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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记者王立彬）目前我国
林草年碳汇量超过 12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居世界首
位，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压舱石”，但要注意避免
林业碳汇项目开发过热现象。

这是记者 14 日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国家林草局召开的生态保护修复专
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国家林草局生态司一
级巡视员郭青俊说，森林是集水库、钱库、粮库、
碳库于一身的大宝库，森林和草原对国家生态安
全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据测算，目前全国林
草年碳汇量超过 12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居世界首
位。据预测，2060 年我国难以避免的碳排放约有
25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林草碳汇能吸收一半以上

碳排放。实现“双碳”目标是我国主动担当大国
责任、对国际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作为实现碳
中和目标的“压舱石”，林草碳汇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

郭青俊说，为巩固和提升林草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将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扩大林草面积，增加林草
碳库总量；提高林草资源质量，提升碳汇增量，提高林
草生态系统碳汇潜力；加强林草资源保护，减少碳库损
失，强化林草火灾防控管理，提升有害生物防治能力，
减少灾害导致的碳排放；推进木竹替代，提高生态固碳
效益，强化木竹精深加工，推广在建筑、包装、运输等领
域应用。

国家林草局启动 18 个林业碳汇试点市（县）和

21 个国有林场森林碳汇试点近 2 年来，试点单位
结合实际，制定巩固提升碳汇能力实施方案，开展
碳汇计量监测方法实践，创新林业碳汇应用场景，
探索出多种巩固提升碳汇能力的途径与价值实现
模式。

郭青俊指出，目前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
市场已正式启动，林业碳汇项目可根据要求参与交
易获取收益。但并不是具有碳汇就能开发符合自
愿减排类项目，适合项目开发条件的林地类型非常
有限，大多数类型不能作为碳汇交易项目开发。要
科学认识和理解碳汇能力与碳汇项目开发的关系，
科学有序推进碳汇项目开发与交易，避免碳汇项目
开发过热现象。

我国林草年碳汇量逾12亿吨居世界首位

新华社电 近日，大港油田在旗下渤海湾赵东油
田的开发过程中，以2645米的长度，刷新国内侧钻井
的尾管下管最长纪录，圆满完成下尾管和固井作业。

赵东油田位于渤海湾极浅海区，基于海上开发的
特点，油田井口数量有限，开发新油井通常需要基于
老油井，在老油井井眼的套管内侧面“开窗”，然后继
续开采石油，这样的油井也被称之为侧钻井。目前，
赵东油田有近200个井口，但地下井眼多达近400个，
有的老油井被重复利用4次。

此举实现了资源的集约式利用，但却面临地下井
眼之间防碰绕难度大，井眼岩屑运送困难，套管下管
容易遇阻和循环憋堵等难题。

大港油田赵东采油管理区产能建设中心主任郭

海涛介绍，面对生产中出现的技术难点，大港油田在
钻井过程中，充分借助信息化智能手段，通过实时钻
井数据传输系统与录井远程传输系统，实现专业一体
化协同跟踪与分析。在最近的一次侧钻井套管下管
过程中，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历经 39 个小时，成功
完成下套管及固井作业，从开钻到完井一共 16.5天，
长度达到 2645 米，刷新了国内侧钻井尾管下管最长
纪录。

郭海涛表示，此次侧钻井下尾管比国内同类型用
时节省30%，并大幅节约预算资金。该钻井纪录的打
破，为国内同类型侧钻井提供了借鉴，也为国内海上
油田开发提供了更多国产工具和技术储备。（记者毛
振华、梁姊）

2645米！

大港油田刷新国内侧钻井下尾管最长纪录

赵东油田平台生产现场（资料图）。（受访者供图）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记者罗沙）“全国生态
日”到来之际，最高人民法院 14日发布 4件人民法院
依法审理滥伐林木典型案例，表明依法惩处滥伐林木
违法犯罪行为的鲜明态度，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林
木采伐，依法依规申请采伐许可，科学合理实施修复
措施。

这 4 件案例包括：吴某良等滥伐林木案，洪某应
滥伐林木案，李某贵等滥伐林木、梁某富等非法运输
滥伐的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北京市密云区
园林绿化局申请执行行政处罚案。

