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当天，由“双碳法治研究基地”共同发起的《中国双
碳法治发展报告（2023—2024）》发布。《报告》透露，认购碳
汇成为各地法院在破坏森林资源类犯罪以及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类案件的新方式。在“两高”2023年发布的涉碳典型
案件中，均有关于购买碳汇作为生态环境损害替代性修复
的案例。

认购碳汇，简单来说就是个人或企业为了弥补自身活
动（如工业生产、砍伐森林等）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通过
购买一定数量的碳汇来抵消自己的碳排放量或支持植树造
林等生态修复项目。

去年12月，襄阳老河口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危
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在老河口市人民法院监督下，
两位被告人武某、杨某在湖北碳市场购买并注销617吨（价
值2.78万元）碳配额，用于修复被破坏的野生动物资源。据
悉，这是湖北省首例实现“以碳代偿”履行生态修复责任的
案例。

今年6月，“双碳”司法服务长江基地揭牌；8月，武汉海
事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非法捕捞破坏长江生态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被告人自愿认购100吨林业碳汇，来履行长江
生态修复义务。

2021年11月，湖北法院在全国法院系统率先出台《关
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服务保障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
现的实施意见》，为司法服务双碳工作提供了行动纲领。同
时，省内各地法院也在积极探索滥伐林木案件中使用碳汇
方式进行生态修复。

据介绍，湖北审判机关将以此活动为契机，进一步牢固
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以双碳工作为引领，充分发
挥职能作用，持续加快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不断提高涉碳案
件审判的科技含量和法治水平，为实现美丽湖北绿色崛起
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法治守护绿水青山 携手共绘生态画卷

湖北“引智借脑”助力全国碳市场建设

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
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更需要法治的保驾护航。

全国碳市场作为实
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性
政策工具，自2021年7月
16日上线以来，已连续交
出了两个履约周期的“高
分答卷”，累计交易量近5
亿吨，累计交易额超 270
亿元，碳市场优化要素配
置作用初步显现，成为推
动我国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抓手。

一直以来，湖北积极
探索双碳领域的法治研
究和实践。2023 年 9 月
14 日，首届双碳法治（武
汉）高峰论坛召开。湖
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
碳排放权登记结算（武
汉）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中碳登”）、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组建“碳达峰碳
中和司法理论与实践基
地”，发布了《双碳法治
武汉共识》。

2024年9月21日，第
二届双碳法治（武汉）高
峰论坛在中碳登大厦举
办。140余名知名司法专
家学者聚焦全国碳市场
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
问题展开交流对话，为积
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汇聚智慧力量。

碳市场，是一种以碳排放配额为主要交
易标的物的新类型市场。近年来，随着“双
碳”工作深入推进，我国涉碳纠纷案件类型
和数量逐年增多。据最高人民法院披露，
2016年到2022年，各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结
涉碳案件近112万件。

全国碳市场履约期间涉讼涉诉有哪些
常见问题？如何增强碳排放管理能力？全
国碳市场有什么履约要求？几乎每隔几个
月，这样的培训都会在中碳登大厦召开。

湖北宏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曾鑫介
绍，自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市场上线以
来，中碳登已建成全国碳交易与碳资源配置
的“底层数据库”，共纳入电力行业重点排放
单位2257家，年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约51
亿吨，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
市场。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现阶段我国碳市场
法治发展仍呈现出立法供给不足、执法专业
性要求高、类案同判难度大的特征，尚不能
为碳市场建设提供与时代同步、与改革同频
的法治保障。

今年5月1日起，《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
行条例》开始实施，这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
领域的第一部专门的法规，首次以行政法规
的形式明确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制度。中

碳登参与了起草，并且为相关单位提供了
10余场《条例》专题宣讲。

“碳市场、双碳与法治，对于很多企业来
说，是一个新课题。为了帮助有关单位和市
场主体更好掌握这些问题，每年中碳登都会
举办多场专题培训会。”中碳登介绍。

中碳登作为全国碳市场的“碳资产大
脑”，按照生态环境部的要求，积极对全国碳
市场分配方案、市场调节机制等具体政策进
行合法合规性论证，系统研究碳排放配额质
押登记等重要法律问题，切实服务我国碳市
场顶层制度设计。

围绕双碳法治领域，湖北已产生了不少
实践成果。

2022年7月13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中碳登合作共建的

“双碳法治研究基地”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
院举行签约揭牌仪式，基地以打造双碳法治
高端智库，建设对标双碳领域立法和制度供
给需求，集双碳法治研究、司法实践、人才培
养于一体的研究平台。

自基地成立以来，三方依托助力打造了
第一届“双碳法治高峰论坛”，支持重点高校
申报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法律博
士学位授权点，为碳市场实务与司法审判、
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的双碳法治合作提供新
样板。

法治研究方面，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以及最高人民法
院司法研究重大课题等各类项目20余项，
发表高水平论文30余篇，依托基地成立的

“中南大双碳法治与经济研究院”于2024年
6月正式入选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
究基地。

