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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碳中和不仅涉及经
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还与人
们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以人们住有所居的“住所”为
例，根据《中国建筑能耗研究报告

（2020）》，2018 年 全 国 建 筑 业 终
端碳排放总量为 49.97 亿吨，占全
国碳排放总量的 50.6%。可见，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推进
建筑领域节能降碳大有可为。

推广使用绿色建
材，发展低碳建筑结构
体系

一座高楼大厦，起于一砖一
瓦。建筑领域的碳排放从建筑材
料的生产开始。

实际上，建筑材料的碳排放
量不容小觑。2020 年，我国主要
建筑材料水泥产量为 23.77 亿吨，
排放二氧化碳量约占全国总量的
12%，钢材产量为 13.24 亿吨，碳
排放量约占全国总量的 15%。

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震宇表
示，“为减少建筑材料在生产阶段
的碳排放量，应发展木结构、钢结
构等可回收的低碳建筑结构体
系，并大力发展和推广绿色建材
的使用，将碳排放强度作为绿色
建材认定的主要评价指标，生产
具有固碳能力的绿色建材。”

绿色建材具有资源和能源消
耗少、环境污染小、碳排放强度低
等优势。“十三五”期间我国部署
了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化、绿色
宜居村镇技术创新、固废资源化
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但对
绿色低碳材料的研发还有待加
强。

业内专家建议，针对绿色建
材在建筑保温、环境保护等领域
的应用，应在“十四五”时期布局
一批重点项目，建立以企业为主
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
合的绿色建筑和建材产业技术创
新体系，加快绿色建材颠覆性低
碳技术与装备的研发和成果转
化。

河北奥润顺达集团总裁倪海

琼则建议，在部分省市开展美丽
乡村超低能耗建筑试点示范，通
过推广应用超低能耗建筑技术，
营造健康宜居、节能低碳的高品
质居住环境。

从设计阶段降低建
筑能耗，对既有建筑进行
绿色改造

“在建筑规划设计过程中，采
取周密、有效的建筑设计措施，可
降低 65%—75%的建筑能耗。”张
震宇告诉记者，“在建筑周围合理
布置花草树木、水域、假山、围墙
等，能利用室外自然资源创造良
好的室内微气候。”

实际上绿色建筑不仅是宜人
舒适的，更是低碳环保的。在设
计阶段，通过优化建筑形体、建筑
体量及建筑朝向，可以达到让建
筑多使用自然光并利用高低差进
行自然通风换气的目的。除了从
设计阶段降低建筑能耗，还可对
既有建筑进行绿色改造。张震宇
介绍，通过优化建筑场地、节能设
备，改善室内环境等措施，对现存
老建筑中不符合节能减排标准的
细节进行升级改造，进而达到国
家绿色建筑标准。

相关调查研究发现，经过绿
色改造后的建筑平均碳排量将下
降 42%。不过，目前我国现有建
筑的绿色改造主要集中在公共建
筑领域。对此，张震宇建议，政府
部门应建立有效的引导、激励机
制，鼓励对居民既有建筑也积极
进行绿色改造，同时在改造技术
上也要革新，除常规的采暖空调、
电气照明等设备性能的提升外，
还应在可再生能源、余热回收技
术上进行突破创新。

此外，提升建筑周边生态系
统的固碳能力也成为下一步的重
点。张震宇表示，“除了居住区中
的景观绿化，室内的绿化、外墙的
垂直绿化、阳台绿化等都要考虑
进来，通过加大建筑自身及周边
的绿化面积来提升碳汇能力，实
现建筑自身的碳中和。”

重塑“肌理”，实现还河于
民、还绿于民

“咱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就是过去
屯河水泥厂的厂区，通过整治，这里建设
成了新疆大剧院。”行走在头屯河岸边，
昌吉州生态环境局昌吉市分局办公室主
任摆建明不时介绍道。摆建明是土生土
长的昌吉人，曾经参加过头屯河整治工
作，见证了头屯河发生的生态巨变。

回想起过去的头屯河，摆建明说，头
屯河是进出昌吉的必经“大门”，水泥厂、
砂石料厂、预制厂等企业曾遍布头屯河
两岸，他每次路过，看到河道两边的环境
乱象，“心里真的感觉很不舒服。”

勇于担当实干，敢于动真碰硬。昌
吉市开始了一场水环境治理的攻坚战，
先抓流域综合治理，再结合城市建设，全
面治理头屯河，还河于民、还绿于民。

2012 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启动实施
头屯河沿岸综合整治工程，并作为“环保
优先、生态立区”的重点工程予以重点推

