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周刊14 2018年5月14日 星期一

在日前举行的 2018（首届）中
国国际低碳科技博览会上，一个以
零碳排放为目标，融合了“光伏+取
暖”、储能系统、光伏屋顶瓦、光伏百
叶窗、光伏路灯等应用的零碳小屋
模型引起了参观者的浓厚兴趣。据
我国首个零碳研究机构零碳发展研
究院院长、太阳能光伏企业英利集
团首席科学家宋登元介绍，这个零
碳小屋不仅具备冬天供暖、夏天制
冷、四季供应热水、全年生产绿色电
力 4 项功能，还能在全生命周期创
造收益。

数据显示，我国北方整个采暖
季的总耗标准煤量是 1.84 亿吨。
冬季燃烧散煤采暖成为造成环境污
染的主要原因，煤改电、煤改气成为
近年来各省市一项重要的环保政
策。但煤改电和煤改气的效果并不
尽如人意。两种技术方案虽然各有
所长，但有很大的局限性。煤改气
初始投资低，气源跟不上，煤改电则
费用很高，电网压力大。

宋登元说，“光伏+取暖”用的
是零碳排放的新能源，不受这些条
件局限，因而市场潜力巨大。针对
我国清洁能源供暖的需求，英利集
团凭借多年“光伏+污水源泵、冷水
源泵”的成熟经验，与零碳发展研究
院联合研发并推出了“光伏+取暖”
系统品牌，去年已在雄安新区建立
了示范点，效果非常好，不仅解决了
村民取暖问题，而且电费也大幅下
降。下一步将在河北省内率先展开
推广应用。今年年初，河北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下发了《河北省农村
地区太阳能取暖试点实施方案》，决

定在2018年完成一批可建设、可持
续、可复制、可推广的太阳能取暖
试点。

“国家在这方面的支持力度很
大，从村民的可接受程度和取暖的
效果来看，试点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解决了冬天取暖二氧化
碳排放的问题。”宋登元说。

据介绍，“光伏+取暖”产品方
案的系统优势在于光伏发电收益稳
定；可有效缓解电网负荷压力；热效
率大于 300%，一机四用，可以提供
制冷、供热、热水和绿色电力；遮阳
隔热，降低建筑能耗；安全环保，节
能减排。“‘光伏+取暖’可以改善电
网质量、缓解供电压力，可以减少政
府初装补贴支出，还可以为农户创
造额外收益。”宋登元说。

与传统取暖方式相比，“光伏+
取暖”系统运行费用更低，在 20 年
生 命 周 期 内 ，供 热 效 率 可 达
300%。此外，该系统无需政府投巨
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在用电高峰
时发电、用电低谷时用电，可有效缓
解电网压力。

“光伏+取暖”系统自有的光伏
电站每发一千瓦时电都可以享受国
家补贴，空气能热泵享受国家清洁
取暖改造补贴，实现绿色环保的同
时，还能在全生命周期创造收益。

“光伏+取暖”系统成熟、稳定，
实现了光伏电站、空气能热泵、能源
管理平台三者的适配组合，使用光
伏电站作为空气能热泵的电能补
充，空气能热泵将低品位空气热能
压缩转化为高品位热能实现取暖，
光伏电站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补
充空气能热泵所需的电力，能源管
理平台实现智能控制，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真正实现清洁取暖与能源
投资的双重目标。

以生态打底 换百业兴旺
——陕西留坝县绿色发展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雷 婷

近年来，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发挥资源禀赋，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把资源

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通过“生态立县、药菌兴县、旅游强县”，发展绿色产业，让百姓共享生

态红利

4 月中旬，食用菌生产开始进
入“养菌期”，位于陕西省汉中市留
坝县江口镇的惠康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食用菌生产基地正在赶制袋料菌
筒。“我一天能挣 80 元，一年能挣
2万元左右。”留坝县江口镇洪武村
村民李玉萍告诉记者：“政府给我贷
了 3 万元的贴息贷款，我入股到食
用菌加工厂，每年分红 5000 元。
有了这两笔收入，我家的纯收入比
以前翻了两番。”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通过“生态立县、药菌兴县、旅游
强县”，留坝县做好青山绿水文章，
大力发展绿色产业，让百姓共享生
态红利。

