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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产经

◆导报记者 初磊 济南报道

近日，随着国家林草局发布

2 0 2 2年第二批植物新品种权名

单，山东植物种质资源库再一次

刷新：全国436个植物新品种被

授权，山东企业揽获26个，其中

8 个新品种花落泰安时代园林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下称“时代

园林”)。

“截至目前，我们与泰安市

泰山林业科学研究院联合获得了

22个植物新品种授权，企业将对

接本地园林应用需求，让新品种

创造更多价值。”时代园林负责

人孙忠奎表示。

“6+2”，

紫薇和元宝枫“出新”

国家林草局新授权的436个植

物新品种中，木本植物有 4 2 4

件、草本植物12件。其中，蔷薇

属植物139件、李属27件、紫薇

属24件；此外，多被用于园林绿

化的乡土植物也有了新品种，例

如流苏树和白蜡树。时代园林此

次被授权了6个紫薇和2个元宝枫

新品种。

紫薇，在泰安市民心中，不

是普通的苗木，而是有价值的市

花，这朵市花，一直受到行业的

高度关注。自1995年，泰山林科

院就组建创新团队调查紫薇；

2 0 0 9年，泰安市科技局将“紫

薇、观赏石榴等主要绿化树品种

优 选 与 高 效 栽 培 技术研 究 开

发”列入发展计划；2014年，山

东省科技厅将“紫薇红花系高抗

品种选育”列入农业良种工程。

这一系列研究，为紫薇种质评

价、育种创新奠定了厚基。基于

选育抗逆、倍性、红花新品种，

泰山林科院与时代园林开始了品

种选育路。

植物新品种权申请，从来都

不是一件易事儿，摆在育种企业

面前的一道难题，就是时间。新

品种需满足特异性、稳定性和一

致性，稍有不慎，就要等下一个

花期。采访获悉，由于自然选择

时间漫长，时代园林的育种团队

主要通过杂交、化学诱变及辐射

诱导技术，加快育种周期。即使

这样，这项工作，还是用了近8年

时间。2014年7月，他们发现并选

育的“红云”“花海”“红海”

和“追梦”4个具有双亲性状的特

异单株此次均获授权。

新品种有哪些创新？据悉，

普通紫薇对气候、土壤立地环境

的要求基本相同，比较而言，新

品种的萌芽力、成枝力强，适应

性广，特别是在抗旱、抗寒方面

的能力较强，适应范围更广，可

适于庭院、门前、窗外配植。在

园林中孤植或丛植于草坪、林

缘，与针叶树相配具有和谐协调

之美；配植于水溪、池畔则有

“花低池小水萍萍，花落池小片

片轻”的景趣；配置于绿树丛

中，更绮丽动人。

这次，时代园林“凤飞”和

“凤蝶”两个元宝枫新品种也获

授权。这项育种，也始于 2 0 1 4

年，历经连续多年观察源品种的

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确定

了新品种。创新品种“凤飞”