进。依据自治区批复的《头屯河沿岸综合
整治区域协调发展总体规划》，昌吉市头屯
河生态环境整治项目南起乌奎高速公路、北
至北绕城公路，东临第十二师，南北长 13.3
公里，整治区域面积达 9.1平方公里，采用
PPP模式，建设总投资达38.17亿元。

昌吉市住建局副局长张晓东介绍，
昌吉遵循资源开发可持续、生态环境可
持续、经济发展可持续的原则，综合考虑
行洪安全、生态恢复、水系治理、产业配
套，将头屯河生态整治项目按照“一湖、
两带、五节点、三区域”进行了规划，打造
自然生态修复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相
互促进的城市门户工程。

搬迁整治，打造产业新高地

提 起 笑 厨 牌 酱 醋 ，昌 吉 人 都 很 熟
悉。这家拥有 37 年历史的昌吉本土企
业，在头屯河畔经营了 21 年。2011 年，新
疆笑厨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笑厨）在
头屯河沿岸企业中，率先“举家搬迁”至

闽昌工业园。
新疆笑厨食品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俞春山介绍，进入新厂区后，企业又投
入了 500 多万元建设污水处理设备，日处
理废水 30 吨—120 吨，达到了国家二级排
放标准。经处理后的废水，通过闽昌工
业园污水管网进入昌吉市污水处理厂，
集中再处理。

俞春山坦言，以前笑厨受到场地等
限制，无法扩大产能，这次搬迁无疑为企
业带来了发展的新机遇。通过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创新产品、升级设备，企业发
展走向智能化、自动化、绿色化。目前产
品品类已增至 200 多个，在全国市场进行
销售。

如今的头屯河风光旖旎，不仅是昌
吉的“门面担当”，更是产业新高地、城市
新客厅、生态新空间。在俞春山看来，践
行绿色发展早已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2012 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启动实施
头屯河沿岸综合整治工程，乌鲁木齐、昌
吉、兵团十二师三地协同治理，集中破解
资金、征拆难题。2012 年—2017 年，昌吉
市投入征收资金 16.09 亿元，对头屯河西
岸 93 家企业、13 家砂场、599 户居民及相
关构筑物实施搬迁，还绿头屯河，也为企
业带来绿色发展新机遇。

推行河长制，让保护意识
深入人心

“今天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分两组
进行巡河。”这是昌吉市绿洲路街道党工

委书记狄晓娟和同事们正在开展一项每
周雷打不动的工作——巡河。按照河长
制工作要求，四级河长每周要巡河一次，
2021 年 7 月头屯河注水后，这项工作就成
了他们的必修课。

“冬天，河道没有水，我们要看河长
制的牌子有没有破损、河道周边有没有
垃圾、各类设施有没有损坏。我们希望
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真正让保护河湖
的理念深入人心。”狄晓娟说。

说话间，狄晓娟打开手机中的“钉钉
工作群”，群里有 65 名成员，他们是绿洲
路街道 16 个社区的社区干部和便民警务
站的民警辅警。时不时地，有人将巡河照
片传进群里。狄晓娟介绍，这是绿洲路街道
的打卡巡河方式，每日8人巡河，巡河期间，
分为车巡和步巡两组，发现问题拍照上传，
通过“钉钉工作群”交流工作。

河 长 制 不 是“ 挂 名 制 ”，而 是 责 任
制。头屯河的治理与保护，寄托着广大
群众的殷切希望。实行河长制以来，头
屯河流域管理局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决
策部署，严格对照年度河湖管护目标，强
化措施，重拳整治头屯河流域生态顽疾，
生态治理投融资机制、河长制工作考核
机制等新模式不断涌现，目前已实现各
级河长全覆盖、工作推进全覆盖、责任落
实全覆盖。

如今，头屯河已然成为昌吉市城市
建设的点睛之笔，让这座城市焕发出无
限生机与活力。市民们站在头屯河大桥
上远眺，就能看到华彩蝶变的头屯河河
水自南向北缓缓流淌。滨河而居的昌吉
人民且歌且舞，沉醉美景间。

治河点睛之笔
点出“冰雪大世界”

绿色建筑助力碳减排绿色建筑助力碳减排

◆本报记者肖琪

◆本报见习记者陈奕皓

滑冰、雪地足球、雪上爬犁、大型冰雕展、雪雕
展 、花 灯 展 …… 走 进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昌 吉 庭
州 冰 雪 大 世 界 ，仿 佛 进 入 了 一 个 晶 莹 剔 透 的 童
话 世 界 。 在 刚 刚 过 去 的 冰 雪 旅 游 季 ，庭 州 冰 雪
大世界吸引了众多昌吉市民和各地游客前来游
玩打卡。

