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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身“绿色特区”的桥头堡
——探访深圳国际低碳城

本报记者 杨阳腾

五常大米飘香

气象服务帮忙

本报记者 沈 慧

本版编辑 来 洁

作为全国首批13个低碳试

点省市和7个碳排放交易试点地

区之一，一个充满低碳元素和国

际元素的绿色发展“样板”——深

圳国际低碳城正在形成。

低碳城定位于建成气候友好

城市先行区、新兴低碳产业集聚

区、低碳生活方式引领区和低碳

国际合作示范区。按照规划，到

2020年，低碳城的GDP将接近400

亿元，万元GDP碳排放强度小于

0.32吨/万元，人均碳排放强度低

于5吨/人，低碳发展能力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经济日报》记者日前走进低

碳城，探寻这里的低碳奥秘。

微凉的风送来阵阵稻花的清香。金秋时节，黑龙
江五常稻米田里，处在灌浆期的水稻被饱满的稻穗压
弯了腰，丰收在即。

“全国大米看五常。”水稻种植是五常市经济发展
的“重头戏”之一，占据全市农业生产的半壁江山，面积
达 228 万亩。这块土地的水稻，不仅寄托了农户们致
富的希望，更受到全国市场的欢迎。

“再有几个响晴，今年镇里大米增产就有望了！”五
常市民乐乡阿里郎水稻合作社、民乐乡副乡长李玉梅
笑着告诉记者。

乡里的五常大米连连丰收，气象服务功不可没。
“别小看了这个气候观测站，去年它可帮了我们合作社
大忙。”顺着李玉梅的视线，记者看到稻田边上竖立着
两个“其貌不扬”的气象监测设备，电子屏幕上实时显
示着当前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辐射效率等
数据。“这些数据对水稻生长极其重要，如果某些数据
超过正常值，气象专家就会通过广播、短信、微信等方
式将情况和防预措施通知到农户。”李玉梅说。

梁明辉是民乐乡民乐村村民，今年 40 多岁的他种
田已近 20 年。“以往种田要想了解天气情况，只能待在
家里早晚听广播看电视，现在有了气象大屏幕，想啥时
候看啥时候看。”梁明辉说。如今，根据气象观测站的
实时监测，什么时候育苗、插秧、喷药，他都了然于胸，

“科学种田”让自家的大米产量、品质更有保障。“家里
今年种了 60 亩水稻，不出意外将有近 10 万元的收
入。”梁明辉信心满满。

不仅是指导农事活动保丰收，农田气象监测站另
一项重要功能是气象预警。去年汛期，黑龙江多个地
方接连下起了大暴雨，气象人员根据分析监测站观测
数据预测 6 月 27 日民乐乡将有强降水过程。合作社
得知预警后，紧急召集村民提前将稻田内的进水闸关
闭，并做好各项防涝措施，最终 4.8 万亩稻田“毫发无
损”，每亩还平均增收 200元。

尝到科学“甜头”的不只民乐乡。黑龙江省五常市
副市长杜泽春说，目前五常市建有 22 个区域自动监测
站、15 个小流域自动雨量站、4 个农田小气候自动观测
站，充分挖掘农业气候资源潜力，开展直通式气象为农
服务。

在整个黑龙江省，田间地头的各类气象观测站已
经有 900 个左右。“经过近年来的努力，黑龙江农村气
象灾害防御体系和农业气象服务体系的覆盖率已经达
到 90%以上。”黑龙江省气象局副局长高玉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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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是全球

共同的追求和梦想，

降低碳排放是国际共

同的思维和行动。正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深圳国际低碳城一步

步从纸上走进现实，

从深圳的地理边缘走

向聚光灯的中心。

为什么低碳城会

青睐龙岗？这并非偶

然 。 从 客 观 条 件 上

看，低碳城所处的坪

地具有一定的土地资

源，整个龙岗地区的

生态条件在深圳也属

前列，不过低碳城落

地的根本原因还在于

龙岗发展理念的转变

和更新。

诚如龙岗区委书

记杨洪所言，如果复

制深圳此前 30 多年

来的成功经验，凭借

坪地所具备的土地资

源优势，经济不难搞

上去，但这只是重新

走深圳其他区域的老

路。龙岗要摒弃“大

建厂房、高楼”的旧模

式，提出“高端低碳”

的发展理念，把“低碳

发展”和“高端发展”

