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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汪训前
通讯员 杨光明 张凯 吴新亮

2024年12月25日，咸宁九宫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获颁
“零碳景区”认证证书。这是我省首张“零碳景区”认证证书。

增添一块沉甸甸的金字招牌，九宫山风景区管理局工
委书记石聪高兴地说：“‘零碳景区’认证将提升九宫山景区
品牌价值，引领游客低碳出行新风尚，树立绿色低碳旅游行
业标杆。”

“零碳景区”如何认证，是一本怎样的碳减排账？近日，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深入九宫山实地探访。

碳足迹无处遁形
60万游客、5个村庄年碳排量2816吨

1月1日，新年第一天，九宫山滑雪场迎来一拨又一拨
游客。游客们在休息大厅点上一杯饮品、一块糕点，在享受
美食的同时，不经意间留下了碳足迹。

“食品从生产到消费环节，会带来二氧化碳排放，构成
一条碳排放链条。”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湖北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文彬说，游客从进入九宫山那一刻起，吃喝住行等日常行
动留下一串串碳足迹。

何为碳足迹？陈文彬介绍，碳足迹是指个人、企业、机
构在某个活动或产品中，通过交通运输、消费以及各类生产
过程等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集合。它衡量人类活动对环
境的影响，以二氧化碳当量为单位计算。相关资料显示，旅
游业的碳排放在人类活动总的碳排放中占4.9%，由旅游业
碳排放所形成的温室效应约占全球总效应的14%。

九宫山横亘鄂赣边陲的幕阜山脉中段，自然风光秀丽，
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入选“中国避暑名山榜”“湖北十大网
红露营线路”，每年吸引游客60多万人观光休闲。为服务好
游客，九宫山景区管理局建设了宾馆、饭店、民宿、交通等旅
游设施，日常使用过程中需要消耗各种能源，不可避免地排
放二氧化碳。因此，60万游客是九宫山的主要碳排放源。

除了游客外，九宫山景区还有5个村庄，居住着3000多
名村民。村民生产生活又要排放二氧化碳，也就留下碳足迹。

碳足迹虽然看不见，但算得清。方圆标志认证集团建立碳
足迹因子数据库，统计化石燃料、电力、热力等消耗数据，摸清
九宫山景区碳排量。2023年，九宫山景区共排放二氧化碳
2816吨。

碳汇量有据可依
做好“加减法”，年碳储量30684吨

近年来，随着国家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的提出，
低碳旅游概念升级，近零碳、零碳景区建设风生水起。

何为零碳景区？零碳景区是指综合利用碳减排技术、
碳管理及增加碳汇等方法，可实现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
放全部清除，达到净零碳排放的旅游景区。

九宫山顺势而为，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实施节能减排
措施，积极创建零碳景区，推进旅游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在九宫山景区船埠村，一个可停泊900辆汽车的生态
停车场整齐划一。九宫山景区管理局副局长陈亮介绍，自
驾游的游客进入九宫山前，将车停在船埠村生态停车场，集
中搭乘景区大巴车上山，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九宫山一共有63家宾馆、50多家民宿，这些服务场所
通过安装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路灯，实施节能减排。

位于九宫山内港村的“竹林下”民宿是乙级民宿，由武汉
客商柯雅格投资修建。2018年，他租下一家村民闲置的房
屋，投资400多万元顺着山势进行改造。记者看到，民宿古
朴典雅，引入的山泉水清澈见底，一群年轻人以民宿为场地
拍摄宣传片。“民宿安装空气能热水器，利用天然山泉水，低
碳环保。”陈亮说，咸宁市计划将内港村打造成康养小镇。

仅仅做“减法”，尚达不到零碳景区的要求，还要做“加法”。
森林碳汇是零碳景区评定的关键因子。什么是森林碳

汇？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理、荒漠化治理等措施，利用植
物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和
土壤中，从而降低温室气体浓度的过程被称为林业碳汇。

九宫山景区总面积19600公顷，森林覆盖率达96.6%，被
称为“天然大氧吧”。森林是碳库。近年来，景区通过植树造
林、恢复植被、森林抚育等方式提高森林质量，从而增加森林储
碳能力。监测数据显示，2023年九宫山森林碳汇达30684吨。

万事俱备。2024年6月，九宫山启动零碳景区认证。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社会第三方专业机构方圆标志
认证集团湖北有限公司开展认证工作，景区内所有的化石
燃料、外购电力以及森林碳汇等活动数据，全部纳入零碳景
区温室气体量化与清除范围，30684吨碳储量远远超过
2816吨碳排量。

九宫山景区被授予最高等级的5星级零碳景区。

湖北日报讯（记者崔逾瑜）日前，农业农村部、国家发改委、教
育部、民政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在京联合发布2024年度全
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25个典型案例覆盖东中西部19个省
份，涉及农村医疗、养老、教育和文体等多个领域。我省远安县成
功入选。