铁腕保绿增绿

地处秦岭深处的留坝县属国家
级贫困重点县，属于大秦岭生态保
护限制开发区。要金山还是要青山
一度成为困扰当地经济发展的难题。

“只有把发展县域经济与保护
绿水青山有机结合，才能取得强县
富民的好效果”。出于这样的认识，
留坝县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关停了上
百家淘金、采沙和矿山开采等企
业，从源头上斩断了破坏环境的行
为，全面开展全域还林还绿活动。

留坝县紫柏山景区管委会主任
刘亮说：“保护生态环境是需要定力
的。留坝县境内的紫柏山风景秀
丽，是与华山、骊山齐名的陕西名
山。海拔 2200 米以上是亚高山草
甸，有天坦群落，风力强劲，是发
展风电产业的好地方。但为了保护
生态环境，我们否决了投资10亿元
的紫柏山风力发电项目。”

就是这样坚定的选择，使得留
坝县生态环境持续好转，森林覆盖
率 达 90.8% ， 林 木 绿 化 率 达
92.97%，位居西北地区前列，连续
3年荣登“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榜”。

一手抓区域造林增绿，一手抓
城 乡 环 境 整 治 。 仅 在 2016 年 和
2017年，留坝县就累计投入美丽乡
村建设资金 2.516 亿元，相当于近
10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今年，留坝
县又掀起“清五堆、改六小、美化

四旁”为主题的环境专项整治，投
入 环 境 综 合 整 治 项 目 资 金 0.8 亿
元，对 116 个整治示范点逐一改
造，实现示范片内村民卫生厕所使
用率达 90%、自然村污水处理全覆
盖、自然村与自然村之间道路和入
户路硬化率达 95%。区域整体环境
得到了彻底改观。

借绿生财富民

“今年计划生产袋料香菇 200
万筒，其中自建示范基地 100 万
筒，为 617 家农户托管 100 万筒。”
留坝惠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学标告诉记者，公司是 2017 年 5
月份落户江口镇的，主要是看中这
里的地形好、温差大、气候好，适
合夏菇生产，产品卖得出好价钱。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需要
寻找转化媒介，留坝县把目光放在

了食用菌和蜂蜜产业上。他们利用
森林抚育废弃的枯枝烂树打成木屑
生产食用菌筒。留坝县江口镇党委
书记张宏军介绍说，目前，留坝县
已建成食用菌产业基地52个，江口
镇磨坪村、小川子村等 7 个生产示
范基地建成标准化食用菌大棚1503
个，新发展食用菌 687 万袋，带动
贫困户 527 户、非贫困户 207 户，
预计产值达到5300万元，近3年可
实现收入2.5亿元。

在留坝县 4.7 万人口中，有近
五分之一的农户以养蜂为业。对于
这个传统强势产业，他们从做亮品
牌、保证品质等环节着手，启动了
中蜂遗传资源保护区建设，通过种
源控制、标准制定、品牌认证、市
场管控等措施，保证产品绿色、环
保、优质。产品抽检率达 90%以
上，合格率达 98%，全县年产蜂蜜
超过百吨，原蜜产值达 1700 余万
元。同时，留坝还获得香菇、木
耳、土蜂蜜、银杏、板栗、西洋参
等 7 个农产品的国家地理标志认
证，申报注册地标集体商标5个。

发展新兴产业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绿水
青山要有开放性思路。这个思路的
内涵就是以生态打底，换百业兴
旺。在贯彻这个理念中，我们首推
的是‘大融合’和‘旅游+’的理
念，通过生态领衔，全面推进农
旅、文旅、体旅全产业链融合发
展。”留坝县委书记许秋雯说。