“凤蝶”元宝枫与普通元宝枫对

气候、土壤立地环境的要求基本

相同，比较而言，这两个品种更

适合广泛应用于城市绿化美化，

用作庭荫树或风景园林中的伴生

树，与其他秋色叶树或常绿树配

置，让秋景更有色彩。

3个杜鹃新品背后

我国自1999年开始受理植物

新品种权申请，但最初几年，授

权量寥寥。自2017年之后，新品

种授权量逐渐增多，2018年为405

个，到了2021年，三批授权植物

新品种达到了761个。

“无鹃不成园”，杜鹃花是

我国十大名花，也是世界之花，

其在园林中的应用地位无可替

代。青岛永根园艺有限公司这次

获得了“信阳红”“奔放”和

“希望”3个杜鹃新品种授权。

采访获悉，青岛永根园艺是

浙江省最大的杜鹃花新品种培

育和生产企业——— 永根杜鹃花

培育有限公司在青岛设立的杜

鹃花培育和生产基地。青岛永

根园艺有限公司2021年初正式落

户西海岸新区铁山街道大下庄

村，西海岸新区的大、小珠山

和铁橛山系本来拥有野生杜鹃花

的旅游资源，当地温度适宜、雨

量充沛、相对湿度大，适合发展

杜鹃花产业。

喜欢杜鹃花的花友，很多人

对杭州临平公园、常州凤凰公园

等杜鹃花主题园印象深刻，这是

国内杜鹃花应用的经典，均由永

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司打造。永

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司的育种成

绩国内领先，其拥有1000多个杜

鹃花新优品种，杜鹃花生产面积

1500多亩，是国内唯一一家进行

系列杜鹃花新品种应用推广的企

业。截至目前，永根杜鹃花培育

有限公司已获得“红运来”“宝

玉”等60个国家植物新品种权保

护品种，这些品种可以满足园林

应用市场对抗逆性强、易成活、

好养护、花色丰富的需求，在园

林绿化提升与环境建设中发挥重

要作用。

“一朵花，有人看是宝，没

人看是草。”自主育种行业里，

常常流传这样一句话。如何让新

品走向市场，得到更大应用，同

样是摆在育种企业面前的一道难

题。“品种保护是第一步，下一

步就是良种扩繁，让新品在园林

景观打造、公园城市建设中实现

绿化、美化、彩化和珍贵化。”

孙忠奎认为。

花卉行业大省山东做大做强

花卉产业，种质创新是关键。

2022年12月12日，山东省林业保

护发展中心以在线方式组织开展

了全省花卉业高质量发展专题研

讨，全省16市和部分县(市、区)林

业保护发展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参加研讨。会上，中国花卉协会

秘书长张引潮专题解读了国家有

关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花卉业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他指

