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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增城增江画廊水利风景区
入选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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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蒋雯菁、姜兴
贵，通讯员黄琼报道：为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的决策部署，近日，广东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广东省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
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
局、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圳监管局印发了

《关于加快推动绿色建筑产业与绿色金
融协同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
知》），加大绿色金融对绿色建筑产业
项目的支持力度，推动绿色建筑产业
与绿色金融协同发展，提升我省绿色
建筑产业发展水平，助力广东省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通知》 明确构建双协同的基础
支撑体系、优化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

和 完 善 配 套 支 撑 体 系 等 3 项 工 作 措
施，提出了完善预评价工作机制、优
化全生命周期金融产品与服务、用好
大湾区绿色开放政策、优化阶梯式服
务体系、研究推行建筑行业绿色保险
等措施，以进一步促进我省绿色建筑
产业与绿色金融的协同发展。

《通知》立足广东实际和自身优
势，突出了在国家大湾区战略、全生命
期支持、阶梯式差异化优化等三方面的
特点。

突出粤港澳大湾区在金融方面的
示范及引领作用。《通知》 提出要用好
大湾区绿色开放政策。支持和鼓励金
融机构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和南沙、横
琴、前海三大平台金融开放政策，助
力广东项目开发企业开展跨境绿色融
资，赴港澳发行绿色债券及资产证券

化产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建筑
标准、绿色金融标准和绿色认证服
务、绿色识别技术在跨境融资领域互
通互认，鼓励建筑企业在跨境融资中
积极应用 《中欧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
目录》 标准，鼓励在 《绿色产业指导
目录》《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 的基
础上，将获得国际通行绿色建筑认证
的项目融资纳入金融支持范围。

基于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予以协
同支持。《通知》 提出金融机构向符合
要求的绿色建筑产业项目提供全生命
期、多渠道的接力式金融支持。以建
筑整个开发运营过程为例，鼓励金融
机构可从规划设计、施工、运行、消
费等多维度提供金融支持。

提出阶梯式差异化优化政策。《通
知》 提出鼓励金融机构依据绿色建筑

产业项目的等级、性能差异以及所能
提供或承诺提供的绿色性能证明文
件，综合考虑信用风险，融资期限等
因素，在融资价格、融资额度、保险
费率等方面提供差异化优惠措施。

《通知》还提出以广州、深圳、东
莞、汕头等地市为试点，探索开展建筑
行业绿色保险，包括绿色建筑性能保
险、既有建筑节能减排改造保险、绿色
建筑装修质量保险等，助力项目融资、
完善和优化绿色建筑过程管理和闭环。

按照有关工作部署，计划到 2025
年，广东全省城镇新建建筑全面执行
绿色建筑标准，星级绿色建筑占比达
到 30％以上，装配式建筑规模和占比
不断提高，超低能耗建筑和近零能耗
建筑得到推广应用，绿色建材应用范
围进一步扩大。

广东加快推动绿色建筑产业与绿色金融协同发展

鼓励广东企业用好政策
开展大湾区跨境绿色融资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报道：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
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发布通
知，加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古
树名木保护。通知明确了提高政治站
位、明确保护责任、落实保护措施、
深化价值阐释和建立协调机制等 5 项
工作任务。

通知指出，要高度重视古树名木
保护工作，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按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城市绿化条
例》 等法律法规要求，协同做好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古树名木的全面
保护和科学管护。同时，运用好第二
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成果及最新
补充调查结果，逐步明确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和古树名木协同保护的范
围与对象，进一步明确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内的古树名木管理养护责任
部门和责任人。

在古树名木保护方面，通知提出
要加强古树名木保护技术研究，完善
保护预案，加强日常巡查巡护，并按

照“一树一档”要求建立古树名木档
案，及时将巡查、养护等情况纳入文
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加强宣传引

导，营造全社会保护古树名木的良好
氛围。

此外，通知还提出了三部门将共
同组织遴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
树 龄 500 年 以 上 的 古 树 名 木 共 生 共
存、相得益彰的“国保单位·古树名
木”名录，作为协同推进保护、研究
和展示阐释的重点。

事实上，古树名木保护作为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重要一环，近年
来广东不断进一步细化落实，着力守
护好人民的乡愁。如广州市黄埔区近
年来开展了全区古树资源核查工作及
古树名木安全保护智能监控建设，实
现了古树状态实时监控、异常情况自
动报警、违法自动抓拍取证、处置任
务自动推送等，古树名木数字化管理
实现一树一档“一张图”。目前，全区
5288 棵古树名木已接入平台系统，实
现全方位、全天候、业务闭环的安全
监控与智慧化管理。

住建部等三部门通知：加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古树名木保护

按“一树一档”建立古树名木档案

广州市黄埔区古树树干上装设了智慧监测仪器

广州黄埔大沙街道
一抹抹“红色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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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来pick
“潮汕风味”装配式农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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