留坝山地运动资源丰富，海拔
1700 余米，年平均气温 11.5℃。近
年来，留坝利用得天独厚的山地资
源大力发展全民健身运动，推动体

育与旅游融合，围绕打造“中国山
地运动之城”这一目标，全力推进
中国山地度假示范区建设，形成了
以足球、山地骑行、滑雪、户外拓
展、全民健身等为主的体旅融合新
业态。为进一步延伸旅游产业链，
留坝县根据自身资源条件和需求特
点，因地制宜，以“旅游+体育+产
业”融合发展的模式，深挖民间文
化和历史文化，不断完善各类体育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截至目前，留坝县已累计投入
9 亿元，建成旅游重点项目 223 个。
目前，留坝县拥有省级特色旅游名
镇 4 个 、 省 级 休 闲 旅 游 示 范 村 7
个，并打造了格桑花海、芳草坪花
谷、农耕文化体验园等休闲农业观
光点25处。此外还有以青少年自然
成长营、青少年足球研训基地等为
特色的研学旅游产品，以山地骑行
等为主的运动休闲产品，以最美山
村道路、花海、留坝老街旅游街
区、留侯老集、特色民宿为代表的
休闲度假产品和以火烧店为代表的
休闲体验农业产品等，并逐渐完善
提升高端特色民宿、家庭宾馆、农
家乐等多种度假产品，全面提升旅
游接待服务能力和水平，推动全域
旅游向建设大秦岭山地度假旅游目
的地和生态旅游强县转型升级，极
大丰富了全域旅游的产品结构。当
地旅游直接从业人数达 3500 人以
上，带动转移劳动力1.03万人。

就是通过这种生态领衔的理性
发展，留坝强县富民的道路越走越
宽。2017年，留坝农村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9535 元，比 2011 年
增加了一倍，其中 70%来自生态产
业和绿色产业，而旅游业则占到了
GDP 的 51%，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贡献为3306元，占比达34.5%。

环境专项整治后的留坝县乡村美景。 本报记者 雷 婷摄

“于公”叫于克福，他要移走的
“山”，是被称作“工业顽疾”的赤泥山。

在山东天之润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一排排红色的砖块从自动化生产线
上滚动而出，而“吞”下去的正是赤泥。

赤泥是铝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废矿渣，含有碱、重金属等有害成分，
国内凡有铝厂的地方，都有这样一座
大山。如何处置赤泥一直是摆在企
业和政府面前的难题。

2016 年，于克福经营的山东天

之润建陶有限公司按照政府的产业
精准转调规划实施关停。企业关停
了，如何转型升级？公司总经理于克
福瞄上了离企业不远的山铝公司的
赤泥大山。一个用赤泥生产透水砖，
移走赤泥大山的念头挥之不去。

为解决赤泥污染变废为宝的课
题，于克福找到了山东理工大学材料
学院乐红志博士作为合作伙伴，联合
成立了“固体废弃物利用工程技术联
合研发中心”。经过近2年的研发和
千百次试验，今年 2月 11日，国内首
条赤泥生态透水砖示范生产线在山
东天之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建成。
一块赤泥透水砖中，赤泥含量仅占

50%至70%并没有让于克福止步，他
的目标是研发赤泥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上的透水砖。

利用赤泥做成的建材产品，其多
种环境安全性指标必须满足国家相
关要求。“生产赤泥透水砖有３大难
题，也是社会最关心的，一是含碱性，
二是辐射性，三是重金属污染。我们
研发的新型赤泥透水砖，完全解决了
这３大难题。”乐红志博士告诉记者。

经国家建筑材料工业陶瓷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及国家陶瓷
与耐火材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检测，新型赤泥透水砖放射性、重金
属溶出等指标均符合和优于建筑材