有效结合,趟出一条

低 碳 城 市 发 展 新 路

子，为深圳探索一条从“经济特区”到“绿色

特区”的新路径。

在低碳城的规划建设过程中，龙岗在

众多领域也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当低碳城

布局时，龙岗仅用 180 天的时间，就通过制

度创新搭建了政府、社会、市场合力共建的

成功案例，而且在市区联动机制、绿色建

筑、土地整备等众多领域大胆创新，让一座

低碳绿色新城从一片荒土中破壳而出，初

步走出了以低碳示范带动全面发展的格

局。在 2013 年首届深圳国际低碳城论坛

上，启动了深圳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深圳

635 家工业企业和 200 栋大型公共建筑物

进入碳交易市场，使深圳成为我国首个启

动碳排放交易的城市。

虽然低碳城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但

其实代表了深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内在追求。深圳希望，在“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的原则下，以低碳城的建设为

载体，在全面转型中探索出新的低碳生

态、可持续发展的新城区建设模式和路

径，探索“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

城镇化道路试验区，在经济总量稳定增长

的同时，打造出单位 GDP 消耗能源更少、

含金量更高的发展，用低碳经济成就更美

的蓝天白云。

趟出低碳城市发展的新路子

□

李小芳

当你驱车沿深圳北通道穿过龙岗中
心城，进入横坪公路坪地段，会看到一条
清澈的小河蜿蜒流向远方，这条河就是环
绕着深圳国际低碳城的丁山河。河岸两
侧骑行绿道整洁漂亮，新建的篮球场上，
健身的孩子们正在奔跑追逐。徜徉在一
派水清岸绿、波光潋滟的环境中，你会充
分感受到生态之美。

“以前的丁山河污水横流，河畔两侧
也是杂草丛生，整治后变得很漂亮很舒
适，我们一家人经常吃过晚饭后到这里散
步。”住在坪地高桥的王小姐说。

据了解，丁山河改造采用了废材循环
利用、雨水除污器专利技术以及生态湿地
保护等 20 多项举措，对河畔进行了多重
生态修复。如今，这里已成为低碳城一道
亮丽的风景。

除了丁山河，低碳城里还隐藏着很多
“低碳密码”。位于低碳城核心启动区内
的会展中心大会议室，记者注意到，这里
的空调送风系统打破以往通过中央空调
从屋顶送风模式，把上百个送风孔以网状
结构分布在会场地面，让冷气快速送达到
人们身边，更节能也更高效。

记者还注意到，会展中心内设有用
废弃牛奶盒打造的凳子，用回收物品制
造的垃圾桶等。场馆顶部还装有太阳
能光电板，为会展中心提供电力支撑。
曾 在 上 海 世 博 会 出 现 的“ 雾 森 降 温 系
统”也在这里应用，其制造的高压微孔
超细微粒可以降温、增湿、抑尘和制造
负氧离子。

低碳城办公室主任伍秋芳告诉记者，
会展中心外的地面还使用木塑地板，并在

下 方 建 成 泥 接 石 路 ，能 很 好 地 渗 透 雨
水。同时放置在低碳城内的 120 多个雨
水口专门用来收集雨水，导入蓄水池，既
可为场馆附近人工湿地补充用水，也可
用作景观用水。

“从目前来看，坪地街道虽相对偏远，
文化、体育、休闲场所等配套建设也还有
待提升，但低碳城打造的绿色低碳空间对
外全面开放，已经成为深圳市民体验绿色
生活的好去处。”伍秋芳笑称，随着水质和
景观等综合整治的推进，这里将展现更加
全面丰富的生态之美，为大家提供更加多
元的娱乐休闲服务。

下午 5 点多，记者离开低碳城时，低
碳城广场上不少居民或推着婴儿车悠闲
散步，或依靠在树荫下读书，好一派休闲
安逸的画面。 文/本报记者 杨阳腾

采 访 札 记

丁 山 河 畔 好 风 光

低碳元素处处见

位于龙岗区坪地街道的深圳国际低
碳城，总面积 53.14 平方公里，以高桥、
坪西片区大约 1 平方公里为启动区，以
丁山河沿线大约 5 平方公里范围作为拓
展区。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低碳城的标志
性建筑——“绿坊”，这里集成运用了目
前业内主流和前沿的低碳技术，采用 10
大技术系统、97项技术策略，可实现60%
减排效率，达到碳减排国际先进水平。

