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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一
号”投产，刷新
我国海上单体
石油生产平台
新高。
新华社记者
梁旭 摄

绿色发展，才有山清水秀。
近年来，垫江县乘着全面加强生态建设的浩浩春

风，以“绿化山川、富裕百姓”为己任，学好用好“两山
论”、走深走实“两化路”，坚定落实以生态建设为主的
林业发展战略，切实维护生态安全、推进绿色惠民、加
快林业改革，为更好建设生态美经济强百姓富现代化
新垫江作出林业贡献。

改善生态绿化家园

如何建设山川秀美、符合生态文明社会要求的人
居生态环境？厚植绿色本底，造林绿化先行，是垫江
人集体的选择。

垫江县坚持党政主导与社会参与、全面绿化与重
点建设、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生态美与产业兴，成功
创建市级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县城，绿色本底更加坚
实，绿色经济方兴未艾。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46%，森林蓄积361万平方米。

在这里，义务植树蔚然成风。每年春季，各级领
导率先垂范，带头履行植树义务，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打造了一批“劳模林”“共青林”“巾帼林”等义务植树
特色基地，义务植树尽责率达到95%以上，植树成活
率达到90%以上。

在这里，造林绿化成绩斐然。该县扎实推进国土
绿化提升行动，组织实施退耕还林、长江防护林建设、
中央财政补贴造林等国家林业重点工程和城镇社区
绿化美化、生态廊道网络建设、农田防护林网等一批
市级林业重点工程。三年来，累计完成国土绿化营造
林43.69万亩，实现森林面积和林木蓄积量质齐升的
喜人局面。

该县还扎实推进古树名木保护，积极开展古树名
木普查，认真落实管护责任，对52株濒危和长势衰弱
的古树严格按照“一树一策”原则，制定行之有效的保
护方案，及时开展抢救复壮。

精心呵护青山绿水

保护森林资源，就是保护绿色生态家园。垫江县
严守生态红线，持续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全力巩固生
态林业建设成果，实现青山常在。

近年来，该县森林火灾发生率、受害率、控制率分
别比五年前下降了26.37%、16.64%和27.59%。林业有
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3‰以内，森林防火继续保持了
2019年以来“零事故、零损失”态势。

该县全面加强林政资源管理，着力强化林政管理
队伍，严格执行森林采伐限额制度，严把采伐审批关，
确保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并通过森林督查、网络监
管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行为。

同时，扎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该县着力夯实森
林防火责任体系，广泛利用电子信息技术助力森林防
火工作，投入 2500 万元新建森林防火视频监控系
统。在全县62个森林防火检查站（点）大力推行扫码
入林，强化入山人员管理，坚决杜绝火源进山。并加
强经费投入，不断强化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科学防治林业有害生物。该县积极构建覆盖全
县、布局合理的病虫测报防治网络，病虫害防治率96%，无
公害防治率96%、生物防治率64%，松材线虫病等重点森
林病虫害的监测覆盖率也实现100%，林地检疫率100%。

垫江县还切实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对全县驯养野
生动物场所开展清理整顿，取缔违法驯养野生动物场
所，净化保护野生动物环境。积极构建豹猫、麂子等
濒危野生动物栖息繁衍、迁徙绿色走廊，野生动植物
种群增加，生物多样性的内涵不断丰富，亚热带生物
资源基因库作用有效显现。

让好生态流金淌银

大力发展林业产业，壮大林业经济，助农增收致

富，是现代林业发展的重要目标。垫江县坚持生态产
业化、产业生态化的林业发展思路，不断解放思想、狠
抓落实，林业产业建设成效明显。

该县立足县情实际，大力发展林业特色产业，不
断培育壮大林业企业，截至2021年底，实现林业总产
值15亿元；推动林木种苗健康发展，全县已建成各类
苗圃54个，年可出圃各类苗木3700余万株；推动绿色
示范村蓬勃发展，将绿色示范村建设与特色产业、休
闲农业、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助推乡村振兴，完成绿色
示范村建设52个，全县村域绿化率达到45%以上。

