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化县工业园区 （黄尉峰 摄）

“没想到我种的毛竹、杉木林
保护起来，还有额外的一块收入。”
6月2日，将乐县光明镇永吉村村民
陈金远高兴地说。2021 年 5 月 18
日，福建金森碳汇科技有限公司按
照每吨 10 元的价格收储了陈金远
4415吨的林业碳票，陈金远5年累
计获得碳汇收入4.415万元。

将乐县作为全省最早的碳汇
开发交易试点县，去年以来，持
续深化林业改革发展综合试点工
作，以林业碳票制度改革为抓手，
创新探索“碳票”变“钞票”的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助推林改再出
发。目前，全县开发林业碳票项目
面积 4.8 万亩、碳票量 15.06 万吨，
占全市已开发碳票总量半数以上，
并实现碳票交易1.65万吨，交易金
额24.78万元。

打造碳票开发新体系，让种树
人成为“卖碳翁”。将乐县创新建立
碳票开发平台，去年依托金森林业
公司技术优势，积极对接国家林草
局、中国林业科学院、福建省林业
科学研究院等开展合作，成立全省
首家碳资产管理公司——福建金
森碳汇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林业
碳票项目开发服务、碳汇监测计量

及碳金融服务，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碳票开发服务。创新推动林业碳票
制度改革，参与编制全国首个区域
专业化场外交易的碳汇方法学
——三明林业碳票（SMCER）碳减
排量计量方法，为林业碳票提供
了制度保障和计量方法，填补了
国内空白；参与编制全国首部林
业碳票管理办法，对林业碳票的
制发、登记、流转、质押、抵
消、管理和监督等进行规范；编
制全省首个净零碳排放乡村试点
项目，常口村成为全省首个探索

“碳中和”的乡村。探索建立林业
碳票开发标准化流程模式，鼓励
引导林权、林木权属清晰的各类
主体参与林业碳票项目开发。探
索建立联合开发模式，支持条件
充分的村集体、村民个人先行先
试，鼓励分散的农户依托村集体
联合申请碳票开发。目前，高唐
镇常口村、余坊乡张都村村民等
部分村集体和个人已完成林业碳
票制发、登记，累计开发碳票量
4.15万吨。

探索碳票转化新渠道，让农
民傍上致富“靠山”。将乐县创建
政府引导新机制，由党政机关、

国有企事业单位带头参与，主动
探索林业碳票交易机制，依托福
建省公共机构能耗监督平台，对
部分试点单位用水、用电、用
车、办公用品消耗等项目，进行
年度碳排放测算，再按年度购买
林业碳票，抵消本单位的碳排放
量，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搭建企
业介入新平台，建立碳票项目线
下交易体系，打造线下交易平
台，鼓励盈利性企业主动介入碳
票市场，抵消生产经营活动中的
碳排放，激活林业碳票场外交易
市场。2021年5月，福建通海镍业
科技有限公司按照每吨 15 元的价
格向将乐县高唐镇常口村购买三
明林业碳票，总价值 4.0845 万元，
完成了全国首单三明林业碳票交
易，迈出了林业碳票线下交易的第
一步。构建社会参与新模式，引导
各类会议、赛事、展览等大型活动
参与碳票交易，用以降低活动期间
产生的碳足迹排放，实现净零排
放。2021年11月，赛事主办方通过
向福建金森碳汇科技有限公司购
买碳票，抵消 2021 中国·将乐皮划
艇桨板马拉松公开赛所产生的 63
吨碳排放，完成全市首单赛事碳中

和交易。积极探索林业碳票收储
机制，福建金森碳汇科技有限公司
采取保底收购、溢价分成的办法，

收储常口村民委员会、水南镇联兴
林业公司等各类主体林业碳票碳
减排量 18294 吨，收储价格为每吨

10元，完成了全国首单三明林业碳
票收储，推动以林业碳票为代表的
生态产品实现货币化。

将乐县：让群众从“碳中和”目标中得实惠
●本报将乐记者站 邹观长 陈雨丽

将乐县常口村村民拿到全国首批林业碳票。 （陈登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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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在宁化县水上儿童公
园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加紧
进行环游世界轨道和卡丁车场地基
础设施建设。

这个项目属省重点建设项目，
占地面积 157 亩，其中水域面积 54
亩，总投资2.51亿元，2020年7月开
工建设，预计今年7月投入使用。为
推进项目建设进度，县有关部门紧
盯关键节点，精准发力，在打通项目
用地保障、审批难题等堵点痛点难
点问题中抓好项目落地。

今年以来，宁化县深入开展“项
目攻坚年”活动，把抓产业项目作为
促投资、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围绕项
目从谋划招引到落地投用全生命周
期，以谋项目、抓招商、推进度、强服
务“四轮驱动”，推进产业项目建设
提质增效。

项目谋划科学精准。宁化县围绕
加快构建“1234”产业体系，建立重点
项目常态化储备机制，提早做好项目
储备，对接“三类”资金重点投向，精
心谋划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一批重大民生项目、一批政府专债项
目，做实做优重点项目储备库。今年
全县省市重点项目25个，年度计划
投资 32 亿元；县级重点项目 167
个，年度计划投资91.48亿元；重点
攻坚项目 33 个，总投资 284.42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39.67亿元。