料要求。原本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
危害的工业废渣赤泥，经过一系列处
理，即可制成性能良好、价格低廉的
生态透水砖，且生产过程中不产生任
何尾废和二次污染，为赤泥废渣的利
用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目前，天之润公司的生产线日产
能为 3000 平方米，按这个产能，年
可消耗赤泥约 7 万吨。“下一步如何
形成规模化，真正实现‘愚公移山’，
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于克福说。

令人欣喜的是，天之润公司与山
铝公司初步达成在山铝工业园区划
出 200 亩土地、投资 2.3 亿元建设赤
泥利用工程示范项目的计划。该项
目建成后，可实现300万平方米新型
生态透水铺路材料的产能，年可消化
30 万吨赤泥和 20 万吨陶瓷、耐火材
料、尾矿等固体废弃物。

“未来我们要复制赤泥透水砖生
产线，最终形成年消化赤泥千万吨以
上的产业化规模，将赤泥这座世界性
污染大山，变成资源性的金山银山和
绿水青山。”于克福说。

“于公”移走了赤泥山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冯 萍

“光伏+取暖”系统将推广应用

实现清洁取暖与能源投资双目标

本报记者 沈则瑾

近年来，位于长江三峡库区腹地的重庆市巫山县以“大生态引领大发

展”的理念，扎实开展国土绿化提升行动，对“一江三河”（长江、大宁河、抱龙

河、黛溪河）沿线进行无盲点植被恢复。同时开展库区蓄退水管理、漂浮物

清理和消落带治理，使长江干流水质持续保持Ⅱ类，森林覆盖率达57%，空

气优良天数常年达标率在90%以上，确保了“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的美丽自

然生态。 王忠虎摄

华灯初上，一排排大红灯笼悬
挂在两岸的门店前，配合河道两侧
的亮化灯带，映照着熙熙攘攘的人
流。这里不是江南水乡，而是河北
邯郸峰峰矿区的东和村。

“一年前我出门打工，当时村里
的那条河沟淌着黑煤水、堆满生活
垃圾。一年过去，我打工回来，到村
口竟认不出来了，那条臭水沟变成
了景观河！”东和村村民申明安说。

申明安家就住在河道附近，他
见证了河道的兴衰，“小时候河水清
澈，河道宽广，这条800多米的水街
沿岸就有醋庄、酒庄十几个，全拜水
质所赐”。

然而，由于技术条件有限加之
环保意识不强，随着煤矿的大规模
开采，河水、河道逐渐被污染。“河道
逐渐成了垃圾场，臭味熏天。”申明
安说。

当地老百姓都盼望着能恢复河
道以前的自然生态，但是大家也都
知道，光靠村里，这个愿望恐怕很难
实现。

可是，仅仅一年时间，这个梦想
实现了！现在，河道恢复了，小村庄

成了古色古香的“江南水镇”，更难
能可贵的是还派生出了生态文化旅
游的新产业。

东和村村委会主任曹仁武说，
当时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沿着河
道走了几十趟，后来又带设计院的
专家出谋划策，“专家们都说要围绕
水做文章”。

申明安外出打工前，村里启动
了清垃圾、清违建工作，不过刚开始
没啥进展。“违建难拆啊，都是乡里
乡亲，谁家也不愿意拆。”申明安说。

经过政府的不断宣传和不懈努
力，2017 年 8 月份，垃圾全部清理
了，水镇也初具雏形，老百姓竖起了
大拇指。“整出来的效果真不赖啊。”
村民们都说。

依托这条河，峰峰矿区发展起
乡村旅游。曹仁武说，旅游成了村
里的大行业，平时每天游客有上千
人，节假日更是超过万人，目前全村
四分之一的村民要么在水镇创业，
要么做旅游服务工作。

申明安说：“听说水镇今年还规
划建民宿，我准备不出门打工了，留
在村里搞旅游！”

河北邯郸峰峰矿区东和村

“龙须沟”变“江南水镇”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杜王义

留坝县江口镇农户在惠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食用菌生产基地赶制袋料

菌筒。 本报记者 雷 婷摄

一江碧水 两岸青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