近年来，垫江县坚持统筹推进林业建设与脱贫攻
坚，切实通过实施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加大生态补偿
力度、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创新生态扶贫方式等，加大
对贫困人口的支持力度。该县通过突出政策益民，注
重扶贫助民，提升基础惠民，实现脱贫攻坚与生态文
明建设“双赢”。

值得一提的是，垫江县林业局坚持把深化林业改
革作为推动林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大力推动林业
科技创新，成立青年科技攻关小组，创新机制，改进方
式，以改革促工作，以改革促发展。完成国有林场改
革，使林区生产生活条件更完善，林区群众生活更幸
福；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真正实现“山有其主，主
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大力推动林业科技创
新，构建垫江智慧林业体系；全面推行林长制，实现

“林长治”。
持续推进国土绿化提升行动，突出林业特色产业

发展，强化森林资源管理，深化林业改革……眼下，垫
江县正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
续提升森林资源品质，利用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着
力改培桢楠、香樟等名贵树种，枫香、鹅掌楸等彩叶树
种，推动国土绿化向美化、彩化、香化转型，打造森林
抚育示范工程、退化林修复提升工程，全力建设山清
水秀美丽之地。

通讯员 周银强

垫江县：绿化山川富裕百姓

压缩空气储能具有储能容量大、成本低、寿命
长、安全环保等优点，被认为是目前最具发展潜力的
大规模储能技术之一。近日，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
理研究所科研团队在该技术上取得新突破，由他们
研发的国际首套百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国家示范
项目在河北张家口顺利并网发电。

该示范项目总规模为100兆瓦/400兆瓦时，核
心装备自主化率100%，每年可发电1.32亿度以上，
能在用电高峰为约5万用户提供电力保障，每年可
节约标准煤4.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9万吨，
是目前世界单机规模最大、效率最高的新型压缩空
气储能电站。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团队与上海技物
所、新疆天文台、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济南量子技
术研究院和宁波大学等单位合作，通过发展大功率
低噪声光梳、高灵敏度高精度线性采样、高稳定高效
率光传输等技术，首次在国际上实现了百公里级的
自由空间高精度时间频率传递实验。

该实验使得时间传递稳定度达到飞秒量级，频
率传递达万秒，稳定度优于4E-19（相当于时钟在约
一千亿年内的误差不超过1秒）。实验结果有效验
证了星地链路高精度光频标比对的可行性，向建立
广域光频标网络迈出重要一步。

据介绍，这是星地自由空间远距离光学时间频
率传递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将对暗物质探测、物理
学基本常数检验、相对论检验等基础物理学研究产
生重要影响。

我国科学家实现百公里自由空间
高精度时间频率传递

■ 常河 齐芳

我国压缩空气储能技术
实现新突破

■ 刘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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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公司拿到了中国民航局
审定的生物航煤适航证书——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
准书，意味着镇海炼化生物航煤将可以向整个民用航
空市场销售。

生物航煤一般指由动植物油脂、餐余油等可再生
资源为原料生产的航空煤油。与传统石油基航空煤油
相比，生物航煤碳排放可减少50%以上，是可持续航空
燃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航空燃料低碳发展的
重要方向。我国目前年航煤消费量约3000万吨，如全
部以生物航煤替代，按每吨生物航煤减排50%算，一年
可减排二氧化碳约5500万吨，相当于植树近5亿棵，
也相当于3000万辆经济型轿车一年的排放量。

据介绍，中国首套生物航煤大型工业化装置于

2020年8月在镇海炼化建成，该装置年设计加工能力
10万吨，采用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HEFA-SPK生产技
术，以餐饮废油为原料，于今年首批产出纯生物航煤
600多吨。若这套装置满负荷运行，一年能消化掉一
座千万人口城市回收来的“地沟油”。目前镇海炼化
已在全球RSB可持续燃料认证的基础上，与空中客车
（中国）达成合作，首车生物航煤计划于近期运往其天
津工厂，这也意味着我国首套生物航煤工业装置产出
的规模化生物航煤即将助飞行器飞向蓝天。

不过生物航煤的商业化进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工程，需要从政策到市场、从原料到终端全产业链的
支持和参与。未来只有不断提高生物航煤生产技术
水平，降低生产应用成本，才能提升产业规模。

“地沟油”变身航空燃料
■ 郁进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