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冬，走进甘肃白银市的银光路，但
见道路两旁整齐高大的国槐树叶撒下一
路金黄，一直延伸到路的尽头。沿着这条
金色大道前行，一路上经过的家属区、办
公楼与厂房掩映在各种红叶绿草黄枝里，
让人仿佛置身于公园。

但是，这的确是一个地处西北黄土高
原和腾格里沙漠过渡带上的化工厂。始
建于1954年的甘肃银光化学工业集团公
司隶属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是进驻白银
这座工业城市最早的两家大型企业之
一。6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银光人在厂区
内累计完成绿化覆盖面积 7872 亩，绿化
覆盖率40.3%，公共绿地面积1100亩，人
均公共绿地面积36.5平方米。

一边建厂，一边绿化

为了改变生存环境，银光厂的职
工开始种树。没有土壤、水文、宜活
树种等资料，他们就一茬茬地换苗试
种，最终找到了适合这片土壤生长的
国槐、刺槐、刺柏等十几种优良树种
搭配种植

一个化工企业为啥要种这么多树？
银光集团园林绿化公司党支部书记徐宏
梧的答案很简单：美化环境，就是为留
住人。

徐宏梧是江苏人，1982年，15岁的他
从老家来到银光厂跟父亲团聚，看惯了家
乡青山绿水的徐宏梧被大西北的荒凉震
惊，脑中产生了一个念头，“这地方不是我
待的”。后来，从西南农大的园林专业毕
业后，徐宏梧还是被分配回了银光厂，成
为企业园林处的一名员工。在徐宏梧的
记忆里，企业几十年里经过多次改革，撤
并移交了很多非生产部门，但园林处一直
保留下来。正是在工作中，徐宏梧慢慢理
解了绿化对银光厂的重要性。

“建厂之初，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汇
聚到白银市，当年据说全市只有 7 棵树，
我们的厂区是一片不毛之地。”徐宏梧从
父辈们口中得知，创业之初的银光人跟他
刚来白银时一样，对眼前的环境失望透
顶，很多人来了又走了，“有一段时间，厂
里连一个本科生都留不住”。

为了改变生存环境，银光厂的职工们
开始种树，他们抡起铁锤砸钢钎，在戈壁
荒漠上打出一个个约1.5米深的小洞，再
放入炸药、雷管，引爆之后让土壤变松。
1957年，企业依靠这种一个“炮眼”栽一棵
树的办法，栽下了首批 6000 余株树苗。
为解决灌溉问题，职工们找来废旧钢管钻
眼、焊接，铺设到树坑沟道里，用极其简陋
的“滴灌工程”灌苗护树。

在不毛之地种树，比养活一个孩子还
难。没有土壤、水文、宜活树种等资料，他
们就一茬茬地换苗试种，最终找到了适合
这片土壤生长的国槐、刺槐、刺柏等十几
种优良树种搭配种植。

“一边建厂，一边绿化”的发展理念在
银光集团传承到了今天。徐宏梧告诉记
者，如今在企业生产区，绿化美化工程与
新建项目实现了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
步实施、同步验收，重点抓行道绿化及工
房周围防护林带建设，使得工房与工房之
间、分厂与分厂之间、道路与道路之间均
被绿树覆盖，绿树把厂区串联成一片，周
边的荒山也陆续披上了绿装。

人人播绿，人人护绿

党员林、青年林、“十佳”林、机关
林……一片片标杆林茁壮成长。工
作之余走进绿地开展播种、灌溉、除
草等日常护理工作已成为银光人的
传统

周维孚是银光集团第一个全国绿化
奖章的获得者，然而几十年前，在他担任
企业园林处长时，却有一个听起来不太文
雅的绰号——“周大赖”。

上世纪 70 年代末，周维孚为了给绿
化地铺设引水管道和浇灌设施，在厂里各
部门“化缘”寻找废旧物资，徒手建成了引
水管道和浇灌设施。由于经常为了一些
废旧物资跟工友们磨嘴皮子，周维孚被大
家开玩笑地叫“周大赖”，而他却对于这个
绰号欣然接受，“为了搞好绿化，叫我啥都
没关系”。

