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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林业碳汇碳普惠项目，6个村“卖空气”增收57.66万元
青山巍巍，碧水悠悠，连平县森

林 覆 盖 率 达 76.98%，可 谓 处 处 皆
绿。茫茫林海还能产生什么效益？
对连平县东水村等 6个村的村民而
言，还能“卖”山里的好空气。

前不久，一笔30多万元的碳汇交
易款汇入了东水村的村集体账户。“这
是全村约1.2万亩林地经过专业核查
机构核算确定产生的碳汇交易量收
入，我们打算用于村里的基础设施建
设。”收到这笔汇款，溪山镇东水村村
党总支部书记卢志慧十分激动。他没
想到，空气也能卖钱，现在村民管护山

林的积极性比以前更高了。
据介绍，林业碳汇交易俗称“卖空

气”，即通过委托碳排放权交易所对碳
普惠减排量进行交易，是一项通过市
场机制实现森林生态价值补偿的多方
共赢措施。二氧化碳排放企业通过购
买林业碳汇，抵消企业自身相应的碳
排量，各林场所在地可获得碳汇收益。

为加快实现“两山”双向奔赴，
2021年5月，连平县启动了林业碳汇
碳普惠试点工作。按照《河源市碳普
惠制建设工作方案》要求，连平以壮大
村集体经济为切入点，选取东水村等6

个村作为示范点，申报省林业碳汇碳
普惠项目。2023年8月，省生态环境
厅组织专家到油溪镇富乐村开展林业
碳汇碳普惠项目现场核查。2023年9
月1日，省生态环境厅印发了《关于同
意河源市连平县东水村等6个林业碳
普惠项目核证减排量备案的函》，碳普
惠核证减排量为8871吨，连平县成为
河源市首个完成核证备案的县区。

“首战”传捷报，2023年 11月 23
日，东水村等 6 个林业碳普惠项目
在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完成交易，
以 65 元/吨的成交价，拍出 8871 吨

碳普惠核证减排量，为 6 个村带来
57.66万元的村集体经济收入。这 6
个村中，溪山镇东水村交易量最大，
以 5468 吨的碳汇为村集体挣来了
30多万元收入。“此次交易成功，不
仅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增收，也是连
平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的一个重大突破，为推进绿美广东
生态建设贡献了连平力量。”市生态
环境局连平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生态是连平的第一优势，连平
的碳普惠行动也走在全市前列。为
宣传推广绿色低碳发展新理念，鼓

励广大市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
式，2022年，连平打造了全市首个碳
普惠示范公园，让群众的绿色低碳
生活可量化、有收益。据悉，碳普惠
示范公园设置了 4 个低碳打卡点，
市民、游客在公园游玩时，每到一个
打卡点扫码记录运动轨迹，即可获
得“碳普惠服务平台”小程序奖励的
碳币，用碳币可兑换商品和视频会
员、购物卡、奶茶咖啡等优惠券。截
至 2023年 11月，该平台共发放碳币
总量 29万个，有效引导全社会参与
绿色消费，践行低碳生活。

在全市率先启动国家储备林项目，“绿色红利”惠及更多百姓

履职方式活特色多
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活力更加充沛

阵地建设遍地开花
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载体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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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千万工程”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头号工程。连平县深入
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实施“百千万工程”的总体部署与要求，聚焦
县委“168”目标任务，以“头号力度”推进“头号工程”走深走实，
亮点频现，积极探索出“两山”转化新路径、“一区三园四模式”工
业发展模式、乡村振兴“连片开发、示范牵引”等多项切实可行的
工作方法，走出了具有连平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今日起，本报推出《塑造连平模式 体现乡村价值——连平
县聚力“百千万工程”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深入基层一线
调研采访，从多个维度展现连平县推进“百千万工程”的创新举
措、积极进展和亮点成效，营造奋勇争先氛围。

