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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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强度不断降低

成都市清洁能源占比超过64%

11月30日8时15分，川藏交界处的
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开工建设的
首座电站——苏洼龙水电站最后一台
机组正式投产发电。至此，苏洼龙水电
站4台机组共120万千瓦全部投产运
行，标志着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建
设取得重大标志性进展。

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是国家
“十四五”重点建设的九大清洁能源基
地之一。苏洼龙水电站位于四川巴塘
县和西藏芒康县交界的金沙江干流
上。于2015年11月开工建设，2022年7
月首台机组投产发电。全部机组投产
后，年均发电量约55亿千瓦时，可节约
标准煤18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430万吨。

作为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首
个开工建设的项目，建设单位坚持重大
工程建设和生态保护并行，保证了绿色
安全施工。苏洼龙水电站三分之一流
域的天然河段得到保护，干支流保护的
天然河段达到423公里。同时建设方投
资1.07亿元建设了鱼类增殖站，2018年
以来放流9次，累计放流鱼苗210万尾，
建设的升鱼机组合系统和集运鱼系统，
让鱼儿可以坐上“电梯”实现洄游。

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包括金
沙江上游川藏段梯级电站、配套光伏、
抽水蓄能电站和电力外送输电通道
等。基地全面建成后，将为我国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重要支撑。

据新华社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邹阿江）11月
30日，记者从成都市青白江区获悉，成
都国际班列老挝万象、越南河内两个南
向通道境外运控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并
投入运营，标志着成都国际班列进一步
完善了南向大通道运行机构，实现境外
班列服务“零时差”。

2021年12月，中老铁路开通后，成
都国际班列以中老铁路为依托，推动成
都至老挝班列的常态化运行，构建起成
都-磨憨-万象-东南亚的双向互动陆
上通道。

据悉，此次挂牌的两个境外运控中
心承担了中老、中越班列境外段班列运
营监控、运输信息对接、运踪实时跟踪、
异常处理、境外代理对接，且辅助开展
境外客户接待服务等功能。现在万象
和河内运控中心拥有了清晰的工作框
架和工作目标，各项工作将井然有序地
开展。

“该运控中心将进一步提升班列境
外段运输信息更新、境外运行异常协调
处理、境外文件传输与场站提箱盯控等
服务能力，有利于提高国际货运班列运
输服务质量与客户满意度。”成都国际
铁路班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俊峰表
示，“运控中心相较之前能有效提高异
常处理效率，提高客户满意度。”

李俊峰介绍，两个运控中心的设
立，只是公司优化海外工作的一部分。
在推进运控中心工作的过程中，还将会

挖掘更多可以改进和优化的班列运营
内容，将运控中心的辐射范围扩大至整
个东盟，优化通道建设与运营模式，创
新协调联动机制和通道服务方式，加大
通道资源开发，提升运输服务保障，努
力实现物流运营组织高效、区域协同发
展机制创新，助力南向“一主两辅多点”
网络建设。

同时，加快推进海外仓建设，支持
大宗商品、冷链、农副产品等进出口，服
务面向中国西部、东盟RCEP国家、辐射

欧洲的中国-东盟西部贸易发展。
今年以来，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的

成都国际铁路港陆续组织了俄罗斯经
成都至老挝、越南的国际班列，打通了
中欧班列与中越、中老班列的联程运
输，进一步完善了辐射东盟、贯通欧亚、
全球通达的国际通道网络。随着“成都
至老挝”“成都至越南”国际货运班列日
趋成熟，老挝万象、越南河内作为连接
中国西部与东盟的重要交通要道，发挥
着极其重要的运输枢纽作用。

光盘行动、自带咖啡杯、双面打印、
绿色出行，这些低碳行为正深入到成都
市民生活。

11月30日，记者从“碳惠天府”平台
获悉，目前成都市碳排放强度不断降
低，清洁能源占比超64%，创新构建的

“碳惠天府”双路径碳普惠机制也已引
导超70万用户践行低碳行为，23家单位
开发碳减排项目40余个。

作为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主体，企
业践行“低碳+行动”，正是“加快发展方
式绿色转型，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
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生动实践。