一棵棵树苗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扎
根了，就像来自天南海北的银光人一样。
同时，播绿护绿的理念也深深地植入每个
银光厂职工的心里。党员林、青年林、“十
佳”林、机关林……一片片标杆林在银光
集团的土地上茁壮成长。工作之余走进
绿地开展播种、灌溉、除草等日常护理工
作已成为银光人的优良传统。

家住银光小区的严桂芝老人今年已
经 80 岁了，1959 年，22 岁的他来到银光
厂工作。58 年来，他有一个习惯从未改
变，那就是每隔几天都要为小区楼下的树
木义务浇水。“我身边的人大多数都跟我
一样，这小区里的树，都是住户自己浇水
的。”严桂芝老人告诉记者，养护树苗已经
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大家都像爱护自己
的孩子一样爱护树苗。

近 10 年来，银光集团每年投资 850
余万元用于绿化美化工作，同时按照在职
员工人均 40 元的标准提取绿化奖励基
金，用于奖励绿化先进单位和个人。在这
个化工企业里，先后有3名绿化工作人员
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绿化奖章”。

在银光集团，绿化工作始终被放在与
生产经营同等重要的位置。企业不仅组
建了一支集园林绿化设计、施工、管护为
一体的绿化管理队伍，专职负责园林绿化
工作，还将年度绿化任务层层分解到各基
层单位，把林木成活率包干到人，并纳入
对基层党组织的考核内容，实行树木包
种、包活、包管理的“三包”制度。人人播
绿、人人护绿的理念与制度，使银光集团
在砂岩上新栽树木的成活率达到 90%
以上。

不仅种树，而且治污

银光集团的树种涉及 25 个科
100余个品种，企业有定植育苗基地
及苗圃300余亩，将垃圾场、灰渣倾倒
场改造成为一片片林带

打开白银市地图，全市为数不多的几
块大面积绿地中，银光集团这个园林化工

厂的绿色版图最大。
“经过60多年的坚持，我们现在的观

念不仅是绿化，还要美化。”徐宏梧告诉记
者，企业按照“因地制宜，适地植树，乔灌
草相结合”的思路，以“有路就有树”的绿
化工作原则，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构建绿
色发展的生态屏障。

目前，在企业13平方公里的厂区里，
已有国槐、刺槐、杨树形成一片片林带，并
引进了法桐、杜仲、七叶树、北美海棠、樱
花等树木和花卉，涉及 25 个科 100 余个
品种，企业还拥有定植育苗基地及苗圃
300余亩。

为解决绿化用水的问题，银光集团以
实施环境污染治理项目为契机建设湿地，
净化工业污水用于绿化，提高了污水回用
率。记者了解到，银光集团先后修建了6
座总蓄水量为 13 万吨废水的收集库，铺
设了总长24公里的污水绿化总管网和数
十公里长的分支管网，建成污水泵房 7
个，安装19台水泵，建成污水处理池3座，
将收集处理达标后的生产和生活废水用
于绿化，最大限度地实现水资源的综合利
用，每年可节水100万吨。

徐宏梧告诉记者，随着播绿观念深入
人心，银光集团不仅搞绿化，还做环境治
理。在企业西南角的银光集团与白银城
区生活垃圾倾倒场，30多年来各种垃圾将
一个深沟掩埋。为根治这里的环境，银光
集团从 2000 年开始，动用 30 余万方土，
用厚度达70厘米至130厘米的白土对垃
圾场进行了掩埋，而后又在上面种植了占
地面积达120亩的林带，收到了环境治理
和绿化的双重效果。这个垃圾场治理完
成后，银光集团根据治理经验，将企业一
个面积达 5 万平方米的热电厂灰渣倾倒
场也改造成了一片77亩的林带。

从当年探索种树，到如今绿树成荫。
近些年来，银光集团绿地面积每年以近
300亩的速度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
当地环境质量，形成区域环境小气候。
2006 年和 2016 年，企业先后获得“全国
绿化先进集体”和“全国绿化模范单位”荣
誉称号。

