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娜）炎炎夏

日的周末午后，“丰台最美家庭”

柳茹凤家的客厅成了全家人的

“低碳避暑站”。窗前拉上了遮

光纱帘，空调设定在26℃，柳茹

凤和丈夫一人躺在一张沙发上

午休，孩子在客厅地毯上看书或

是玩玩具。柳茹凤说：“让每一

度电都物尽其用，这是我们的节

能账本。”在这个普通家庭里，节

能减排不是宏大口号，而是融进

生活的日常智慧。

柳茹凤家有三口人，她本

人从事科学传播工作，丈夫李

剑是一名酒店管理人员，二人

对低碳环保行动都有着深刻的

认同。从日常生活中的随手关

灯，到投洗衣服后较为干净的

水要用来拖地，再到喝完水的

矿泉水瓶和可回收纸张放在固

定位置以备回收，还有“做多少

吃多少”的家庭饮食习惯，柳茹

凤家把节约环保意识落实到了

一个个生活细节中。她甚至把

这种低碳环保意识延伸到了日

常工作中。挑选代步车时她和

爱人专门选了电动汽车。在办

公室，她会让行政人员及时把

可重复使用的纸张挑出来二次

利用，尽量少开空调，节约能

源。每到换季的时候，柳茹凤

都会把整理出来的孩子穿小的

衣服、闲置的学习用品和玩具

等送给朋友家更小的孩子，或

是赠送给其他有需要的人。

柳茹凤和丈夫不仅自己在

生活和工作中注重节约资源，还

带动孩子积极参与节约行动。

柳茹凤的孩子李墨熙今年13岁，

平时喜欢和爸爸一起骑行，周末

上声乐课的时候他经常自己骑

自行车去，既节能环保又锻炼自

立能力。受父母节约资源思想

的影响，李墨熙不仅平时对自己

的自行车、玩具等用品都非常爱

护，还会把闲置的物品挂在二手

交易平台上售卖。这不仅让这

些物品能够循环使用，还能给自

己挣点零花钱。“他自己经常在

平台上跟人讨价还价，还给人包

邮，有时候聊得可热乎了。我觉

得这样能很好地锻炼他的理财

能力，也让他懂得资源的价值。”

柳茹凤说。

“我觉得能源、水、食物等

都是很稀缺的资源。”柳茹凤

告诉记者，“我身边的很多同

事、邻居都会把节约资源、践

行绿色低碳行动作为自己的

日常习惯，每个人能做的可能

很少，但是如果大家一起行动

就能节约很多资源，希望能有

更多人、更多家庭加入践行绿

色低碳的行动。”

“丰台最美家庭”柳茹凤家的低碳生活
“精打细算”过出绿色生活新风尚

在丰台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先丰港”里，“丰小政”

智能客服端已集成到自助终端，AI数字人的身影正通

过屏幕为办事群众提供指引。这种数字赋能的探索，

正在向各“先丰港”延伸——周报表制度建立的数据

库，实时监测着服务流量与企业评价；“AI政策顾问”

的推广应用，让惠企政策能精准匹配企业需求。

社区里的“先丰站”同样在创新中焕发活力。看

丹街道16个社区与122家企业结对，中海九浩苑社区

“友邻指数”量化评价体系让治理透明可见；太平桥

街道莲花池社区的“莲心候车室”，为往来旅客提供

热水充电等贴心服务，传递“零距离”的温暖……

从机制创新到数字赋能，丰台正以“先丰站”与

“先丰港”为支点，撬动着基层治理与营商环境的系

统性优化。

品牌引领凝聚合力
从典型示范到全域共进

“长辛先锋”驱动治理与营商双提升
丰台区首个地下电动自行车停车棚在成寿寺方

南家园社区“落地生根”，不仅解决了居民充电停车

的老大难，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长辛先锋”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的新图景。街道以这一创新实践为缩