借林发力 绿富双赢
连平县积极探索“两山”转化通道，扩宽“点绿成金”道路

1吨“碳汇”可
卖 65元，1“碳币”
可乘公交 3次，30

万亩林地将把更多“绿色
红利”惠及百姓……在连
平县，增绿护林的生态势
能，正逐渐转化为群众致
富增收的发展动能。

连平县是国家级生
态示范区、粤北重要生
态屏障、新丰江重要水
源地，绿色是其最美的
底色，生态是其最大的
资源优势。立足于此，
近年来，连平县紧扣高
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
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借林发力，积
极探索“添绿增金”“守绿
换金”转化模式，展现出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
向并进，绿水青山与金山
银山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的生动画面。

核心
提示

眼下正是造林备耕的黄金季节，
在连平县国家储备林项目（一期）留潭
村示范点，造林工人正忙着清理林地、
打穴备耕。“我们计划备耕3048亩，目
前正全力开展备耕工作，确保在春节后
的第一场雨就开始种树。”施工队负责
人说。自去年连平在全市率先启动国
家储备林项目以来，项目建设如火如
荼。截至目前，该项目已获国家开发银
行广东分行贷款批准7.15亿元，收储林
地4.2万亩，建设苗圃基地20亩。

作为粤北重要生态屏障，连平
县历来重视林业发展。建设国家储
备林，是盘活森林资源，发展林业产

业的关键一招，也是连平县深入实
施“百千万工程”，积极探索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连平县从2022年开始谋划实施
国家储备林项目，并将其列入县委、
县政府重点工作全力推进，2023年5
月，在全市率先启动项目建设。根据
总体规划，连平县将在各乡镇适宜造
林区域，利用 8年时间，建设国家储
备林 30万亩。其中，首期建设 10万
亩，建成后财务净值可达 38亿元以
上，通过按县、镇、村和平台企业3∶1∶
3∶3的比例科学分配收益净利润，实
现森林增量、生态增效、产业增值、农

民增收、经济增速“五增多赢”。
连平县城乡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金松介绍，国家储备林项目的实施，
不仅可以提升森林质量，带来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也相当可观。“在推进国
家储备林项目建设过程中，村集体通
过林地流转获得租金实现增收，当地
村民也能参与森林抚育、管护等工作，
获得工资收入。”周金松表示，得益于
林地收储工作，目前连平县7个行政村
村集体获得林地承包费用62.5万元，
大幅增加了当地村集体经济收入。同
时，为了推进国家储备林可持续发展，
连平县积极探索“储备林+”发展模式，

计划在国家储备林中幼林抚育片区种
植五指毛桃、黄精、金樱子、灵芝等林
下经济作物，建设期限为5年，建设规
模为2万亩，预期收入10亿元。

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是龙头，资
金是关键。连平县以“政企银民”联动
模式（即政府牵头，国企、银行合作，村
民参与），委托专业第三方规划设计项
目建设，邀请省林业专家、国开行金融
专家现场调研，综合分析制定总体规
划，以县属国企连平县城乡投资有限
公司为实施主体，负责建设30万亩国
家储备林。同时，连平县对国家储备
林建设进行了指导和规范，突出抓好

资金、土地、苗木、人员等要素保障，为
科学、有序推进连平国家储备林建设
提供有力支撑。

十年树木，点绿成金。放眼连平
县，国家储备林项目从无到有，正在林
区沃土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美了生
态、富了百姓，有力促进了乡村振兴。
连平县表示，将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
任务，始终保持“严、高、快”“深、细、实”
的作风，以国家储备林建设为抓手，深
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全力打造“林城
相依、林人相融”的高品质生态环境，
努力实现森林增量、生态增效、产业增
值、农民增收、经济增速。

■组稿：本报记者刘永菲
通讯员张瑾颜淑瑜

■摄影：本报记者冯晓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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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 道 扩 宽 到 6 米 并 且 硬 底
化，什么时候可以实现？”“大塘
片区的灌溉水塘漏水了，希望代
表们帮忙解决”……在紫金县凤
安 镇 佛 岭 村 ，每 隔 一 段 时 间 ，一
场 热 闹 的“ 说 事 会 ”就 会 在 村 民
家门口举行。