银光集团60年播绿7000亩——

不毛之地“种”出园林工厂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通讯员 王娟娟

绿树掩映中的银光集团办公区与生活区。 王 潇摄

“现在船上不开发动机，冰箱空调都能
用，又安静，又舒坦。”浙江船户丁水荣刚刚
把船靠上码头，就迫不及待地将船上的电
源插入岸边的岸电箱充电插口，再用取电
卡在岸电箱的刷卡区一刷，船上就通电
了。“以前船舶靠港时使用柴油发电，一台
空调两个小时就要烧五六元钱的柴油，现
在用岸电还不到4元钱，而且没有黑烟，没

有噪音。”丁水荣说。
水运具有运能大、成本低等特点，在社

会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十分突出。但同时，
船舶也给沿线城市带来排放污染和噪音污
染，但却未受到应有的注意。

传统上，我国靠港船舶通常利用燃油
发电机发电，以满足船上冷藏、空调、加热、
通讯、照明等电力需求。船舶停靠码头的

数量和密度大幅增加，为此需要消耗大量
燃油，造成废气和颗粒物排放。船舶燃油
供电受船舶自身设备质量、规模、品质等影
响，燃油利用率不高、损耗严重，且船舶柴
油机产生的过剩电能不能储存，消耗了大
量能源，也对港口城市环境造成巨大破坏。

国际海事组织研究表明，全球约15%
的氮氧化物和近8%的硫氧化物排放源自
船舶。船舶污染物已对我国港口城市空气
质量和人体健康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影响。
2016 年，全国沿海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84.55亿吨，内河港口47.46亿吨。世界货
物吞吐量前10大港口有7个在我国，港口
和航运业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其
大气污染问题也日趋严峻。

“我国水路货物运输量和港口吞吐量
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为经济社会和对
外贸易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而船舶所使
用的燃料主要是渣油或重油，含硫量是车
用油的100倍至3500倍。”国家节能中心
副主任杨博表示，这种情况下，大力推动绿
色港口建设，实现港口船舶“零排放、低噪

音”显得尤为迫切。
国家电网公司一直将推进港口岸电建

设作为电能替代的重点工作，研发形成了
全系列、高低压岸电技术设备与产品体系，
制定发布了 14 项港口岸电企业技术标
准。他们累计投资 1.4 亿元，先后在京杭
运河、东南沿海以及长江内河“两纵一横”
区域推动建成600多套岸电设施，建成岸
电运营服务平台。

“2018 年底，京杭大运河水上公共服
务区将实现绿色岸电全覆盖，并将在东部
沿海、长江沿线全面推进港口岸电工程建
设，形成国际领先的水路交通绿色发展样
板。”国家电网专职新闻发言人王延芳说。

不过，目前我国港口岸电还处于推广
初期，港口岸电改造也面临一些困难。旧
码头岸电改造难度大、船方岸电改造积极
性低、船舶充电尚不够便利、岸电设施利用
率低、岸电商业模式不成熟、岸电标准不统
一等是制约港口岸电发展的主要因素。

“如果推广船舶使用岸电，纯电动货
运船可节约成本60%至70%。”国家电网
公司营销部副主任徐阿元说，一些发达国
家已经强制规定靠港船舶使用岸电，希望
国家能出台政策鼓励推动岸电建设和
使用。

相关专家建议，要将政策落到实处，支
持配套电网建设，促进港口岸电等电能替
代项目实施；制定并发布更严格的大气污
染排放标准和强制使用岸电的政策形成倒
逼机制；强化标准引领，以标准规范产业
发展。

江西省资溪县拥有省级
4A 乡村旅游点 1 个、3A 乡
村旅游点15个，农家乐200
余家。“营改增”以来，在系列
税收优惠政策的策应下，当
地旅游行业和餐饮住宿行业
普遍降低税负40%以上，累
计 减 税 降 负 达 114.17 万
元。本地农民手捧“土碗”吃