碳积分新场景不断“上新”

多走一公里、骑共享单车、停开一
天车、环保随手拍……生活中，这样的
减碳场景无处不在。围绕公众碳减排

积分奖励，“碳惠天府”搭建绿色公益平
台，对公众低碳环保行为发放碳积分，
通过积分兑换商品或服务，引导公众践
行绿色低碳生活理念。据悉，自平台上
线以来，目前线上碳积分场景已拓展到
15个，其中7个为今年新增，包括大件垃
圾回收、公交地铁出行、绿色医疗、房政
通服务、生活缴费、垃圾分类、光盘行动
打卡。

同时，围绕“低碳消费”制定了“餐
饮、商超、景区、酒店”低碳评价规范，以
引导相关企业实施低碳管理，并对达到
要求的场景赋予低碳属性，公众在这些
场景内的消费行为也可以获得碳积分
奖励。

据了解，从11月2日起，首批300个
B端龙头企业加入“低碳+行动”公约
联动，涉及吃住行游购娱等多种消费

场景。
首批联动的企业涉及快消品、国际

知名企业、甲级写字楼、新能源汽车、大
型购物中心以及体育文化、咖啡、餐饮、
酒店等行业，实打实的吃住行游购娱等
全覆盖。

“碳惠天府”将持续广泛发力

2020年，成都市在国内首创提出以
“公众碳减排积分奖励、项目碳减排量
开发运营”为双路径的碳普惠机制，构
建以“碳惠天府”为品牌的碳普惠机制，
是成都主动对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顺
应超大城市治理规律和市民对美好生
活期盼的内在要求。

记者注意到，《成都市深化“碳惠天
府”机制建设行动方案》在11月初发布，
提出将“碳惠天府”打造为具有成都特

色、全国领先、全球影响力的碳普惠新
样板，为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贡献力量的建设
目标。《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在强化商
业激励、碳减排量交易变现的同时，更
加注重政策鼓励。如在政府资源常态
激励方面，青城山-都江堰、西岭雪山每
年将各提供1万张免费电子门票，金沙
遗址、武侯祠、杜甫草堂、大熊猫繁育研
究基地、成都市动物园、成都市植物园
等市属主要文化场馆和景区每年将各
提供5000张免费电子门票等，均用于公
众碳积分兑换。

此次“低碳+行动”的持续推进，也
将有力推进绿色低碳全民行动，掀起一
股简约、文明的社会新风尚，促进生态
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首个电站

苏洼龙水电站
全部机组投产发电

实现境外班列服务“零时差”
成都国际班列老挝万象、越南河内境外运控中心正式挂牌成立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苟春）11
月29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由蜀
道集团所属藏高公司投资，四川路
桥承建泸石高速公路红军渡隧道
右洞顺利贯通，宣告红军渡隧道建
设取得阶段性胜利。

此次贯通的红军渡隧道右洞
全长879米，洞身段围岩除进出口
段V级围岩外，其余主要为Ⅳ级围
岩，完整性极差。同时隧道近接大
凉山断裂带，最近处距离仅500米
左右，施工安全风险极高、难度极
大。为此，泸石公司在施工过程中
多次组织行业专家、设计、监理、施
工等各方讨论施工方案，围绕隧道
围岩变化及不良地质，实时优化设

计方案，动态调整支护参数，针对各种不
良地质，经各方商讨后均加强了支护，部
分段落采用了双层小导管等超前支护，
确保了隧道施工安全。

截至目前，泸石高速公路自开工累
计完成投资91.45亿元，占概算总投资
174.08亿元的52.53%。全线累计完成路
基工程48.2%，桥涵工程43.7%，隧道工
程57.7%。

据了解，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项目
全长96.511公里，工期四年。项目起于
泸定县伞岗坪，止于石棉大杉树，接雅
康、雅西两条高速公路，是《四川省高速
公路网规划(2019-2035年)》规划的重要
组成部分，建成后泸定至石棉的车程将
从现在3小时缩短至1小时。

泸石高速公路红军渡隧道右洞顺利贯通

11月30日，成都国际班列老挝万象运控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并投入运营。
成都市青白江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