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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袁兴
中作了题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城
乡湿地修复的减碳、增汇路径探索》的
分享。

他介绍，近5年来，他一直在梁平
区开展湿地修复研究和实践，推动乡村
绿色发展。

“目前，梁平正在打造全国首个城
市湿地连绵体。”袁兴中介绍，清水流自
牛头寨等山地水源涵养林，流经立体山
坪塘，通过各级溪沟汇流入双桂湖，再
经湖周围的河溪，最终汇入龙溪河，形

成一个结构和功能上的整体生命网络
——城市湿地连绵体。

梁平的湿地修复探索实践，让他
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有了更
多思考：解锁自然的力量，基于自然的
解决方案，是城乡湿地生态修复及碳
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我们处在
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之中，如何应对
气候变化，应对变化的环境，是人居环
境建设中生态系统设计必须考虑的，而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给这种适应性提
供了可能。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袁兴中：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实现城乡湿地生态修复

碳达峰碳中和高峰论坛在渝举行

专家热议碳达峰、碳中和实现路径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4月27日，重庆市生

态文明建设学会联合体

成立仪式暨碳达峰碳中

和高峰论坛在重庆交通

大学举行。论坛上，来自

重庆大学、重庆市科学技

术研究院、西南大学、重

庆国咨低碳技术咨询有

限公司、重庆垃圾焚烧发

电技术研究院、重庆交通

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和

企业专家，围绕碳达峰、

碳中和实现路径展开了

深入探讨。

“从能源保障、产业转型方面来看，
碳中和是中国经济的内在需求。”重庆
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研究院院长周雄作
了题为《碳达峰与碳中和背景下的能源
革命与产业升级》的主旨报告。

他介绍，碳排放主要是来源于能源
活动、工业过程和农业等。分析发现，
能源活动碳排放占比高达85.5%，主要
为发电、钢铁、建材和交通行业；工业过
程占比为15.4%，主要为水泥石灰和钢
铁化工；农业及其他行业占比-0.8%，
基本实现碳平衡。

那么，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我国
将发生怎样的能源革命？对此，他举例
说，比如光伏风电发电成本持续下降，
让2021年有望成为光伏风电的平价元
年。未来5-10年，光伏风电装机增长
有望进入二次爆发阶段，从补充性能源
升级为主要增量能源形式。

在他看来，“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
键期、窗口期，我国应构建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各行各业都应制定
自己的行动计划，还要注重发挥技术创
新的重要作用。

重庆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研究院院长周雄：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其
根本前提是建设生态文明；深度减
排、实现碳中和，又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抓手。”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
院低碳与生态环保研究中心负责人
雷晓玲作了题为《生态文明建设助
力碳达峰、碳中和路径探索》的主旨
报告。

她以污水处理举例说，传统污水处
理是消耗能源的碳排放过程，但如今需
要转变理念。与此采取“以能消能”的
方式让有机物转化成二氧化碳，不如尽

可能转化为可再生的能源物质，比如甲
烷等，反哺污水处理厂运行直至实现碳
中和目标。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对外部
能源（化石燃料）的消耗，减少因发电而
间接产生的碳排放。

另外，海绵城市以自然积存、自然
渗透、自然净化为建设理念，通过绿色
屋顶、下沉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雨水
花园等增加碳汇，可以缓解热岛效应。
雨水资源的重复利用、污水再生利用、
雨水净化等，也间接达到减少碳排放目
的，助力碳中和的实现。

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低碳与生态环保研究中心负责人雷晓玲：
海绵城市建设可助力实现碳中和

“在过去200年人类向大气层排放
了数万吨二氧化碳，全球平均气温较工
业化前上升了1.1℃。”西南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教授彭欢以《碳达峰、碳中和

“3060”目标的战略高度与实现路径》
为题作了主旨报告。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要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有哪些实现路径？

他表示，一是大力调整能源结
构，着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在保障
能源安全前提下，能源系统的清洁转
型是实现碳达峰的根本途径。二是
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要

大力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
优化存量产能；另一方面要加快形成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和
生产方式，尤其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汽
车产业。三是加速绿色低碳技术研发
推广，加快推进规模化储能、氢能、碳
捕集利用封存等技术发展，推动数字
化信息化技术在节能清洁领域的创新
融合。

“对于重庆来说，要做好长期能源
发展规划，协调好节能减排总要求和经
济发展能的对能源需求的关系。”彭欢
表示。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彭欢：
重庆要做好长期能源发展规划

重庆国咨低碳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强在作题为《重庆市碳达峰研
究及“十四五”行动》的主旨报告中，提出
了“一区两群”实施差异化碳达峰路径。

比如，中心城区应以率先建成低碳
示范型区域为目标，通过打造低碳的现
代服务业、交通运输系统、绿色建筑体
系，建立消费侧低碳转型，以长嘉汇、广
阳岛、科学城、枢纽港等重大示范工程
为依托，打造零碳示范案例，建设成为
全国碳达峰碳中和示范区。

主城新区应倒逼经济社会发展低碳
转型，通过积极研发和应用低碳技术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低碳化水平，打造绿色
优先的先进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基地，将碳达峰碳中和理念融入新区扩
容，促进居民形成绿色生活消费习惯。

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应加强生
态保护，增加碳汇，建立低碳生态产业
体系，促进绿色工业发展，在网络化城
镇格局规划上充分体现低碳发展理念，
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低碳化。

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应立足山
地特点、生态资源和民族特色，整合资
源要素、协同联动发展，发展创新型绿
色经济。

重庆国咨低碳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强：
“一区两群”实施差异化碳达峰路径

重庆交通大学副校长、教授易志坚
作了题为《沙漠土壤化的原理、实践与
前景》的主旨报告，系统地介绍了沙漠
土壤化修复技术。

“沙漠土壤化”技术是力学与土壤、
植物、生态、材料等多学科交叉的成果，
经过多年研究，团队成功研发了能够在
沙子颗粒之间产生万向结合约束的植
物纤维粘合剂，它就是实现“沙漠土壤
化”的神奇“密码”所在。

“‘沙漠土壤化’的本质是‘变土’，
也就是使沙漠沙子具备‘土壤特性’，具

有防沙治沙和生态恢复一体功能，能够
实现人类沙漠变绿洲梦想。”他说，自
2016年以来，他带领团队已在内蒙乌
兰布和沙漠、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四
川若尔盖沙化草地等实施土壤化
20000亩，产生了广泛的国内外影响。

在他看来，“沙漠土壤化”生态恢复
和利用，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乃至
世界土地荒漠化这一影响人类生存和
发展的全球最大生态环境问题，同时，
对我国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粮食安全、
土地利用等具有重要意义。

重庆交通大学副校长易志坚：
“沙变土”让沙漠变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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