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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海拔 1200 多米的土店
子村眺望，峭壁屏列的巫峡云雾

缭绕，洁白的梨花沿着梯田铺满

山谷。微风吹过，淡雅的花香飘

散开来，这个土家族山村迎来一

年中最美丽的季节。

“这里竟然能给手机无线充

电！”坐在村里美食长廊的光伏

桌椅上，游客谭女士无意中将手

机放在桌面上，手机开启无线充

电的提示让她直呼不可思议。

土店子村位于湖北省恩施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因明朝

有人在当地开设茶铺，供茶马古

道上往来商人休整而得名。千百

年来，深藏崇山峻岭之间的土店

子村鲜为人知。如今，这里作为农

村能源革命示范村，因净零碳排

放、可 24小时百分百绿电供应而
备受关注。

在土店子村，光伏发电随处

可见，屋顶、凉亭、广场长廊，甚

至鸡棚、猪舍都搭建有光伏发电

设备。国网恩施供电公司科技分

公司相关负责人陈文涛说，土店

子村光伏装机容量达 1800千瓦，
“理论上讲，满负荷运行 1小时，
可发电 1800度，能满足全村一整
天的用电需求”。

曾几何时，稳定可靠的用电

一直是村民们的期盼。由于农村

电网供电半径长、多采用单辐射

结构、负荷存在季节性差异，导

致农村电网抗灾能力弱，容易发

生长时间停电。

“以前遇到闪电打雷，电线一

旦被击中，村里就会停电。”今年

75岁的村民胡德安说，过去很长
一段时间，柴火既是光源也是热

源，虽然烟熏火燎，但只有看到屋

檐下堆满柴火，才能安心。

2020年 9月，中国向世界宣
布“双碳”目标，即二氧化碳排放

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
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研究显示，薪柴等生物质能

采用直燃方式，利用率仅 10%至
15%，且产生大量碳排放。如何构
建安全充裕、清洁低碳的农村能

源供应体系成为一道必答题。

2023年 3月，国家能源局等
4部门印发方案，要求以点带面
加快农村地区能源清洁低碳转

型，助力实现乡村振兴。当年 8
月，由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

主导，一场以能源清洁稳定供给

和高效利用、乡村产业发展绿色

生态为目标的农村能源革命试

点示范项目在土店子村启动。

记者近日来到村里年出栏

超 4000头的黑猪保种扩繁基地
看到，猪舍屋顶安装有光伏发电

装置，空气中几乎没有异味，路

面和猪舍十分干净。

电力部门结合当地生猪养

殖产业现状，在基地旁兴建总装

机 30 千瓦的沼气发电工程，专
门收集基地产生的粪便以及周

边农户餐厨垃圾，进行“生物质

资源—沼气—电力—肥料”的梯

级循环利用。

国网湖北电科院新型电力

系统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宿磊

说，沼气可发电，沼液、沼渣能制

成肥料还田，实现了生物质能源

的循环利用和清洁能源供给。特

别是配套建设了 80立方米储气
罐，可作为保障夜间绿电供应的

调节手段，还可以联合柔性储能

装置实现离网运行。

养殖户冯彩龙算过一笔账：

过去每年将养猪粪便外送处理

需要花费 4万多元，如今直接送
到沼气发电站，不仅减少粪污处

理成本，每年节约的电费、消杀

费用以及种植牧草的肥料费用

超过 6万元。
这是土店子村推进农村能

源革命的缩影。经过近 2 年建
设，村里已构建以风能、太阳能

为主，微电网与配电网灵活交

互，源网荷储协同互动的清洁低

碳能源供应体系，新能源多元开

发、畜牧养殖、休闲娱乐等产业

立体协同发展格局初现。

2024 年，该村用电量突破
53.7万千瓦时，较 2022 年增长
188%，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总量
占比达 39.77%，较 2022年提升
30个百分点。自农村能源革命项
目投运以来，新能源年发电量

144万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煤
472吨，减排二氧化碳 1436吨、
二氧化硫 43吨。

恩施州发改委能源科科长

杨琳说，目前土店子村新能源装

机容量达 1871千瓦，在满足全村
需求的同时，大量余电可以外

送，土店子村也因此成为湖北省

首个 24小时百分百清洁能源供
应的“绿电村”、恩施州首个“净

零碳排放”村。

今年 4月，一年一度的梨花
节在土店子村拉开帷幕，梨花烂

漫、人声鼎沸，在短短两天时间

内，就接待游客超 5万人次。这
一人数，是该村 2022年全年接待
量 2.5倍。

游客们欣喜地发现，光伏储

能一体化路灯把乡间小路照得

通亮、大功率快速充电桩让驾乘

新能源车不再有里程焦虑、“全

电厨房”烹调的土家菜肴还是那

么美味…… 渊据新华网冤

法律制度如何让天更蓝、

水更绿、土更净？各界高度关注

的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迈出“关

键一步”，法典草案 4月 27日
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五次会议首次审议。

这将是继民法典后，我国

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编

纂生态环境法典，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

法治建设部署。1188条的法典
草案分为 5编，包括总则编、污
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绿色低