远安县以教联体建设为抓手，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积极强
化关键要素保障，全力推进城乡教育均等化，不断提升全域教育公
共服务水平。为让城乡教育“联”起来，该县采取“1+N”形式，即以
1所优质学校为核心学校，通过“大校联小校”“强校联弱校”“城镇
学校联农村学校”等方式，开展联合办学，将全县16所义务教育学
校全部纳入教联体建设。教联体内实行课程设置、教学进度、教师
安排、资料使用等统一管理。为让教师队伍“强”起来，该县探索开
展农村教师专项引进，鼓励优秀退休教师支持乡村薄弱学校，不断
充实教联体教师队伍。以教联体为单位，开展城乡教师交流轮岗，
推动教师资源配置更加优化。为让教育资源“优”起来，该县全域
优化学校布局，将乡村“小散弱”小学并入集镇中心小学，城乡
100%实现标准班额。加大硬件设施投入，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功能场馆全达标、班班通教学一体机全覆盖、空调全覆盖，成立
校车公司，为1300余名农村学生提供安全的交通服务。

据悉，自2019年以来，农业农村部连续6年联合多部门围绕
农村公共服务召开案例成果发布会，累计推出126个优秀案例，为
各地加快发展农村公共服务、改善农村生活条件提供重要借鉴。

湖北日报讯（记者汪彤、通讯员唐涛、罗倩）1月2日从省农科
院中药材所获悉，该所研发的全国首款黄连专用生物菌肥已通过
农业农村部登记。该产品对黄连白绢病防效超过60%，并有效调
节土壤微生态结构，与传统防治方法相比，每亩黄连增产30斤—
50斤。

黄连是“十大楚药”之一，全省约种植15万亩。近年来，随着
黄连种植规模加大，黄连白绢病发生面积逐渐增加。该病害轻则
导致黄连减产15%，重则减产40%，严重制约产业发展。

省农科院中药材所研究员游景茂介绍，目前国内农户一般采
用化学药剂防治白绢病，但是长期使用，破坏土壤环境，加重白绢
病菌抗药性产生，还容易农残超标。

生物防治是一种利用有益生物对付药用植物白绢病的方法，
包括“以虫治虫”和“以菌治菌”。想要防治黄连白绢病，首先要找
到能与致病细菌对抗的生防细菌。

2014年以来，游景茂团队跑遍全国7个省份、19个不同地区，
从染病植物及土壤中广泛采样，共收集13种不同类型的植物白绢
病致病细菌，逐渐摸清其遗传多样性。通过化验分析，他们最终从
一株健康黄连的根系中分离、鉴定出一种生防细菌，对白绢病菌菌
丝抑制率超过90%。而以此创制的生物菌肥产品，不但可防治黄连
白绢病，还能改善黄连根系有益微生物的群落结构，促进黄连增产。

2024年11月，省农科院中药材所联合省内市场主体，在恩施
市、利川市建成生物防治黄连白绢病示范区近600亩。利川市建
南镇黄连种植户李兴琼算了一笔账，使用生物菌肥后，每亩黄连节
省化肥、农药成本800元，产量增加三成，综合算下来，每亩可增收
4000元左右。

湖北日报讯（记者艾红霞、通讯员刘壮、赵诗森）“现在用水方
便多了，水压大，水质又好。”1月2日，安陆市接官乡迎山村村民张
光兵拧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哗哗而下。他家以前用的是会砦
水厂的自来水，水厂靠拦截河坝提水，每逢干旱天气，不仅水质浑
浊，供水也不稳定。

2024年5月，安陆市政府投入12万元，从邻近赵棚镇中湾铺
设供水管网，建设增压站，联通到会砦水厂，与安陆市供水管网连
成一体，接官乡迎山村、唐畈村的900余户村民喝上好水。

2024年11月28日，安陆市浩源自来水公司涢东水厂启动通
水，洑水镇、接官乡、赵棚镇、陈店乡、李店镇5个乡镇13万人饮水安
全升级。该水厂于2022年6月开工，日供水量3万立方米，采取“气
水联合反冲滤”等先进工艺，保障供水水质达到国家水质标准。

安陆市水利和湖泊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当地不断优化农
村供水工程布局，有序实施农村供水保障提升项目，覆盖303个行
政村44.9万人，加快实施城乡供水互联互通一张网。目前安陆农
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5%、农村地区集中供水保障率达93%。

“绿色药方”助每亩增收4000元

我省研发全国首款
黄连专用生物菌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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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安教联体入选
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

从有水喝到喝好水

安陆303个村逐步实现
饮水安全升级

九宫山上追寻碳足迹
——我省首家“零碳景区”认证的背后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魏萌叶 通讯员 骆胜东

“我们企业是主动认购的，跟上新时代绿色发
展的脚步。”1月2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大水泉方
解石矿总经理李大健接受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采访
时说。

2024 年 12 月 12 日，大水泉方解石矿将
15092元购买148.3吨碳排放量的钱款汇入碳票
管理专户。这是自2024年6月28日该县向社会
发布首张碳票后，首家主动认购的企业。