招商引资多措并举。面对严峻
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宁化县统筹
疫情防控和招商引资工作，聚焦矿
产、生态、客家和红色文化、硅胶
材料、同位素等资源和 18 条特色
产业链，“一链一策”精准补链延
链强链，采取“屏对屏”洽谈、异
地商会“牵线搭桥”、乡贤“穿针
引线”，开展“云考察”“云签
约”。截至目前，全县新签约项目
52个，总投资86.31亿元，其中亿
元以上签约项目 23 个，总投资
67.98亿元，5亿元以上签约项目4
个，亿元以上开工项目 14 个，总
投资 26.44 亿元，完成投资 5.12 亿
元。

项目推进机制健全。宁化县坚

持目标和问题导向，着力破解重大
项目建设瓶颈制约，不断推动重点
项目提质增效。紧盯关键环节，强
化攻坚措施，落实专班推进、进度
跟踪机制，成立项目服务专班，实
行“一个项目、一名挂包领导、一
个服务专班、一套进度计划”工作
机制，确保重点项目紧扣序时高效
推进。截至4月，省市重点项目累
计完成投资11.21亿元，占年度投
资计划的 35.02%，超序时进度 1.69
个百分点；县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27.51亿元；重点攻坚项目完成投资
11.25亿元。

项目服务倾心倾力。宁化县深
化部门协作，突出要素保障，建立

“一周一协调”机制，助力项目早落
地、早开工、早投产、早达效。通过项
目招商“一码通、一站式、一窗办”行
政审批服务模式，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打通项目落地“快速通道”，推动
签约项目加快落地建设。今年来，纳
入全程代办服务项目14个，跟踪服
务项目8个。

宁化县：“四轮驱动”促进项目提质增效
●本报宁化记者站 刘博文 刘才恒

走进新建成的大田美人茶文创
园，茶博物馆文化展示区已建设完
成，56 家茶企顺利入驻，吸引了
不少市民前来参观、购买茶叶，热
闹非凡。

文创园总投资 5000 万元，建
有美人茶主题公园、实体店街区、
双创电商区、茶博物馆文化展示
区、培训中心、包装区等六大功能
区，已成为茶产业的对外展示窗
口，构建起“中国高山茶之乡”的
城市形象。

打响“大田美人茶”品牌，不
断延伸产业链。眼下，屏山乡美人
茶集中加工区正在加紧建设中，5
幢标准化厂房主体建设已基本完
成，进入试运行、试生产阶段。项
目投产后，将聚集茶生产各个要
素，开展茶饮料、茶食品等系列产
品研发，增加附加值，助推美人茶
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大田县持续壮大美人
茶产业，加快建设屏山、吴山等美人
茶集中加工核心区和烘焙中心，培
育新型茶叶经营主体，提升龙头企
业实力，促进老区百姓增收致富。目

前，全县现有茶园面积近 10 万亩，
涉茶人员10万人，全产业链产值达
38亿元。

美人茶产业发展如火如荼，铸
造和装备制造产业欣欣向荣。在上
京铸造装备园基础设施项目施工现
场，工人们忙着铺设供水管道、建设
商业街区。

“目前，园区内已完成土地平整
约4000亩，形成平台约1700亩，现
阶段正在完善水、电、路、污水、公
寓、物流园、幼儿园等设施建设。”经
济开发区招商科干部刘春鑫介绍，
整体建设计划于2022年底完工。

上京铸造装备园是全省已批规
模最大的成片开发区，以铸造和机
械加工、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
项目为主，吸引了清航无人机、新岩
水泥、华阳光电、凯沃科技、中光众
恒、超越科技、晟兴铸造等 38 家企
业入驻。

作为省级机械铸造产业基地、
中国铸造产业集群试点县，大田县
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现状，加大上
下游产业招商力度，依托上京铸造
装备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引龙

头、铸链条、建集群，培育百亿铸造
装备产业集群。

工业点燃发展“新引擎”，数智
高地建设初显成效。大田县坚持“事
业+产业”的理念，成立后生仔（福
建）实业有限公司，依托三明市网络
生态治理中心，建成集开源情报、攻
防渗透等全链路打击能力的服务平
台，巩固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建设成
果，大力发展网络生态治理产业。

“我们和奇安信、安恒信息等
18家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并与美亚
柏科、中科金审等 4 家企业成立合
资公司。”后生仔（福建）实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刘兴发介绍，公司通过积
极引进合作企业，共同开展网络安
全业务，共享数据服务。

公司建立两年多来，配合市网
络生态治理中心，为大田、将乐、
永安以及莆田等地案件提供技术服
务支撑，完成电子取证鉴定服务项
目10个、资金梳理服务项目5个、
案件研判6个，打击涉嫌制假、洗
钱案件共2个，实施智能化、信息
化中标项目 12 个，实现营业收入
5000多万元。

大田县：主导产业推进如火如荼
●本报大田记者站 叶紫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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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县屏山乡“大仙峰·茶美人”景区 （苏晋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