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碳交易日渐繁荣
成都探索碳汇能力提升新路径

4月25日，位于成都高新区
的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交易大
厅内，当天的国家核证自愿减排
量(CCER)交易信息正在超大屏
幕上实时滚动。

2021年7月，全国碳配额交
易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以市
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通俗来讲，碳交易就是将二
氧化碳的排放权当成商品在交
易所买卖，以每吨二氧化碳当量
为计量单位。

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正是
中国9家环境交易所之一。该交
易所董事长何锦峰表示，随着碳
市场第一个履约期收官以后，企
业更加意识到碳排放权的价值，
从而愈发关注该市场，未来的碳
交易市场会更加活跃、成熟。

建设公园城市优美形态，离
不开绿色生态本底。碳交易繁
荣的背后，凸显了城市绿色低碳
发展的决心。《方案》中明确提
出，依托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研
究设立西部生态产品交易中心，
深入实施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
（EOD）模式试点项目。

事实上，随着成都“青山绿
道蓝网”城市空间形态不断成
型，生态碳汇能力也逐步提升，
在为市民提供舒适生活环境的
同时，也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
了力量。

截至去年年底，成都森林覆
盖率达40.2%，生态系统碳汇超
200万吨；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锦城公园、锦江公园等重大生态
项目加快建设，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达4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4.1平方米；累计建成天府绿道
4408公里，超过2100条的社区
绿道，启动实施林盘生态管护与
修复204个。

智慧绿道初具雏形
让游玩运动变得更加科学有趣

在成都，周末健身有哪些好
的方式？骑上自行车，与朋友相
约成都环城生态公园，市民可以
欣赏青龙湖的碧水清波，也可以
带上自家宠物到萌宠乐园尽情
玩耍，还能在郫都区安靖段体验
原汁原味的田园生活。

2022年开年，成都环城生态
公园全环贯通，不出公园，就可
以绕成都一圈。这个生态价值
非凡的城市公园，给周边居民带
来了更加丰富的休闲活动与场
地，让居住环境越发舒心。

除了周边靓丽的风景和齐
全的基础设施，科技加码也让这
座公园变得更加“智慧”。日前，
环城生态公园智慧运行管理中
心正式启用，这意味着环城生态
公园实现了一网统管、统筹调度
的智慧运管模式，智慧绿道3.0
数字生态初具雏形。

这座环城生态公园有哪些
黑科技？记者了解到，当游客靠
近湖面或做出其他危险动作时，
绊线系统将第一时间检测到，会

提醒市民前方危险；游客在公园
内遇见任何意外，都可以通过
APP、小程序进行一键求助、反
馈意见、发表投诉建议等。

还不止这些，通过智慧导览
的功能，游客可以避免迷路直达
目的地；“找厕所”功能能让游客
更加准确找到附近距离最近的
厕所；智慧观鸟直播平台，让更
多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在线观鸟，
感受这座城市的生态宜居。

想要更高效运动？在APP
或小程序上，还可以一键查找运
动场馆、学习运动知识、进行体
态评估，智慧跑道还能实时显示
每个人的跑步里程、圈数、运动
时长，同时捕捉每一位跑步者的
精彩运动瞬间，形成十余秒短视
频，让运动更有趣。

不仅如此，智慧管理也可以
大幅度减少公园的运营成本。
据测算，环城生态公园全环管护

费用每年约8亿至10亿元，通过
智慧化运营，每年可降低人工成本
30%，降低能源成本10%，每年节
省公园维护开支约2.4亿元。

“当前，天府绿道APP、小程
序已累计为超过1200万名市民
游客提供游玩前、中、后期全流
程数字服务，让他们获得公园城
市的美好体验，从而提升公园的
服务品质。”天府绿道集团相关
负责人表示。

绿色低碳办赛事
大运会赛时100%“绿电”供应

当公园城市遇上国际赛事，
绿色低碳办赛成了大运会“主旋
律”。

“我们在筹备之初便确立了
‘绿色、智慧、活力、共享’的办赛
理念和‘绿色、节俭、必须’的办

赛原则，先期已推动出台《成都
大运会碳中和工作方案》，努力
把绿色低碳管理理念贯彻到大
运会赛事各阶段全过程。”成都
市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杨斌平
表示，成都明确了“源头减碳、过
程评估、末端中和”的实施路径，
并围绕低碳能源、低碳场馆、低
碳交通、低碳运营、低碳参与等
方面采取了更加积极的绿色低
碳措施，力争实现成都大运会

“碳中和”目标。
“我们充分利用低碳能源，

加快完善相关电力基础设施，已
累计建成投运156个配套项目。”
四川水电资源丰富，在大运会开
闭幕式、主媒体中心、大运村、竞
赛场馆中，来自四川甘孜州、凉
山州等大山深处的水电、风电或
光伏电，将通过强大的电网和四
川电力交易平台实现成都大运
会赛时100%“绿电”供应。

不仅如此，成都大运会秉持
“能改的不建、能修的不换、能租
的不买、能借的不租”，实行低碳
建馆。记者了解到，大运会49个
赛事场馆仅13个为新建，新建场
馆均达到绿色建筑二星级标准，
超过70%场馆为既有建筑改造
升级，改造过程中大力推广绿色
节能措施，优先采购使用绿色建
材产品，场馆竞赛器材以赞助、
租赁为主，所有场馆均能实现赛
后长期可持续使用。

“同时，成都推动具备条件
的场馆设立能源管控中心、资
源回收利用体系，构建高效、低
耗、稳定照明系统。”杨斌平介
绍说。

环保理念不仅仅体现在地
面，地下也暗藏乾坤。在成都市
新都区香城体育中心，已建成雨
水回收系统，场馆外一周都采用
透水混凝土技术的结构地面，这
种黑科技不仅能让地面高效渗
水、透水，持续保持路面干爽，还
能将雨水自然留存。留存的雨
水经过回收系统处理，又可以转
换为场馆的绿化养护用水，全年
可节水3000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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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

成都将绿色低碳植入城市肌理

成 都 市 金 牛 公
园，两只泡盖碗茶的
熊猫雕塑引起了人们
的注意。

其中，一只头戴
银杏叶的“大熊猫”
握着长嘴壶，眼神灵
动，紧张地展示倒茶
的技艺；另一只面映
芙蓉花的“大熊猫”
摇着蒲扇，惬意地眯
着眼睛，似乎十分享
受公园环境。

这组来自成都市
公园城市建设发展研
究院生态雕塑与环境
艺 术 团 队 的 艺 术 作
品，这两天成了新晋

“网红”，吸引到不少
市民围观、拍照。这
组雕塑作品，更像是
成都市民悠闲惬意生
活的写意。

推窗见绿，出门
遇园，凝眸是景。在
成都，公园城市建设
让这样的美好生活成
为现实。

今年3月，国家发
改委网站正式发布了

《成都建设践行新发
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
范区总体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根据

《方案》，成都将探索
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
实践和超大特大城市
转型发展新路径。到
2025 年，公园城市示
范区建设取得明显成
效；到 2035 年，公园
城市示范区建设全面
完成。

建设公园城市，
成都正不断营建示范
场景，探索城市与自
然和谐共生新实践、
城市人民高品质生活
新方式、城市经济高
质量发展新模式、超
大特大城市转型发展
新路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秦怡罗田怡

成都东部新区绛溪源郊野公园。

公园城市建设，让市民更惬意
地生活。 图据成都绿道官微

天府绿道。

成都东部新区规划展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