出，要坚持市场导向、政府引

导，重点做好种质资源保护利

用、花卉种业创新、产品质量提

升、优化产业布局结构、延长花

卉产业链、健全花卉物流体系、

完善花卉市场体系、推动花卉产

业数字化赋能、推进产业绿色发

展、促进花卉消费、弘扬优秀花

文化、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等。

这次研讨会为进一步做优做

强山东花卉产业指明了方向、明

确了目标、增强了动力。下一

步，山东将立足山东花卉产业优

势，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加快花

卉种质创新，延长花卉产业链，

强化产品质量提升，推动全省花

卉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26个植物新品种丰富种质资源库

自主育种，鲁企开“新”路

高质量发展是未来我国经济工

作的不变主题。在新的历史征程

上，中国经济如何攻坚克难、爬坡

过坎，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全

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解

读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如何实现

减碳与增长双赢。

中国能源和经济绿色转型应该

走什么路？

刘世锦：根据相关研究，到

2060年，中国的非化石能源由目前

的不到20%增长到80%以上，由配

角成为主角。从成本角度看，作为

存量的传统高碳能源，尽管仍有

一定的减碳空间，但潜力具有累

退性，越往后空间越小，难度相

应加大，成本加快上升；另一方

面，作为增量的低碳或零碳新能

源，随着产量扩大、技术改进，

成本下降加快，部分产品绿色溢

价由正变负。由于成本上的变

化，新能源替代老能源的减碳成

本优势增大，进而加快新老能源

比例的转换进度。

应积极推进什么样的减碳模式？

刘世锦：我们可以观察到现

实操作中有三种不同减碳类型，

第一种是衰退型减碳，通过减少

生产来减少碳排放；第二种是增

效型减碳，通过提高碳生产率，

用同样多的碳排放实现更多的产

出，或者同样的产出使用了较少

的碳排放；第三种是创新型减

碳，通过创新形成新的技术、工

艺、方法等，在达到相同产出的情

况下，实现低碳、零碳甚至负碳排

放，如用风、光、水、生物质等可

再生能源发电。

创新型减碳跟前面两种类型不

一样，有五个特点和优势：

一是系统全面的技术创新。因

为绿色转型从根本上来讲是要换技

术，而创新型减碳提供了一个全面

的绿色技术。它是用低碳、零碳甚

至负碳技术替代原有的高碳技术。

二是创新的边界很难限定，创

新的内在冲动性经常会冲破我们的

想象力。比如可以设想一下，如果

现在可控核聚变能够成功并商业

化，人类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写可再

生能源的认识版图。

三是大幅度降低人类社会应对

气候变化的成本。典型案例是光伏

发电。过去十年间，它成本下降了

80%到90%，已经低于燃煤发电成

本，还有进一步下降的潜力。

四是通过创新型减碳形成的一

些产品，它会带来除了减碳之外更

多的消费者剩余。以新能源智能汽

车为例，大部分消费者直接感受到

的是使用成本低，电子设备应用得

手，舒适程度高，操控感觉与以往

大不相同，自动驾驶能力也在逐步

提升。

五是加速能源和其他高碳行业

的转型，绿色化和数字化的过程是

合为一体的，它带动了这些行业率

先进入数字化。

创新型减碳如何实现？

刘世锦：重要的是要形成一个

相互依存的制度规则和政策体系，

建立以碳排放“双控”为目标，减

碳与增长双赢的核算方法和运行机

制。怎么来实施这样的规划？我提

出一个“三支柱体系”。

第一个支柱，建立全方位支持

绿色技术创新的创新型碳替减市

场。所谓“创新型碳替减”市场，

是指依托绿色技术替代而相对减少

的碳排放，也可称为替代性减碳。

这个市场应有强包容性，包括绿电

等绿色能源产品，钢铁、有色、建

材、化工等高碳行业能够产生增长

型碳汇的产品，如绿氢炼钢等，还

可包括森林碳汇和其他负碳技术产

品，也可包括个人消费领域的碳排

放权交易。在起步阶段地方可以从

各自实际出发，建立“碳资产池”

或“绿碳银行”，开展创新型碳替

减的核算和交易。

第二个支柱是形成区域自主减

排责任体系。增量优先的关键是扩

大对技术创新产品的市场需求，而

这一点又直接取决于减排责任体系

的有效性。应鼓励各个地方提出既

合乎本地实际、又有一定挑战性的

减排目标，与下一步陆续出台的落

实双碳目标“1+N”政策相配合，

形成省、市、区县和开发区等层面

的区域减排计划和可追溯的减排责

任要求。

第三个支柱是加快碳核算、碳

账户为重点的绿色微观基础制度建

设。不论是推进增长型碳汇市场建

设，还是完善减排责任体系，前提

是要有一个合格的碳核算基础，而

这恰恰是目前的一大短板。

这三个制度体系建立起来以

后，还要注意一些问题，如创新型

碳替减的技术审核和认定等工作。

促进绿色创新，既有技术创新，也

有制度政策创新，绿色创新和转

型面对大量未知和不确定因素，

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进取

型减碳战略“三支柱”模型其实就

是一个方案，可以在创新意愿强的

省、市层面先行先试，给出一定的

试错探索空间，取得成功经验后完

善再推广。 (据新华社电)

刘世锦：中国能源和
经济绿色转型之路怎么走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绿色发

展，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推进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作

为中管金融企业分支机构，山东

中行将绿色金融作为重点发展领

域之一，倡导绿色金融理念，加

大绿色信贷投放，创新绿色金融

产品及服务，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双碳”目标和

山东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心怀绿色

建立绿色金融组织架构

2021年11月，山东中行成立山

东省分行绿色金融委员会，负责

全行绿色金融工作的统筹管理和

专业决策，积极响应国家及地方

政策，将绿色发展要求内化到业

务开展的各个环节，建立并持续

完善绿色金融政策制度体系，以

推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业务

发展。总行层面，中行出台了绿

色信贷工作指引和棕色行业信贷

管理策略，明确对绿色产业和棕

色行业的信贷策略和风险管理流

程，完善了客户环境与社会风险

分类管理机制，建立了行内统一

的绿色信贷业务分类标准，规范

了绿色信贷业务数据采集和管

理。省行层面，先后编制下发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行绿色金融委员会章程》、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行绿色金融管理办法》、《中