据介绍，人民法院坚持最严法治理念，全链条打
击破坏森林资源犯罪行为。在李某贵等滥伐林木、梁
某富等非法运输滥伐的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案中，李某贵等人滥伐林木数量巨大，梁某富等人明
知是滥伐的林木而非法运输，情节特别严重，分别构
成滥伐林木罪和非法运输滥伐的林木罪。人民法院

针对非法采伐、运输等行为构成的非法木材生意利益
链进行全链条打击，强化全面保护。

同时，人民法院在办理破坏森林资源案件过程中，
综合考虑行为人认罪认罚，积极通过原地补植、异地修
复、认购林业碳汇等方式进行生态修复情况，贯彻宽严
相济政策要求，依法妥当处理相关案件，引导行为人从

“森林资源破坏者”转变为“森林生态修复者”，促进森
林生态有效修复。在洪某应滥伐林木案中，洪某应通
过环剥树皮的方式造成林木死亡、破坏森林资源构成
滥伐林木罪，考虑到其具有自愿认罪认罚等情节，人民
法院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理念，依法适用缓刑，体
现了贯彻宽严相济、恢复性司法要求。

据悉，人民法院坚持公正司法与以案说法紧密结
合，在依法判处刑罚的同时开展“庭审下乡+送法入
村”普法宣传，“审理一案教育一片”，让生态文明理念
扎根群众心间。

最高法发布滥伐林木典型案例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14日电（记者孙少雄）国
际公路运输系统（TIR）集结中心（乌鲁木齐）14日正
式揭牌运营，这是我国第二个由国际道路运输联盟
（IRU）认证的 TIR 集结中心，标志着新疆在跨境物
流领域更进一步，形成铁路运输与国际公路运输协
同互补的发展格局。

TIR是建立在联合国公约基础上的全球性跨境
货运通关系统，通过简化通关程序来提高通关效率、
推进多边贸易和国际运输的便利化与安全性，涵盖
公路、铁路、内陆河流、海运等多式联运，覆盖全球70
多个缔约国。我国于2016年正式加入TIR。

新疆国际陆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司俊江介
绍，TIR集结中心投入运营以后，将为企业提供更加
灵活多样的运输方案，提升跨境物流综合承载能力，
越来越多的国际运输车辆将在乌鲁木齐集结、组货，
公路运输规模将不断扩大。

乌昌海关副关长吕学农表示，未来我们将结合
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创新，不断优化
TIR 运输通关流程，提供预约通关和业务咨询等服
务，吸引更多外贸企业从事TIR进出口业务，持续提
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

新疆是“一带一路”核心区，今年 5 月国内首个
IRU认证的TIR集结中心已落地喀什。

国际公路运输系统集结中心
（乌鲁木齐）正式揭牌运营

新华社电 第一届玉米种质改良与创新利用研
讨会近日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表示，种质改良是
一项系统工程，建议启动全国玉米种质遗传改良计
划，开展全国范围大协作，稳步推进玉米种质改良与
创新利用工作。

此次会议由中国作物学会玉米专业委员会主
办，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和国家玉米产
业技术体系承办。会议旨在促进玉米种质改良与创
新领域交流合作，展示最新科研成果，推进玉米种业
高质量发展。

中国农科院作科所所长周文彬表示，玉米对于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在当前品种众
多、同质化现象有待解决的形势下，玉米种质改良与
创新利用的意义重大，是确保种源自主可控的重要
途经。建议进一步创新科研合作模式，系统开展种
质改良与创新利用工作。

中国作物学会玉米专业委员会主任李建生介绍
说，我国玉米面临单产提升和国际竞争双重挑战，破
局的关键在于体制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种质创新，
其中种质创新是品种培育的基础。要聚焦种质创
新，共同推动玉米种质资源的创新利用。

会议期间，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
生和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李新海分别
就我国玉米种业振兴布局与种源创新规划、玉米种
业发展形势与种质创新需求作主旨发言。近30位专
家参与学术交流研讨，来自国内外 10余所高校和研
究机构的 400余人参会。与会人员还参观了中国农
科院作科所玉米试验和种植基地，了解种质资源收
集与引进、种质改良技术创新、新种质创制和新品种
培育进展。（记者于文静）

专家建议加强玉米种质资源
科研大协作助力种业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