，将全市名

茶品牌整合到“襄阳高香茶”大品牌下。

如今，该市已打造“汉家刘氏”“玉皇剑”

“水镜庄”“荆山锦”4 件襄阳名茶“中国驰名商

标”，并将“磨坪贡茶”“羊角山”“香耳山”“威

杰”“白云观”“蓝溪”等一批地方名优茶品牌全

部纳入“襄阳高香茶”品牌旗下。

今年 4 月，在湖北省首届“楚茶杯”斗茶大

赛中，“襄阳高香茶·玉皇剑”斩获绿茶茶王，标

志着“襄阳高香茶”再次跻身全国顶级优质名

茶行列。今年 9 月，在第二届中外地理标志产

品博览会上，代表襄阳参会的“襄阳高香茶”地

理标志喜获“2023 年十佳单位”荣誉。2022 年，

“襄阳高香茶”已成功入选第二批中欧地理标

志互认协议名录。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胡海洋说，随着种

植、加工品质的提升，襄阳高香茶正迎头赶上，

品牌影响力逐步提升，先后入选中国农业区域

公共品牌 300 强、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保护名录，

品牌价值近 10 亿元。

小微湿地育出多种生态产业
本报记者 吴陆牧

来到重庆市梁平区，许多人会选择到双桂

湖国家湿地公园走一走、看一看。在这个总面

积近 300 公顷的公园里，一个个小微湿地吸引

了白鹭、红隼等 200 多种野生动物繁衍栖息，园

内还建设了三峡竹博园、荇菜长廊等科普场

所，每天都有众多市民和游客到此休闲观景。

梁平区是我国西南地区唯一一座国际湿

地城市，境内 408 条流域水系纵横交错，78 座

湖泊和 80 万亩稻田湿地星罗棋布。近年来，

当地立足生态本底，在全国率先提出城市湿地

连绵体和乡村小微湿地生命共同体的湿地建

设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推动城

镇生态空间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有机融合，

走出了一条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敬畏自然的

可持续发展之路。

过去，双桂湖是梁平区城郊的一个水库，

周边居民在湖里肥水养鱼，造成湖底淤泥沉

积，水质一度降至劣Ⅴ类。为修复生态环境，

梁平区实施了治水、净水、蓄水、活水、涵养水

五大举措，推进城市湿地连绵体建设。“我们借

助生物沟、梯塘小微湿地等生态屏障对雨水层

层净化入湖，还原一湖碧水。”梁平区林业局党

组书记、局长陈世康说。

湿地环境不但为市民营造了一碧万顷的

良好环境，也为珍稀动植物的生存提供了优越

条件，生物多样性大幅提升。“现有高等维管植

物 623 种，脊椎动物 283 种，其中鸟类有 213

种。”梁平区湿地保护中心科研宣教科科长余

先怀说，最近几年，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青

头潜鸭、彩鹮等鸟类纷纷现身双桂湖。

以双桂湖作为城市湿地网络核心，梁平区

实施了河湖连通工程，引水入城、进小区，建成

了窝子溪、赤牛溪、八角荷塘等一批城市湿地

公园，构成结构完整、功能连续的 30 多平方公

里城市湿地连绵体。

梁平区礼让镇川西村是重庆市规模集中

度最大的商品鱼生产基地，当地修建了一条长

约 0.75 公里的生态沟渠，对养殖尾水进行净化

处理后，再重新引回池塘，建设形成了鱼菜、鱼

稻共生的鱼塘湿地。“过去的一塘死水如今变

成了致富的源头活水。”川西村党总支书记何

继龙说，该村已经连续 3 年入选“全国乡村特

色产业超亿元村”。

走进梁平区竹山镇猎神村，稻田湿地、山

地梯塘串珠成链，别具特色的巴渝民居掩映在

苍翠竹林间，勾勒出一幅恬静闲适的田园画

卷。过去，猎神村是一个矿山，生态环境遭到

破坏。近年来，村里关闭了 20 多家石膏矿厂，

对近 50 亩矿山塌陷区进行人工微调，形成了

百余个大小不一的梯级塘，建成山地梯塘小微

湿地群。

“依托独特的湿地景观，猎神村将闲置民居

打造成湿地民宿群，实现了矿山变湿地、竹林变

园林、农房变客房，乡村旅游业蓬勃发展。”猎神

村党总支书记陈宗寿说，全村已建成 20余家精

品民宿，去年共接待游客40余万人次。

如今，梁平区已形成“小微湿地+有机产

业”“小微湿地+民宿康养”等融合发展模式，

湿 地 养 殖 、

湿 地 康 养 、

湿地旅游等生

态 产 业 蓬 勃 发

展。“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湿地生态

价值实现路径，全力做好国际湿地城市‘后半

篇’文章，为梁平带来更多的生态价值、经济价

值、社会价值，让湿地造福于群众。”陈世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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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乘船在重庆市民乘船在重庆

市梁平区八角荷塘城市梁平区八角荷塘城

市 湿 地 公 园 赏 花市 湿 地 公 园 赏 花 。。

熊熊 伟伟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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