“早就听说这里有全疆最大的冰雪大世界，今
天我们特意组织从吐鲁番来的小朋友们，一起感

受一下。以前我也来过这里，没想到曾经的‘烂河
沟’现在变成了美丽的‘冰雪世界’。”吐鲁番市新
铁青旅行社工作人员卡斯木·吐尔逊说。

作为 2022 年昌吉冰雪节主会场的庭州生态绿
谷，曾被当地人称为“头痛河”。2021 年 10 月，历时
多年的头屯河生态治理工程完工，变身市民口中
的“幸福河”。今年冰雪节现场就设在头屯河大桥
两侧的自然生态修复公园，这也是一次生态治理
成效的集中展示。那么，头屯河“美颜”的背后，藏
着哪些故事？

重庆荒坡复绿陡崖花开，生态系统重建

网红列车开向生态的“春天”
◆本报见习记者余常海通讯员石竹

杨珂对花枝蔓叶有一种近乎倾心的
执念。在重庆这座有山有水的立体城市
里，作为重庆市风景园林规划研究院园林
设 计 师 ，她 更 有 机 会 为 山 水 作 画 ，泼 墨
生花。

迎着朝阳，重庆轨道交通 2 号线佛图
关段鲜花盛放，轨道列车穿行花海，开往
春天，成为重庆网红打卡地。

而让轨道列车与花海完美融合的“开
往春天”设计理念，就出自杨珂所在的设
计团队。荒坡复绿，陡崖花开，在他们看
来，这趟列车更像是开往生态的“春天”。

陡崖的春天

鹅岭是重庆渝中半岛的制高点，瞰胜
楼将两江风光尽收眼底，入夜灯海，尤为壮
丽。沿鹅岭而下，佛图夜雨，洪崖滴翠，构成
了重庆主城中央山脊线最唯美的画卷。

这里，也是重庆轨道交通、山城步道
的交汇处，闻名遐迩，游人如织。但特殊
的地理环境让佛图关沿线的陡崖边坡渐
渐出现了滑坡、崩塌等问题，边坡陡崖的
稳定性与防护成为重庆生态治理的关键。

早在 2019 年，结合“山城”的特点，重
庆市城市管理局就开始筹备推进坡坎崖
绿化美化工作，重点对中心城区城市“秃
斑”进行治理，其中包括对城中山体和轨
道 沿 线 的 打 造 ，佛 图 关 轨 道 沿 线 就 在

其中。
杨珂和设计团队负责为这段陡崖进

行复绿美化。“宜木则木、宜花则花、宜草
则草。”杨珂告诉记者，尊重自然、恢复自

然是他们遵循的唯一原则。他们决定采
用植物或植物与 GRC 塑石假山材料相
结合的方式，代替纯工程防护，起到稳固
边坡、防止土壤流失的作用。

具体来说，就是要利用植物防护坡
面，既防止雨滴击溅，减小径流量与产沙
量，减缓径流流速，增加土壤下渗，又增加
坡面糙率，提高土体的抗剪强度。在土石
质边坡整体稳定的情况下，利用植物根系
涵水固土的原理来保障坡面层的稳定性，
起到美化环境、保护生态的作用，也更有
自然感。

杨珂介绍，基于此，他们的首要任务
就是选择能在恶劣条件下种植成活的先
锋草本植物，再与灌木、乔木相互搭配，实
现乔、灌、草有机结合、合理配置植物结
构，恢复其生态平衡，增强群落的稳定性
和生物多样性，以最小的人工干扰，正向
改善生态环境。

由此，他们先选择开花色叶植物，完
善补充了花灌木、地被系统等。借助一系
列修复措施，植物群落重构、生态系统重
建，陡崖也迎来了满是绿色的“春天”。

列车的春天

边 坡 治 理 为“ 春 天 的 故 事 ”开 了 个
好头。

佛图关段是重庆轨道交通 2 号线穿

行的必经之处。列车从大坪站的隧道穿
越而出，阳光扑面，佛图关山崖、嘉陵江碧
水构成了这一地段“网红气质”的基础。
那么，如何成就这一“网红”地呢？

杨珂和团队多次乘坐列车穿行，在崖
边步道思索：“要让列车内外游客有不同
的观赏感受。”经过实地走访，他们决定让
原本暗色调的山脊线增添一条“绿中透
彩，花带环腰”的亮色带，使之形成独特的
山脊景观带。