其中，中碳登还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
院、武汉大学联合承接的《司法服务保障碳
达峰碳中和研究》获评最高人民法院优秀
课题；聚焦实务持续夯实基础法治研究，撰
写了碳排放权司法冻结执行问题报告、全
国碳排放配额质押登记问题报告等多篇研
究报告，积极推动解决全国碳市场前沿法
律问题。

咨政服务方面，充分结合中碳登“内智”
与研究基地“外脑”开展政策法规研究，为

主管部门提供碳市场相关制度体系建议、涉
碳法律法规研究报告等多份专题报告；司法
协作方面，积极与各级司法机关协调联动，
探索建立“与三级法院共商双碳法治”“与检
察长畅谈公益诉讼如何助力双碳”等“双碳
法治+”创新合作模式，初步建成涉碳司法
协作“朋友圈”。

“湖北是全国法治人才建设高地之一，
多年来学校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积极为
双碳战略提供智力支持。”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党委书记侯振发说，学校积极回应双碳实
施中的法学理论和实践问题，率先在博士和
硕士学位点设置气候法方向，在法律硕士和
金融硕士学位点分设双碳法治和碳金融方
向，开设碳交易与碳金融等课程，由共建三
方联合培养和授课取得良好成效。

认购碳汇成生态环境修复新方式全国碳市场建设“呼唤”制度供给

多方协作共建双碳法治“朋友圈”

9月21日，第二届双碳法治（武汉）高峰论坛在中碳登大厦举办。

中碳登大厦。

湖北日报讯（记者祝华、通讯员李慧敏、蔡戴明）9月21日，“盛
世丰年‘荆’秋同庆”2024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供销合作社主题日
活动在荆门市沙洋县举办。现场公布了湖北十佳最美供销惠农人案
例，展示了湖北供销合作社系统联农带农、强农惠农成果。

十佳供销惠农人分别为：武汉蔡供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
理肖凡，宜昌供销十八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黄蓉，老河口市油
房湾村供销合作社主任龚保贵，竹溪（供销）贡米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李承乙，沙洋县钟桥村供销社负责人钟德成，浠水县长福（供销）农业
产业化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潘新星，赤壁市东柳村供销社理
事会主任吴会堂，鹤峰县燕子镇供销社主任向才安，潜江市高石碑供
销社主任刘云昌，湖北推广机采棉“第一人”、湖北银丰棉花股份有限
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张海林。

近年来，湖北省供销合作社大力搭建平台，解决小农户对接大市
场难题，起到很好的联农带农作用。由湖北省再生资源集团搭建的
湖北省共用共享再生链服务平台，9月19日入选湖北省家电、家装厨
卫、电动自行车等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公共服务平台，已累计服务用
户超100万户。荆门供销社依托东方百货、金城集团在中心城区建
设惠民农贸超市，对接农民专业合作社128家，年销售农产品9000
万元，带动3000户农户增收。

湖北发布十佳供销惠农人名单

9月21日，京山市石龙镇种植基地
里，国宝桥米丰收节拉开序幕，200余人
齐聚现场，在稻田里说丰年，聊丰收，望丰
产。

伴随着开镰仪式启动，不少家长带着
孩子迫不及待下田收割稻谷。割完稻谷
后，工作人员又带着孩子们体验传统的打
脱谷粒。大家抱着稻谷，用力甩击着打谷
桶，一颗颗稻谷顺势脱落，听着稻谷归仓
的脆响，现场一片欢声笑语。

国宝桥米总经理韩志刚介绍，作为江
汉大米首批核心企业、京山桥米的代表品
牌，国宝桥米在湖北已深耕37年，京山地
区桥米从9月18日开始收割，目前部分
稻谷已晾晒烘干，新米将陆续上市。

国宝桥米开镰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艾红霞

通讯员 喻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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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汪彤、通讯员项俊平）农民丰收节前夕，武汉
大学杂交水稻全国重点实验室与武汉武大天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武大天源”）在钟祥联合举办杂交稻新品种“源两优
9526”现场观摩会。省内多家单位专家组成的测产验收小组在钟祥
市九里回族乡管家垱示范区选择代表性田块进行了机收实割测产，
实际产量754.83公斤/亩。

源两优9526是武大天源利用源95SxR1226配组、自主选育而成的
偏籼型两系籼粳杂交稻品种，全生育期135.6天。2022年，源两优9526

“水稻偏籼型籼粳亚种间不育系的创制与利用”技术，经形式审查、专家评
审和复核评估等程序，列入农业农村部农业“火花技术”培育成果。武大
天源成为全国首批五家入围企业里唯一一家湖北省种子企业。

农业“火花技术”是指处于萌芽状态或成长阶段尚未大规模推
广，但未来有可能对农业生产和产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农业科技
成果。列入农业“火花技术”项目后，武大天源的源两优9526在四
川、江苏、福建、海南、湖南等省进行了示范种植。经过两年追踪和观
察，源两优9526田间表现的稳定性、技术效果的原创性、产业链多赢
的经济性、大面积推广的可行性得到了验证。