低碳城里，周全的整体水规划、清洁
高效的能源系统、绿色慢行的公共交通、
旧建筑的绿色改造等低碳元素处处可
见。低碳城办公室主任伍秋芳边走边
向记者介绍，低碳城系统梳理了城市水
资源供应、处理和循环模式，通过污水
循环再生、雨水综合利用、多级生态净
化和渗透等手段，重建了城市与水的平
衡。例如，安装于低碳城地面、道路的雨
水收集过滤系统，可收集雨水流进蓄水
池进行再利用。

一年前开门迎客的低碳城会展中心
是一座低能耗的建筑群，采用了室外环
境、绿色交通、绿色建材、能源综合利用
等 10 大低碳环保技术系统、90 多项低
碳生态技术，每年可减少污水排放约
4900 吨、节约用电 107 万千瓦时、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约 1050 吨。从全球范围
来看，这些指标也处于领先水平。

“这个园区在改造之初即以低碳节
能、功能复合、综合服务便利等特点吸引
大批企业，目前已有维示泰克、晶宫装
饰、通泰盈、国际低碳影响开发研究中心
等企业和项目落户。”伍秋芳介绍，这里
将成为 3D 打印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
源产业、低碳服务业等低碳产业门类齐
全的中小微企业孵化示范基地。

目前，低碳 城 启 动 区 综 合 服 务 中
心、客家围屋低碳社区改造一期、丁山
河环境景观提升工程一期、旧建筑绿色
低碳改造等 5 大类 11 个项目累计投资
约 11 亿元，综合服务中心、丁山河、客
家围屋提升改造等大部分项目已经建成
并投入使用。

六大产业布局偏“绿”

根据规划，低碳城启动区将打造以

航空航天、新能源、节能环保、生命健康、
高端装备制造、低碳服务业等六大产
业为主的绿色低碳创新产业基地，包
括 研 发 办 公 、生 产 、居 住 、商 业 等 功
能。在今年 6 月举办的“2014 年全国
低碳日‘低碳中国行’主题活动暨第二
届深圳国际低碳城论坛”期间，已有 15
家企业机构入驻这里，意向投资金额
超过 90亿元。

据了解，低碳城与国家航天员中心
合作建设的太空科技南方研究院将于近
期挂牌。该研究院计划建设 8 个实验
室，今年底先完成环境控制与生态技术
实验室和航天健康监测技术应用实验室
建设。2 个实验室建成后，研究院将引
进 400 余名高端人才，年形成专利技术
50 件以上，孵化和引进企业超过 100
家，服务企业 10000家以上。

此外，占地面积约20.6万平方米的联
泰·东城智居中心作为低碳城示范重点项
目，也将打造智慧人居体验式展览交易综
合平台，目前进驻企业有松下、飞利浦、思
科、中国电信、中兴等。龙岗区委书记杨
洪告诉记者，这一项目是由企业自发引进
和打造的项目。我们更加欢迎这样的模
式，希望在低碳城的平台上撬动更多市
场投资、激发广阔的市场活力。

据透露，由深圳市政府、哈尔滨工
业大学、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三
方共同筹建的太空科技特色学院正在
开展项目前期研究，将于 2017 年基本
完成建设，为深圳航空航天产业发展
集聚人才。同时，由京能集团负责的
分布式能源站、深能集团负责的节能
环保产业园以及盛隆兴等 11 个产业项
目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

“低碳城定位于建成气候友好城市
先行区、新兴低碳产业集聚区、低碳生活
方式引领区和低碳国际合作示范区。”杨
洪表示，在六大新兴产业领域，低碳城将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形成
特色鲜明、协同发展的产业布局。

探索国际合作新路径

作为中欧可持续城镇化合作的旗舰
项目、中欧城镇化合作发展示范区，低
碳城积极探索国际合作新路径，为深圳
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提供了一个崭新
的舞台。

2010 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
生院、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荷兰下一

代基础设施基金会组成专家研究团队，
提出与荷兰等欧洲国家，在深圳发展相
对滞后的龙岗区坪地街道建设一个具有
典 范 意 义 的“ 低 碳 城 ”的 战 略 构 想 。
2012 年 5 月，在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高
层会议上，低碳城被荷兰推荐为中欧可
持续城镇化合作旗舰项目。2013 年 11
月，在 2013 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论坛及
中欧城市博览会闭幕式上，深圳与荷兰
阿姆斯特丹签订城市项目意向书，承
诺将共同努力把低碳城项目打造成为
中欧城镇化合作发展示范区。该项目
因此获得了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节能减排财政综合奖励，拟在 7 年内
累计投资超过 200 亿元，建成低碳发展
综合示范区。