“旅游饭”成为当地一道亮丽
的风景，绿水青山正在转换
为金山银山，富裕了一方百
姓。

“我们真正尝到了国家
优惠政策的甜头。今年苗木
合作社的苗木生意就减免税
款53.3万元。现在，趁着资
溪发展旅游的东风，我们准
备走‘农业+旅游业’融合发
展的路子，相信以后的日子
一定会越过越好！”在资溪县
唯一的少数民族聚居村新月
畲族村，全国人大代表、村党
支部书记兰念瑛告诉记者，
近年来，村里大力发展苗木产业，成立了苗木专业合
作社，目前已建成苗木基地500亩左右，生产的苗木
品种包括桂花、红豆杉等，远销全国各地，村民人均
年收入1万余元。

村里还依托畲族特色文化搞起了民宿旅游，注
册成立了资溪县新月畲族民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资溪县新月畲族山庄等企业，慕名前来的游客越来
越多。在新月村经营农家乐的畲族村民黄水章告诉
记者，他和老伴靠着几亩薄田辛苦劳作生活已有30
多年，近年来，他趁着畲族村落旅游的兴起办起了农
家乐，家庭一年纯收入增加10多万元，日子越过越
红火。

船舶污染仅次于燃油汽车——

推广港口岸电工程建设不能等
本报记者 王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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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袁勇报道：传化智联全资子公司
浙江传化绿色慧联物流有限公司日前与东风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宣布成立合资公司，双方将依托各自产
业及市场资源优势，在新能源物流车运营领域开展
长期合作。

在现代城市物流发展中，低碳环保、便捷高效、
小批量多频次、时效性强的新能源电动物流车市场
前景广阔，正成为众多物流企业的新选择。新能源
汽车技术的成熟，物流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则为城
市物流配送的变革升级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去年10月，传化智联与东风汽车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共同开展电动物流车和商用车的市场开发及
销售推广等合作，探索电动物流车发展新模式。今
年4月，传化慧联联合东风汽车率先在行业内推出
三款互联网绿色能源城市物流车。此次双方成立的
合资公司，将以湖南长沙为源点，进行全国布局，开
展新能源物流车运营。

按照此前发布的五年规划，2017到2022年，传
化慧联将为传化公路港城市物流中心全国170个城
市各配备1000台纯电动城配物流车，形成10万辆
的绿色运力池。

10月25日，国
家电网江苏靖江供
电公司工人在靖江
新华港务码头向船
坞展放岸电系统的
电力电缆。

汤德宏摄

传化智联携手东风汽车：

为物流业注入绿色能量

经过一代代银光人的努力，

60年来，甘肃银光化学工业集团

累计完成绿化覆盖面积7872亩，

绿化覆盖率 40.3%，公共绿地面

积 1100 亩，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36.5 平方米。一个化工企业变

得绿树成荫，银光人的答案很简

单：美化环境，就是为留住人

重庆市南川区是全国第三批资源枯竭型转型城
市和重庆市14个石漠化综合治理重点区之一。近
年来，南川区把推进转型发展和石漠化治理与山体
植被恢复、土地整治、水资源恢复等相结合，大力发
展立体生态农业、休闲农业，使关闭矿山和石漠化区
域变成了景区、果园，城市周边森林覆盖率由37.1%
提高到43.3%。图为11月10日，南川区慢谷森林花
海里秋菊等鲜花绽放，游客漫步其中。

瞿明斌摄

废弃矿山变花园

宁夏将清理整治自然保护区
据新华社11月17日电 （记者靳赫） 记者近

日从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获悉，宁夏将在自然保护
区清理整治的“绿盾”行动中，深入排查全区14个自
然保护区在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力争用3年
左右时间，全面提升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稳定性和
生态服务功能。

根据宁夏近日出台的《关于推进生态立区战略
的实施意见》，宁夏将全面取缔自然保护区内违法建
设项目，全面解决自然保护区矿产资源开发等历史
遗留问题，全面禁止一切与保护无关的开发建设活
动，全面落实各项生态修复措施，确保自然保护区核
心区、缓冲区违法建设项目零存在，实验区人类活动
符合要求，实现自然保护区土地权属明确、边界清
晰、功能区科学合理、管理规范。

同时，宁夏还将推进自然保护区及保护地规范
化建设和监管，建设远程监控系统、野生生物保护设
施、科研监测设施等，以保护生物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