一个茶壶、几盘水果，两三张
桌台和十多张凳子，村民、人大代
表和村干部们齐聚一堂，矛盾、困
难在谈话间找到解决的办法，这
就是凤安镇人大创新设置的“禾
坪说事”活动。

在广袤的河源大地上，像“禾
坪说事”这样的鲜活的“人大故事”
早已不是个例。近年来，全市各级

人大聚焦增强人大代表联络站凝
聚力、影响力、服务力，结合开展

“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主题活
动，在积极推进联络站标准化建
设、规范化管理、常态化运行的基
础上，不断创新履职方式方法，将
接收民意的触角延伸至基层的每
一个角落，有效推动一批人民群众
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

东源县顺天镇人大代表中心
联络站示范引领全镇 11个村（居）
代表联络站深化“三化”建设，通
过“代表进站+民意收集、服务群
众、民主决策、群众共治、群众监
督 ”模 式 ，强 化 代 表 履 职 尽 责 。
2022 年以来，在全镇各级人大代

表的共同努力下，共解决顺天中
学学生宿舍和食堂改扩建项目、
灌区工程和农村集中供水全覆盖
等民生微实事 235件。

活动有载体，履职有平台，工
作有机制。全市各级人大持续加
强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基层立
法联系点建设，积极探索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基层实践，在实际工作中
形成了一批品牌化、特色化的经验
做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载
体作用不断彰显。

不仅如此，围绕典型站建设，
2023年以来全市各级人大代表积
极 创 新 履 职 方 式 ，通 过“ 代 表 关
注，力促发展”的生动实践，不断

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时代内涵。
源城区人大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个
人专业优势，先后成立了“法制财
经”“社会心理服务”“眼健康服
务”和“乡村助农服务”人大代表
专业工作室，搭建履职新平台，让
专业领域中的人大代表有了更多

“用武”之地。
“有了工作室这个接地气的

人大代表活动阵地，我可以更好
地 发 挥 个 人 专 业 优 势 为 群 众 排
忧 解 难 ，精 准 对 接 百 姓 诉 求 ，及
时 达 成 群 众 心 愿 ，履 职 更 有 动
力。”市人大代表、源城区人大代
表、“法制财经工作室”负责人缪
素兰表示。

创新代表联络站建设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市人大常委会推进基层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
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
实、最管用的民主。建设全过
程人民民主基层典型站点，是
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
大理念的重要抓手，对于推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转化
为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2023年以来，市人大常委
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
述，以基层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
为基础，大力推进全过程人民民
主典型站建设，不断扩展全过程
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的广度、深度
和感受度，用一个个百姓身边的

鲜活场景，努力讲好“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实践故事。

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讲好民主故事，是时代的呼
唤，更是人民的意愿。今年，市
人大常委会将继续以该项工作
为抓手，积极探索践行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新形式、新方法，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经验，示范
引领联络站建设提档升级、赋能
增效，切实从“重建设”升级到

“重使用”，使其真正成为人民有
序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成为展
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讲好
人大故事、民主故事的重要窗
口，着力打造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典型矩阵，不断丰富拓展人大
工作的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

核心
提示

坚持和发展好全过程人民民
主，需要深刻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顶层设计。

找准定位，挂好“大局之图”。
2023年 3月 22日，全市人大系统践
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高质量发展
工作会议召开，研究出台践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工作方案，实施9方面33条
具体工作举措。“要深化拓展代表工
作，加强代表建议交办和跟踪问效，
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以信息
化、智能化手段加强代表履职管理，
全力推进代表联络站进行业、进园
区，大力打造代表联络站典型站和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单元。”会议从
全局高度出发，为下一阶段我市推进
全过程人民民主典型站建设工作确
定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蓝图既定，乘势而进。2023年
5月 8日，关于选树全过程人民民主
典型站的实施方案经市人大常委会
第35次党组会议审议通过后正式印