碳发展编、法律责任和附则编，

整体提请审议。

“通过对现行生态环境法

律制度规范进行系统整合、编

订纂修、集成升华，编纂一部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

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

反映人民意愿、系统规范协调

的生态环境法典。”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说。

草案对生态环境领域的通

用性制度规范作了提炼归纳，以

总则编为统领，规定了生态环境

领域的重要法律原则和基础性、

综合性、普遍性法律制度，如生

态环境领域规划、标准、影响评

价、突发事件应对等。

蓝天碧水净土，民之所盼。

草案将现行法律规定的污染防

治共性制度总结提炼为通则、

一般规定，并将实践证明行之

有效的成熟经验上升为法律制

度规定。

法典编纂转变以往以单一

生态要素为保护目标的立法思

路，突出系统保护理念。聚焦与

生态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绿色

低碳发展重要环节、重要领域，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将现

行有关流域、区域、自然资源、

生物多样性等生态要素、生态

系统方面和循环经济、节约能

源等方面的法律制度规范，择

其要旨要则纳入或者体现到草

案之中，使法典保持一定的开

放性、兼容性。

“我们适当考虑应对气候变

化、碳达峰碳中和、绿色低碳发

展等方面的法治需求，草案就此

作出原则性、引领性规定，体现

其时代性、前瞻性。”全国人大环

资委副主任委员吕忠梅说。

据悉，此次审议整体的法典

草案后，将分拆为若干单元“滚

动”审议并修改完善。按照时间

服从质量的要求，稳步、有序推

进法典编纂。人们期待，用法典

之笔擘画万物共生的美丽画卷，

让子孙后代永享绿色福祉。

渊据新华网冤

第二部以野法典冶命名的法律浴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迈出野关键步冶 记者从成都市生态环境局

获悉，由四川省生态环境厅、重

庆市生态环境局、成都市生态环

境局联合指导，四川联合环境交

易所与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共

同建设的“川渝碳中和联合服务

平台”已于近日上线运行。

据了解，“川渝碳中和联合

服务平台”系全国首个跨省域双

碳综合服务平台，标志着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在推动区域环境

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取得

重要进展。聚焦服务国家“双碳”

战略，该平台通过完善平台机制

与创新模式，聚合了碳普惠、碳

中和、碳交易、绿色金融、能力建

设等多个官方功能性平台。同

时，该平台集成碳中和见证服

务、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双碳咨

询服务、碳普惠信息服务等多个

功能板块，将为成渝地区企事业

单位、社会公众等提供“一站式”

“全链条”服务。

近年来，通过各级相关部

门通力合作及市场主体创新，

成渝两地在区域碳交易市场协

同、绿色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合作、

碳普惠应用推广、碳中和场景

探索、“无废城市”共建等方面

形成良好互动，川渝碳市场累

计成交超 9000 万吨，低碳发展
硕果累累。此次上线的“川渝碳

中和联合服务平台”将在此基

础上实现业务整合、功能叠加，

推动两地环境资源要素高效流

动，助力打造环境资源市场西

部增长极。

渊据叶成都日报曳冤

4月 22日是世界地球日。记
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中国草原

资源丰富，草原面积近 40亿亩，
居世界第一。

草原被誉为地球的“皮肤”，

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具有基础

性、战略性作用。近年来，中国在

草原生态保护方面取得了历史

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

———草原增绿扩绿取得显

著成效。近年来，国家林草局以

组织实施“双重”“三北”等工程

为抓手，持续推进草原修复治

理。“十四五”以来，中央财政支

持草原保护修复总投资达到

1100 亿元，年均修复草原超过

4600万亩，年均防治草原鼠虫害
面积超过 1亿亩，草原鲜草总产
量超过 5.5亿吨。扎实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治理，坚持乔灌草有机结合，不

断提升草原质量和生态系统稳

定性，三北地区草原生态质量持

续提升，科尔沁沙地正在重现往

日稀树草原风光，京津上风口沙

源明显减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更加牢固。

———草原资源监管效能全

面提升。坚决守牢草原资源安

全底线，始终保持草原执法监

管高压态势，打击毁草开垦、非

法占用草原等违法行为，充分利

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开展草

原变化图斑判读与核查处置，提

高主动发现草原违法行为的能

力。2018年以来，各地累计立案
查处破坏草原案件近 5万起，向
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千

余起。

———草原科学利用水平不

断提高。各地以实施草原生态保

护补助奖励政策为契机，通过加

大人工种草力度、落实禁牧和草

畜平衡制度等措施，加快转变传

统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促进草

原休养生息，有效缓解了天然草

原放牧压力，促进了草原生态的

恢复。 渊据叶人民日报曳冤

全国首个跨省域双碳服务平台上线

中国草原面积近 40亿亩袁居世界第一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土店子村和光伏电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