梦想照进现实。一条在城市建成区
通过改造升级实现有质量快速发展和政
府、开发主体、原村民利益共享的新型城
镇化道路，由此在深圳开启。

从规划之初，低碳城就被赋予了建
成国内首个“低碳发展综合示范区”以及

“国际低碳合作示范区”的厚望。杨洪表
示，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深圳联合德国、
美国、荷兰等国家，开展广泛多元合作，
希望集成前沿的低碳理念与技术，使低
碳城达到领先的综合节能水平。

目前，低碳城里运行的国际合作项
目已有国际低碳城领导小组办公室与
20 个国际区域气候行动组织签署合作
谅解备忘录、深圳能源环保公司与荷兰
BEB 公 司 签 署 的 东 部 环 保 电 场 项 目
等。同时，低碳城与欧盟智能化城市倡
议转型项目中的阿姆斯特丹、里昂、哥
本哈根、汉堡、维也纳、热那亚等 6 个欧
洲城市开展合作。低碳城还与美国劳
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美国能源基金
会等合作建立中美低碳建筑与社区创
新实验中心，与美国低影响开发中心合
作建设国际低影响开发研究中心，与荷
兰国家应用科学研究院签署低碳智慧
技术合作框架协议等。

“9 月份，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
际城市联合组织 C40 城市集团、由施瓦
辛格创办的国际环保组织 R20，还有包
括分子膜新材料等领域的海外创新创
业者主动与我们联系，希望与低碳城
开展合作。”杨洪表示，随着更多项目
逐步落地，重点产业稳步推进，一个绿
色低碳、气候友好、生态优美、经济高
效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新 城 区 将 在 这 里 诞
生，为全国乃至全球的低碳经济发展
起到积极推动和示范作用。

河北曹妃甸湿地保护区是河北省级湿地和鸟类自

然保护区，湿地内生物资源丰富，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鸟类丹顶鹤、东方白鹳等 9 种。每到春秋季节，大量候

鸟云集，形成遮天蔽日的壮观景象。为加强候鸟保护，

曹妃甸湿地保护区每天派人巡查、救护鸟类。很多村

民也加入爱鸟护鸟的行列，共同构筑人与鸟和谐相处

的美丽家园。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低碳城的标志性建筑“绿坊”集成运用

了目前业内主流和前沿的低碳技术，减排

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李小芳摄

环绕着深圳国际低碳城的丁山河十分清澈，在生态修复过程中采取了使用雨水除污器专利技术等 20多项举措。 李小芳摄

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自然（Nature）》杂志
近日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和瑞士保
罗谢勒研究所共同署名的论文，报道了二次气溶胶（气
态前体物在大气中通过化学反应形成）特别是二次有
机气溶胶（SOA）是严重灰霾事件中大气细颗粒物
PM2.5浓度的主要来源。

研究以 2013 年 1 月发生的重霾污染事件为例，通
过对北京、上海、广州和西安四个城市的同步观测，全
面分析了 PM2.5中化学组分。研究者采用数种先进的
源解析方法，结合标志物、离线气溶胶质谱指纹信息和
放射性 14C 数据，精确解析了重霾期间 PM2.5各主要来
源的量化比重。

该论文在国际上首次发现我国重霾污染中二次有
机气溶胶的定量贡献：二次气溶胶对 PM2.5和有机气溶
胶浓度的平均贡献分别为 30-77%和 44-71%；发现二
次有机气溶胶 SOA(主要指大气中各种化学反应形成
的有机物)平均占 27%的 PM2.5 质量浓度，二次无机气
溶胶 SIA（主要由硫酸盐、硝酸盐和铵盐等无机成分组
成）平均占 31%的 PM2.5 质量浓度,二者具有相近的贡
献度。这与燃煤和生物质燃烧排放的大量二次气溶胶
前体物密切相关。

空气 PM2.5 污染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主要环境问题
之一。这一新发现加深了对我国灰霾成因与来源的科
学理解，将为未来制定控制政策和治理措施提高科学
依据。研究者表示，控制严重灰霾污染的策略应该重
视减少二次气溶胶前体物的排放，如化石燃料或者生
物质燃烧排放的各种气态前体物，同时，还要控制一次
气溶胶的排放。

中科院发现PM2.5中二次气溶胶精确比重中科院发现PM2.5中二次气溶胶精确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