观摩会上，来自湖北37个水稻主产县市的代表品鉴了源两优
9526大米和烹煮的米饭，一致认为，它的外观透明、细长，米饭清香、
Q弹，非常适合南方人的口味。枣阳、咸宁、钟祥、仙桃等地的种植大
户介绍，他们示范种植的源两优9526，穗大粒多，高产稳产性好，比
高温条件下的杂交稻主栽品种每亩增产100—200斤（干谷）。因为
好看、好吃，大米加工企业收购的干谷价每斤达到1.5元。

武大天源是2001年10月由武汉大学、朱英国院士课题组等联
合发起组建的高科技企业。近几年，该公司在武汉大学杂交水稻全
国重点实验室人才技术支持下，致力于新型杂交水稻的研究，在水稻
偏籼型籼粳亚种间不育系创制与利用研究方面，处于全国第一方阵
领先地位。

亩产754.83公斤
汉产籼粳杂交稻新品种示范种植获高产

经济

9月22日，以“学用‘千万工程’礼
赞丰收中国”为主题的2024年中国农民
丰收节湖北主场活动在应城举行，湖北日
报全媒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许多新景象：
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大数
据成为新农资、智能农机成为好帮手。

新农人田间地头开直播

穿着白色衬衣、系着蓝色领带……在
直播带货区，打扮“洋气”的“吴稻长”，被
网友调侃不像农民。

“我们合作社种了4000多亩稻田，你
看我的脸晒得多黑，你说我是不是农民？”
对着手机直播镜头，“吴稻长”摸了摸他黝
黑的脸庞。

“吴稻长”名叫吴斌，是湖北香润生态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3年，他
辞掉北京律师工作，回孝感市孝南区陡岗
镇朝阳村、袁湖村流转土地，种植孝感古
老珍稀水稻品种“黄毛粘”。

为打开销路，60后的他取名“吴稻

长”，在田间地头玩起了直播。
“黄毛粘，两头尖，一人吃饭两人添。”

他形象生动的吆喝，让越来越多的网友爱
上了黄毛粘稻米。目前，该公司除了自建
基地外，还带动周边农户种植“黄毛粘”2
万亩。

鸡蛋、莲藕、甲鱼、米粉、紫薯……七
八种农产品摆在台上，两位大老爷们儿联
袂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引来广泛关注。

他们分别是应城市长江埠街道永乐街
社区党支部书记陈思瑶、应城市天鹅镇江河
村党支部书记吕志峰，二人都是退伍军人。

永乐街社区盛产莲藕、米粉、食用盐
等，江河村盛产紫薯、甲鱼、鸡蛋等。销路
不畅，好产品卖不出好价格，两位村支书
都想到了帮村民直播带货。

“自去年5月以来，这已经是我们第4
次携手直播带货。”吕志峰笑着说。

当天，江汉大米、楚天好茶等8个省
级区域公共品牌及武汉热干面、孝感米酒
等6个地方特色品牌集体亮相，200多家
企业带来800余种特色农产品，线上线下

展示了丰收成果，丰富了市民餐桌。

智能农机被抢购

在优质农产品展区，15元一斤的樱
桃番茄、12元一斤半的水果黄瓜被抢购
一空。

这些农产品产自应城市三合镇西头村
的番茄公社，以个头相似、口感美味而闻名。

番茄公社由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引进以色列现代数字农业
技术，目前已建成300亩智慧大棚，种植
樱桃番茄、水果黄瓜、阳光玫瑰葡萄等。

大棚里，平均每1000平方米有10个
传感器，组成“数字大脑”。工作人员只需
设定好温度、湿度、光照等参数，农产品就
能在适宜的环境中长大。

“3000平方米的大棚年产番茄最高
可达20吨，亩年产值超过10万元。”湖北
番茄公社数字农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
祖清介绍，数字技术加持，农业效益可观。

番茄公社还是技术应用的中转站，研

发的土壤快速检测技术，能提升施肥精准
度。该技术已为周边地区100万亩水稻田
进行了体检，成功绘制出了数字土壤地图。

现代农业发展，离不开农机装备的支
持。

在现代农机装备展区，40多台“大家
伙”格外引人注目。湖北省农机推广总站副
站长苏仁忠介绍，6家省内农机企业与11家
省外农机头部企业同台竞技，表现不俗。

东风井关带来的一款拖拉机，变“手
动挡”为“自动挡”，前进、后退、挂挡不用
脚踩离合，减轻了驾驶员的劳动强度，提
高了工作效率；依托北斗导航系统，实现
自动驾驶、辅助直行，开沟起垄误差缩小
至2.5厘米，提高土地利用率5%。展出
不久，就被一位种田大户抢购。

同样被抢购的还有湖北洋丰科阳带
来的一台谷物烘干机。

“配备了风温、粮温、水分等多种传感
器检测智能化集成系统，实现可视化远程
视频监控。”该公司现场销售负责人鲍瑞介
绍，去年11月上市，已经销售了100多台。

手机变为新农具 直播成为新农活
——2024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湖北主场活动见闻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方桐 通讯员 万阳 邢强 冯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