影，依托“先丰站”阵地与社区书记工作室，搭起“先

锋者说”交流论坛，集结社区干部、党员、匠人志愿者

等先锋力量形成合力，把破解路灯不亮、空间改造等

治理密码化作“活教材”。

在丰台，“长辛先锋”的品牌效应正从示范集群

向全域辐射——花乡街道新发地市场的“双专员”服

务机制，已成为保障民生供应的“红色防线”；丰台街

道西国贸园区的“三厅一空间”，正成为产业聚集的

“强磁场”；新村街道天坛智能医工产业园的全周期

服务体系，则为“医工交叉”产业培育着创新土壤。

这些典型案例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了基层党

建与实际工作融合的路径。“按照计划，今年11月底

前新一批10个‘先丰港’将投入运营，推动服务功能

实现‘五站合一’，推广‘AI政策顾问’应用。”丰台区

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先丰港”

将纳入全区营商环境考核体系的绩效管理，正构建

起“企业评价—政府整改—社会监督”的闭环机制，

让服务质量始终与群众期待同频共振。

人才队伍的专业化建设为服务注入持久动力。丰

台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4批17名服务专员通过双

向交流周培训，掌握了从礼仪接待到线上办理的全流

程技能；东铁匠营街道“1+5+N”综合职能队伍，以网格

化管理织密“三网融合”治理体系。当标准化建设与数

字化运行双轮驱动，“先丰站”与“先丰港”不仅是服务平

台，也成为培养基层治理人才的“练兵场”。

在“长辛先锋”的旗帜下，丰台区正书写着新时代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与营商环境优化的新篇章。“一刻

钟服务圈”覆盖城乡，“零诉求社区”成为常态，企业在

“先丰港”获得发展助力……红色基因已深深融入丰

台的发展血脉，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长辛先锋”为区域高质量发展
注入“红色动能”

（上接 01 版）

本报讯（记者 赵智和）日前，记者

从中关村丰台园了解到，一部由园区

企业联合编著的《碳资产管理与碳金

融》（ISBN 978-7-111-77038-1）教材正

式出版发行。这部教材的诞生，正是

响应国家战略需求、填补教育与实践

空白的及时而权威的解决方案，为培

养具备碳资产管理和碳金融专业能力

的复合型人才提供了核心支撑，被纳

入“十四五”规划重点教材，被誉为我

国落实“双碳”战略、推动绿色金融教

育的里程碑式著作。

记者了解到，该部教材的编著者

是北京中科宇杰节电设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科宇杰”）董事长、中

国矿业大学硕士生导师郝泽忠，中国

工程院院士谢和平为其作序。从

2018年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起，郝泽

忠就开始了“碳”索和“碳”究。2022

年，他带领团队开始摸索如何搭建碳

排放考核与管理体系。他以“1+8+N”

的服务模式，以“双碳能源监测指挥

平台”为基础，搭载他研发生产的“中

科宇杰系列智能节电设备”，以及一

揽子节能降碳服务为工商业节能作

出贡献，已带动约4亿吨二氧化碳减

排量。

“教材的核心知识体系，深深植根

于中科宇杰长达十六年的碳交易与节

能降碳实战沃土。中科宇杰不仅拥有

‘大数据双碳平台集成服务一级’等核

心资质，更通过自主研发的‘双碳能源

监测指挥平台’，为全国超过四十个市

县提供了精准的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管

控技术支持，积累了海量的一线数据

和丰富的碳资产管理经验。”郝泽忠告

诉记者。

中科宇杰凭借服务 600 多项节

电工程项目的深厚底蕴，以及对八大

高耗能行业节能降碳痛点的深刻理

解，为教材内容的系统性、实用性和

前瞻性奠定了坚实基础。郝泽忠系

统梳理了碳资产与碳金融知识体系。

编著的教材包含碳资产概述、配额碳

资产、减排碳资产、碳金融市场工具

及企业碳资产综合管理等六大核心

模块，其设计思路与中科宇杰服务高

耗能企业、助力政府实现“双碳”目标

的实践路径高度契合。

教育部战略性新兴领域“十四

五”高等教育教材体系未来产业（碳

中和）团队负责人刘波介绍，这套国

家级战略性教材共 14册，分为“碳中

和基础”“碳中和技术”“碳中和矿山”