国银行山东省分行“十四五”绿

色金融规划》、《山东省分行员

工绿色行动倡议及绿色行动指

南》等政策制度，不断强化绿色

金融体系建设。

2022年6月，山东第三届智能

化绿色化技改展洽会在山东国

际会展中心举办。山东中行发挥

全球化、综合化优势，积极参展此

次展洽会，助力山东省企业绿色

化、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的实施，

加快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步伐。

山东中行在赋能绿色化技改

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方面加大支

持力度，计划3年内在全省投放不

低于600亿元的绿色技改专项贷

款。通过建立绿色审批机制，制

定“绿色化技改专项贷”配套审

批政策，建立专门的绿色审批通

道，确保重点项目快速落地、一

般项目服务到位。在手续完备、

资料合规的前提下，15个工作日

内下发批复。同时提供优惠利率

保障，针对“绿色化技改专项

贷”实行优惠利率。

把握机遇

延伸绿色金融服务半径

东营市某800MW光伏发电项

目是国家首期大型风电光伏基地

项目、2021-2022省重大项目，项目

2022年正式开始全面建设，是水上

产出清洁能源、水下产出优质水产

品的“先环保、后渔光，现代渔

业+光伏发电”的渔光一体项目。

中行东营分行按照绿色信贷

工作要求，走进企业及时了解企

业项目情况，在取得项目材料

后，立即组织专人进行项目评估

和发起材料撰写，委派专人赴省

行当面沟通项目中的难点、疑

点，2022年6月，该项目已提款

1 . 61亿元，根据项目建设进展，

中行东营分行将继续为该项目做

好信贷支持。

据了解，本项目建成后，平

均每年可为电网提供清洁电能

106375 . 4万千瓦时，与燃煤电厂相

比，以供电标煤煤耗308g/千瓦时

计，每年可节约标煤37 . 34万吨，

折合原煤52 . 68万吨，每年可减少

多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其中减

少二氧化硫(SO2)排放量约7208 . 42

吨，一氧化碳(CO)约99 . 8吨，碳氢

化合物(CnHm)40 . 78吨，氮氧化物

(以NO2计)4094 . 96吨，二氧化碳

(CO2)88 . 84万吨，还可减少灰渣排

放量约11 . 46万吨。

截至2022年末，山东中行绿

色信贷余额440亿元，较2017年末

增加380亿元，增长率630 . 72%，近

年来实现翻倍增长，增速位居本

地区四大行前列。

积极拓展

丰富绿色投融资服务

山东省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

省，为深化新旧动能转换、建设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省

政府提出以绿色低碳发展为重

点，以重大项目建设为支撑，加

快构建“三链两体系”能源保障

网。“十四五”时期，山东省把发展

清洁能源作为优化能源结构、促

进绿色低碳发展的重中之重。

山东中行积极顺应国家产业

政策，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强化金融对绿色低碳领域的精准

扶持，积极响应发展清洁能源政

策的号召。中行烟台分行敏捷反

应，抢抓机遇，持续深耕新能

源行业，近几年陆续给予山东

海阳核电项目、国家电投海上

风电项目、华润集团陆上风电

项目提供授信支持，不断提升绿

色金融服务水平，助力清洁能源

战略的实施。

山东海阳核电站项目是山东

省单体投资最大的清洁能源项

目、首个开工建设并建成投运的

核电站。目前海阳核电一期项目

两台机组已建成运营，二期项目

建设进展顺利，至2027年海阳核

电二期项目建成后，海阳核电基

地将有4台机组运行，年发电量约

40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山东省一

半以上人口的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目前，“暖核一号”已安全稳定运行

了3个供暖季，助力海阳市成为全

国首个“零碳”供暖城市。

中行烟台分行为该项目二期

核定300多亿元信用总量、核能供

热三期项目核定近5亿元信用总

量。近期，成功为该项目投放5亿元

项目前期贷款，成为海阳核电站二

期项目第一家授信合作银行，保

障了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

绿色发展作为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中的关键一

环，是支持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手段。绿色发展离不开金

融支持，下一步，山东中行将继

续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理念，深度融入生态文明建设，

发挥大行担当，贯彻国家“双

碳”战略，不断加大产品和服务

创新力度，以实际行动助力山东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刘昭)

山东中行：深耕绿色金融发展沃土，以金融之笔“点绿成金”

图为泰安市泰山林业科学研究院和时代园林课题组在野外进行种质资源调查。

如何让新

品走向市场，得

到更大应用，同

样是摆在育种

企业面前的一

道难题

由于成本上的变化，新能源替代老能源的减碳成

本优势增大，进而加快新老能源比例的转换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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