15年前，李大健接管了这家矿山。由于安全
设施建设和扩大生产的需要，矿山当时占用了部
分林地。为了盘活这座矿山，当地政府和企业都
付出了不少努力。近年来矿山扭亏为盈，李大健
希望通过主动认购“碳票”的方式回馈社会。

在长阳县林业局，记者一睹湖北省首张碳票
的模样。这是一张黄底绿纹的“碳票”，票面上标
明：土地岭林场持有5572.8亩林地100%所有权，
在监测期2019年5月1日—2024年4月30日碳
减排量为29953.38吨。此外，还有一行熟悉的身
份证或机构代码证号。

长阳林业科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财荣介绍，
碳票是林地林木的碳减排量收益权的凭证。有

了这张碳票，意味着土地岭林场能用过去5年
里 5572.8 亩林地带来的碳减排量实现价值收
益。

长阳开展“林业碳汇+生态司法”试点，并出
台相关林业碳票管理办法，明确林业碳票的用途
主要有三个：一是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人或
单位，可通过自愿认购林业碳汇，履行生态赔偿
（生态修复）责任和义务；二是鼓励事业单位、个人
按照生产生活的碳排放量，自愿认购林业碳汇抵
消其碳排放量获得绿色凭证；三是鼓励大型活动、
会议等相关场景自愿认购林业碳汇以抵消其碳排
放量获得绿色凭证。

在目前成交的15笔“碳票”交易中，14笔来
自违法行为人的自愿认购，大水泉方解石矿是唯
一的企业。

在隔河岩码头旁，有一块约16亩的生态脆弱
坡地，正是该县第一个碳票资金支持下的生态修
复项目。李财荣介绍，全县认购碳票款项将用于
生态修复、勘测开发等。隔河岩码头这块土壤贫
瘠，植被稀疏，存在泥石流和滑坡风险。自2024
年7月起，该坡地开始通过改良土壤，种植乔木树
种，提升森林质量，“目前外业施工全部结束，只等
待验收。”

企业主动认购

湖北首张“碳票”成功交易15笔

省林业局生态保护修复处 刘宽舒

我省实现“零碳景区”零的突破，必将助推文
旅产业迭代升级，为旅游业绿色发展注入新动力。

湖北是林业大省，森林和湿地资源丰富，固碳
增汇作用非常明显，碳汇开发潜力巨大。发展林
业碳汇既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区域“双碳”
目标，也有利于推动“两山”转化、促进绿色可持续
发展，具有自然、经济、社会等多重效益。

作为全国首批低碳试点省市之一，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林业碳汇工作，将其纳入建设全国碳
市场中心目标进行系统谋划部署。省林业局抓住
我省林业资源和中碳登平台优势，筹划组建湖北
林业碳汇研究中心，出台《湖北省推进林业碳汇实
施方案》《湖北省林业固碳增汇工作方案》，与宏泰
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加强组织协调、技术指导
和试点建设，积极推进林业碳汇工作，取得阶段性
成效。

加强林业碳汇监测评估。省林业局建立适合
湖北的林业碳汇计量监测技术体系和模型体系，
每年开展监测评估，摸清全省林业碳汇资源家底，

为林业碳汇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据评估，全省
森林植被年碳汇量约3521.76万吨。

推进林业碳汇项目开发。2017 年前我省成
功开发CCER林业碳汇项目8个，但因政策原因
处于停滞状态。2023年国家重启CCER市场后，
我省林业碳汇开发重新活跃起来，省太子山林场
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国有林场森林碳汇试点单位，
五峰、英山、夷陵等地按照新方法开发林业碳汇项
目9个。

开展林业碳票试点。省林业局指导宜昌市出
台《宜昌市林业碳票管理办法（试行）》，在秭归、长
阳开展林业碳票试点，建立全省首个“碳汇＋生态
司法”协同机制，通过认购林业碳票开展生态环境
修复，共交易30.73万元。

大力发展林碳金融。我省出台绿色金融标准
和政策，推出多项全国首创绿色金融产品，为发展
林碳金融提供便利条件。十堰、黄石等地推出“碳
汇开发贷”“碳汇+产业收益质押”等林碳金融产
品，郧阳4家企业采取“碳汇收益+”方式，撬动金
融和社会资金16亿元。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汪训前 整理）

湖北林业碳汇百花齐放

九宫山安装太阳能路灯节能减排。

元旦期间，孝感王母湖畔，黄春兵父子俩正忙着打鱼。他们的
渔场是王母湖畔最大的循环养鱼池。黄春兵父子俩引入王母湖活
水养鱼，借鉴外地先进经验深挖鱼池精养鱼苗，鱼塘产生的肥料用
于滋养树林，湖边林带又有助于净化湖水，进而形成生态养殖正循
环。今年，他们的50亩鱼塘产量可达7万公斤。

（湖北日报通讯员 周世凤 摄）

王母湖畔打鱼忙

九宫山景区遍布风电机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