发。根据方案，我市以人大代表联
络站和基层立法联系点为依托，为
开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典型站建设工
作详细列出了“打造 24小时民意直
通车”“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
联系”“坚持联络站活动常态化开
展”等11个工作目标，为下一步行动
提供了鲜明的“灯塔”指引。

2023 年 10 月 10 日，经县区推
荐、试点运行、检查验收，市人大常委
会正式确定驻河源全国人大代表电
子信息产业联络站、东源县义合镇下
屯村人大代表联络站、和平县阳明镇
人大(市基层立法联系点、和平县阳明
镇人大代表中心联络站)、龙川县老隆
镇社区第一人大代表联络站、紫金县
凤安镇佛岭村人大代表联络站、源城
区源南镇人大代表中心联络站、连平
县忠信镇人大代表中心联络站等首
批7个“河源人大全过程人民民主典
型站”，正式揭开打造践行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市域典范新篇章。

顶层设计作支撑
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础更加扎实

科学的顶层设计指引，孕育
了鲜活生动、具有示范效应的基
层实践。近年来，市人大常委会
坚持把推进代表联络站、基层立
法联系点建设作为践行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重要抓手和发挥代表作
用的重要依托，建成镇街人大代
表中心联络站 101个、村居人大代
表联络站 1402 个、基层立法联系
点 7 个，实现全市镇街、村居代表
履职阵地全覆盖。

同时，我市各级人大紧扣高
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实体经济为
本、制造业当家部署要求，以构建
人大代表履职平台为抓手，创新
人大阵地建设，积极推进联络站
进行业、进园区，拓展人大代表联

络站活动内容和形式，深化人大
代表对调研、视察、检查等工作的
参与，帮助企业解决困难，推动我
市高质量发展。

“电子信息产业联络站开展
接待日活动，是践行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具体行动，也是打通服务
企业‘最后一米’的实际行动，各
企 业 在 发 展 中 遇 到 什 么 问 题 请
尽管提，人大代表帮着解决。”驻
河 源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电 子 信 息 产
业 联 络 站 成 立 以 来 ，每 逢“ 双 月
10 日 ”便 会 组 织 开 展 接 待 日 活
动，敞开大门收集符合我市电子
信息产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引
导 全 市 各 级 人 大 代 表 为 我 市 电
子 信 息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贡 献 智

慧和力量。
此后，紫金县绿美紫金生态

建设人大代表联络站、连平县鹰
嘴蜜桃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龙
川县制造行业人大代表联络站、
和 平 县 工 业 园 人 大 代 表 联 络 站
等 18 个行业（专业）联络站纷纷
落地建成。

“我建议镇相关部门要健全
有害生物监测预防体系，邀请专
家 指 导 开 展 松 材 线 虫 防 治 工
作 。”通 过 绿 美 紫 金 生 态 建 设 人
大 代 表 联 络 站 在 白 溪 自 然 保 护
区举办的开放日活动，越来越多
的 人 大 代 表 足 迹 蔓 延 到 紫 金 秀
美河山的深处，为推进绿美紫金
生态建设建言献策。

“我们现在不愁没销路，不愁
没桃卖，就是愁我们的水果运不出
去。”连平县鹰嘴蜜桃产业人大代
表联络站成立后迎来了一批又一
批果农，他们围绕鹰嘴桃种植技术
推广、桃品牌形象打造、旅游配套
设施完善等问题与驻站代表们展
开热烈讨论，有力助推鹰嘴蜜桃产
业做大做强。

从 无 到 有 ，从 有 到 优 ，代 表
联络站的不断完善建设，有效拓
宽了代表横向联系空间，以实际
行 动 推 动 了“ 百 千 万 工 程 ”实
施 ，为 代 表 开 展 工 作 、依 法 履 职
和 深 入 推 进 全 过 程 人 民 民 主 典
型 站 建 设 工 作 顺 利 开 展 奠 定 了
坚实的基础。

■组稿：本报记者梁驱远通讯员邹菡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