而且这条景观带一定要让乘客在乘
坐轨道交通的过程中，瞬间感受到窗外景
观变化的视觉冲击力。因此，对植物品种
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种植物要能克服坡面陡峭、土壤
贫瘠、山体面朝北、日照时间不够等不利
因素。”杨珂对花枝蔓叶的了解，在此刻发
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多次优化完善，既耐
阴耐旱，生长能力又强的“美人梅”脱颖而
出，成为杨珂和团队的最佳选择。

虽然名为“美人梅”，但其实是蔷薇科
李属的植物，杨珂说，它是由重瓣粉型梅
花与红叶李杂交而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被
广泛运用到园林绿化中。

由于受地势和现场环境限制，施工机
械无法进入，项目建设只能靠人工作业，
大规格乔木无法种植，所以沿线种植的美
人梅看上去要比市街绿化种植的小一些。

另外，现场有不少区域的土质很差，
无法适应植物生长。为了规模化种植，先
在山坡上打坑，再填种植土，最后才将“美
人梅”种进去，保证了“美人梅”能靠近轨
道“扎堆”。

实际上，簇拥轨道列车的粉色花海惊
艳了春天，也成就了列车的“春天”。重庆
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也向记者表示，如今，
不仅更多的游客选择乘坐重庆轨道交通
2 号线欣赏这片花海，佛图关段的山城步

道也人山人海，成为重庆春天最红的打卡
地。重庆轨道交通 2 号线被网友称为“开
往春天的列车”。

生态的春天

花海成就了列车，列车也成就了花
海。为了提供更好的观赏体验，重庆市城
市管理局又在此处新栽植了樱花、三角
梅、梨花等开花乔木，花期各不相同，四季
都有花开。此外，还增设了观景平台、步
道、座椅、雕塑、停车场等设施，方便市民
出行赏花。

“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四季见花、处
处花香”，重庆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为消除城市绿化“秃斑”、增加
城市绿量、修复城市生态，重庆正加强对
城市坡地、堡坎、崖壁的绿化美化，以“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基本原则，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为市民提供更绿
色、生态、休闲的城市人居生态环境和绿
色空间。截至 2021 年 12 月，重庆中心城
区坡坎崖绿化美化累计完成项目 309 个，
面积 1410.27 万平方米；中心城区以外的
区县累计完成项目 1043 个，面积 1601.24
万平方米。

春风起，所有美好如约而至。杨珂不
止一次在春天的时候来到佛图关段，面对
眼前的列车、花海与举起手机不停拍照的
游客，她有点“小骄傲”，也有点“小确幸”：
这是陡崖与列车的春天，也是杨珂的春
天，更是生态的“春天”。

市民在拍摄穿行花海的列车市民在拍摄穿行花海的列车。。王正坤摄王正坤摄

“大爱筑绿城，低碳我先行”环保公益活动日前在湖南省长沙西湖
公园举行，华融湘江银行、湖南省生态保护志愿服务联合会的“萤火虫”
志愿者在此种下 100 棵桃树。据悉，这项公益活动已连续开展 8 年，累
计植绿面积 140余亩。 刘立平供图

图片新闻

游客在庭州冰
雪 大 世 界 合 影 留
念。 杨斌摄

游客在庭州冰雪大世界嬉戏游客在庭州冰雪大世界嬉戏。。 杨斌摄杨斌摄

据新华社电 记者日前从黑
龙 江 省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了 解 到 ，
2022 年，黑龙江计划完成营造林
100 万亩、森林抚育 483 万亩，不
断增进人民群众生态福祉。

今年 3 月 12 日，是我国第 44
个植树节。作为我国林业大省，
黑龙江省通过多种多样的植树活
动，激发人民群众爱林造林热情，
推动义务植树创新发展。同时，
将义务植树与林业重点生态工
程、城市绿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等紧密结合，城乡人居环境
得到改善。

2021 年，黑龙江省参加义务
植树人数达 236 万人次，栽植树
木 1207 万株，新建义务植树基地
229 个、面积 0.9 万亩。高质量完
成营造林 155.9 万亩，完成村庄绿

化 9.5 万亩，打造省级村庄绿化示
范村 100 个，村庄绿化覆盖率达
到 18.8%。完成沙区造林种草 4.2
万亩。

黑 龙 江 省 已 建 立 五 级 林 长
制，明确各级林长 10698 名，并以
林长制为主要抓手，进一步压实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保护发展林
草资源的主体责任，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筑牢
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2022 年，黑龙江省将以林草
数字化为支撑，科学高效保护和
利用林草资源，重点抓好国土科
学绿化工作，高质量完成年度营
造林和村庄绿化任务，计划完成
营造林 100 万亩、森林抚育 483 万
亩、森林管护 7270 万亩。

孙晓宇

黑龙江今年将完成营造林100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