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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骏 夏元）12月14
日，第四次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期间，川
渝两地启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碳达峰碳
中和联合行动。

此次启动联合行动，川渝两地将以“建
机制、搭平台、推项目”为抓手，携手减排、协
同治污、共同增绿，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绿色发展。

川渝两地还发出倡议：
产业领域，持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坚决

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能源领域，加快建设全国清洁能源基
地，推进川渝天然气千亿立方米产能基地建
设，促进川渝电网一体化；

交通领域，共建绿色交通，推广节能低
碳交通工具，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共享低碳
生活；

建筑领域，共建双城经济圈“无废城
市”，发展节能低碳建筑，优化建筑用地用能
结构，全面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科技领域，共同创新绿色低碳科技，用
科技改变生活、用科技实现可持续发展；

农林领域，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加快推进
生态廊道建设，实施“两岸青山·千里林带”
工程，持续增强减排固碳能力；

金融领域，深化川渝金融合作，协同开
发绿色低碳金融产品，提供绿色金融服务，
共建西部金融中心；

开放领域，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
中欧班列运营能力，畅通西部陆海新通道，
加快建立绿色贸易体系，让绿色“一带一路”
建设成果惠及全球。

两江燃机电厂二期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
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总投资42亿元，装机
容量210万千瓦。拟投资建设3台70万千瓦
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年耗气量约14.7
亿立方米，年发电量约84亿千瓦时。

项目投产后，每年较同等级煤电节约标
煤8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0万吨，年
平均销售收入（不含税）约32.4亿元。同时，
该项目将有效提供清洁电力供应，拉动上下
游产业发展，扩大社会就业，助推川渝电网

一体化清洁低碳发展。
目前，项目已完成可研收口并取得审查

意见，取得相关部门支持性意见，正在开展
核准评估工作，预计2022年1月启动建设，
2023年8月建成。

两江燃机电厂二期：

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0万吨

重庆丰都栗子湾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位
于重庆市丰都县栗子乡，总投资101.64亿
元，总装机140万千瓦，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上水库大坝、下水库拦河坝、下水库拦沙坝、
输水系统、地下厂房等工程建筑物。设计年
发电量为8.07亿千瓦时，抽水电量为10.76
亿千瓦时。

该项目可有效替代同等容量的火电
装机，缓解重庆电网的调峰压力，配合大
规模新能源运行，具有显著的储能、调频、
调相、快速负荷调整、紧急事故备用等作
用。

项目建成后，每年可节省标准煤耗
31.6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80万吨、

二氧化硫排放量2万吨、氮氧化物1万吨，对
构建清洁低碳能源体系及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项目已完成可研审查，取得重
庆市相关部门支持性意见，正在开展核准
评估工作，2021 年内核准并启动建设，
2030年建成投用。

重庆丰都栗子湾抽水蓄能电站：

每年可节省标准煤耗31.62万吨

凉山州会东县小街一期风电场项目选址
在凉山州会东县铅锌镇附近山脊一带，投资
11.8亿元，总装机16万千瓦，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安装40台4000千瓦风电机组，新建一座
220千伏升压站，设计年发电量4.6亿千瓦时。

该项目建成后，每年可节约标煤14.1万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31.6万吨、二氧化
硫排放量562.9吨、氮氧化物排放量1125.8
吨，环保效益显著。据了解，该项目已纳入
国家第一批大型风光基地项目清单，其建设

将进一步增加四川省清洁能源供应。
目前，该项目已取得开工前的环保、

水保及进场道路等相关报建手续，具备启
动建设条件，将于本月启动建设，预计在
2023年12月建成。

凉山州会东县小街一期风电场：

已纳入国家第一批大型风光基地项目清单

区域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
包括协同开发油气资源、加快川渝电网一体化建设、加强

煤气油储备能力建设、推动能源消费绿色低碳转型等。

区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行动
包括推动乡村绿色低碳产业协同发展、加速联合

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共同打造成渝
地区大数据产业基地等。

区域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行动
包括统筹推动成渝地区国家物流枢纽布

局建设、提高公共交通出行比例、提升交通
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水平、推动交通运输
工具绿色低碳转型等。

区域空间布局绿色低碳
行动

包括打造城乡绿色生态空间、巩
固提升生态碳汇能力、协同增强流域
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建立跨流域跨
区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

区域绿色低碳财税金融
一体化行动

包括加大区域绿色低碳发展
财政投入、加强金融支持绿色低碳
发展等。

区域绿色低碳标准体系
保障行动

包括完善两地碳达峰、碳中和
标准、健全绿色生产消费标准体
系、建立覆盖各类绿色生活设施的
绿色社区、绿色村庄建设标准等。

区域绿色低碳科技创新
行动

包括建设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平
台、协同实施重大绿色技术研发与示
范工程、推动绿色低碳关键技术研发应
用等。

区域绿色市场共建行动
包括共建绿色低碳市场要素平台、健全

绿色低碳权益交易机制、探索建立跨区域用
电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机制等。

区域绿色低碳生活行动
包括倡导绿色低碳消费方式、鼓励绿色低碳出

行，倡导“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出行”等活动。

区域绿色低碳试点示范行动
包括推动重点区域和行业减污降碳协同试点，推动成渝地

区联合创建碳中和示范区、碳中和机关、碳中和校园、碳中和社区、
碳中和企业等试点示范等。南部正斗光伏实证实验基地位于甘孜

州乡城县正斗乡顶贡大草原，总投资22.4亿
元，总装机40万千瓦，建设光伏组件、逆变
器、支架、储能装置、综合对比5个实证对比
区，初步设计127种实证对比方案。

该项目是目前四川省单体规模最大的
光伏发电项目，全国首个超高海拔地区大型
光伏发电实证项目。建成投运后，项目将为
川渝地区提供清洁可再生能源电力保障，建
成后年发电量约7.74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

标准煤约23.8万吨，减排二氧化硫约155
吨、二氧化碳约65万吨。

目前项目正抓紧开展施工准备工作，具
备启动建设条件，将在本月内启动建设，
2022年9月建成。

甘孜州南部正斗光伏实证实验基地：

全国首个超高海拔地区大型光伏发电实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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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行动 立即行动
本报记者 夏元 杨骏

12月14日，第四次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现场，视频连线了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小街一期风电
场、重庆市两江燃机电厂二期、四川省甘孜州南部正斗光伏实证实验基地、重庆丰都栗子湾抽水蓄能
电站四个项目的情况。这四个项目，正是两地落实“双碳”行动的具体实践。

十项联合行动十项联合行动

川渝联合减碳加快建设“绿色经济圈”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碳达峰碳中和联合行动正式启动

12月14日，四川省宜宾市三江口长江生态公园，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碳达峰碳中和联合行动启动仪式现场。 记者 苏思 摄/视觉重庆

在本次川渝党政联席会上，川渝两地联合印发了《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碳达峰碳中和联合行动方案》，提出了

“十项联合行动”，以推进区域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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