“碳中和建筑”四大类别，旨在构建

“以碳源的降、减、控、储、用为闭环”

的知识体系。教材建设深度融合多

学科视角，并注重数字赋能，配套知

识图谱、微课视频等丰富资源，打造

新形态融媒体教材。

谢和平表示，培养具备碳资产管

理能力的新时代人才，是中国实现

“双碳”目标的根基所在。系列教材

（包含《碳资产管理与碳金融》）旨在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培养碳中

和领域人才的关键载体，期待本系列

教材能为相关技术人员、高校师生提

供“理论依据、技术指导”，助力“在各

自的领域中积极推动碳中和工作”。

“目前该教材已在全国多所高校

的碳金融专业和碳中和微专业投入使

用，并成为环境保护部门、环境咨询公

司和金融机构碳资产管理人员的重要

参考。它的影响力将持续塑造中国绿

色发展的未来。”郝泽忠说。

被纳入“十四五”规划的重点教材出自丰台园企业

看丹街道，由清圳，男，1987

年出生，埃洛克航空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由清圳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

学，计算机系深度学习方向，具备

丰富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空间

计算方面的研发、设计和管理经

验，拥有29项已授权国家发明专

利。2019年7月，加入埃洛克，担

任公司CTO，主要负责公司核心

技术的研发工作。

由清圳领导团队通过将深度

学习和空间计算技术融合，成功研

制了AI-MAP系统，这套系统不

但具备技术上的创新性，同时具备

大规模降低人工成本的实用性价

值。AI-MAP引入了人工神经网

络技术，因为其创新性、实用性，被

选入了《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技术大

纲（2021版）》的技术路线中，用于

自动化解决实景三维中国建设过

程中的语义化、单体化问题，可以

满足智慧城市的多场景需求。由

清圳带领团队，加班加点，攻坚克

难，成功研发了AI-MAP独特的

过滤识别技术，有效突破了技术难

点，让经过AI-MAP处理的楼体

数据，不但边缘细节清晰可见，而

且让城市中的各种噪声数据也都

被识别并处理了。

大规模三维重建系统是由清

圳主导研制的一套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应用系统，打破了国外软件

公司在这一领域的长期垄断，保证

了国家在倾斜摄像、基础测绘等相

关领域的软件安全性。在2021年

的中国地理信息大会上，这一系统

获得了“创新秀”奖，由中国工程院

院士郭仁忠颁奖。该系统基于独

特的匹配过滤技术，有效地解决了

玻璃建筑的重建难题，相比于国外

重建软件，使用这一技术的全新系

统重建出来的玻璃建筑“完整度

高”“变形少”。不仅是高楼，低矮

建筑的细节还原也更优。同时，基

于这一系统，和百度联合发布了北

京大栅栏AR实景导航项目，用户

可以在AR的世界里抢红包，体验

各种商家的运营活动，这一项目也

取得了不错的落地效果。重建系

统计算出来的数据无论是规模还

是计算精度，都得到了行业巨头的

认可，在百度世界大会被DuMix 

AR选为金牌合作伙伴，大规模三

维重建系统将为百度AR提供高

精度的“基础底图”和“模型底图”。

智慧城市实景三维数据的规

模庞大，严重影响了数据的应用

场景，由清圳带领团队迎难而上，

克服各种困难，最终解决了这一

问题。面向不同应用场景，通过

分层级的方式完成对物理城市的

精准刻画，从而满足智慧城市对

多维度数据的需求。最终实现了

在多终端、多应用场景对城市级

大规模实景三维数据的调用，并

具备数据秒级加载、高并发访问、

多源异构数据融合等核心能力。

基于这套核心技术，由清圳带领

团队参与“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重点专项《地球大数据支撑

城市人民居住环境监测关键技术

研究与示范》。

由清圳说，只有持续深耕技

术细节，在技术研发中攻坚克难，

才能不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丰台好人

由清圳：智慧城市背后的“三维魔法师”

摄/王书红

社区新闻发声人·家门口的四季

南森荷韵南森荷韵

只有持续深耕技术细节，在技术研发
中攻坚克难，才能不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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