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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试点先行、逐步实施的方
案，近年来，河南省鹿邑县的553个
村中，建成 326 个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示范村。

“鹿邑是典型的平原农业县，人
口密度大，亟须有效的常态化保洁
机制。”河南省鹿邑县委书记梁建松
说。为此，鹿邑县一方面动员引导
群众自觉维护良好的环境卫生整治
效果，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引进社会化保洁服务。

“保洁管家”郭运荣因此返乡。
郭运荣曾和几个老乡在太原火

车站清理垃圾，后来注册成立山西
太原运荣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去年
9 月份，运荣保洁被评定为“AAA
级信用企业”“太原高铁贡献单位”。

承接了村里的保洁工作后，郭
运荣先后投资近 2000 万元购买环
卫保洁设施，配备洒水车、洗扫车、

侧翻车等，向 11 个乡镇、264 个行
政村、948 个自然村提供全方位保
洁服务。

“我在家门口做保洁工作，每天
工作五六个小时，每月工资 500
元。”湖口镇邬庄村村民邬大想告诉
记者。郭运荣返乡开创的“美丽事
业”，为当地提供了 1600 多个就业
岗位。

为确保农村保洁常态长效，鹿
邑坚持“政府购买服务、管干有效分
离”，先后引进4家专业化保洁服务
公司，建立日常考评机制，实行末位
淘汰，推动有序竞争和良性发展；探
索“作业市场化、运营企业化、监管
全程化”的长效管理机制，充分调动
群众参与、监督农村保洁的积极
性。“农村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环
节，必须长抓不懈。”鹿邑县委副书
记付吉广说。

湖南省多领域推进电能替代技术

用上清洁电 环保又增效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柴 黎

开源节流，关矿堵漏，生态补充

“百泉”之城邢台泉水欢涌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闫丽静

湖南长沙普瑞温泉酒店中央空
调设备间内，一台台崭新的机器正在
有序运作。与其他传统中央空调相
比，这里的设备外观更小巧，运转也
更安静。酒店工程管理总监杨剑宏
告诉记者，2016 年运用国网湖南综
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的技术对酒店
中央空调进行了“以电代气”改造后，
控温效果与节能情况都有了极大改
善与提升。

近年来，国网湖南电力有限公司
积极推进电能替代，在16个领域推广
42 种替代技术，累计实施居民电采
暖、工业电锅炉、热泵、冶金电炉等电
能替代项目 2600 多个，带动相关产
业 发 展 ，累 计 增 加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61.91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燃煤276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547.73 万吨、减
排二氧化硫等污染物2.77万吨。

“铸造之乡”没有烟囱

走进素有“中国铸造之乡”“江南
铸都”之称的郴州市嘉禾县，坦塘铸
造工业园不见烟尘滚滚，没有呛鼻气
味，厂区整洁、道路宽广。与一般铸
造工业园区不同，这里找不到一根冒
着浓烟的烟囱。

“这都是电能替代的功劳。”工业
园纪委书记黄成旺说。在日渐重视
绿色发展的今天，能耗较高、产能落
后、产品低端的企业受到巨大冲击，
坦塘铸造工业园区内以铸造为主的
企业生产经营一度举步维艰。“铸造
企业都希望能实现转型，探索新的生
产模式。”全县目前正在推广的“节
能+电能替代的能源合同管理模式”
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认可。

用传统冲天炉设备生产铸件，能
耗高、成本高、污染重、生产工艺粗
糙、产品品质较差，但由于技术改造
需要大量资金，一度让嘉禾县本就有
经营压力的铸造企业对电能替代望
而却步。

“电能替代要推广，必须要有突
破口。资金与技术，我们都可以提
供。”国网湖南综合能源公司总经理
罗志坤说，公司联合国网郴州供电公
司，以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帮助铸造企
业实施升级改造。综合能源公司先
期投资帮助铸造企业进行节能改造，
并提供技术支持与定期回访，铸造企
业通过未来节省下来的成本和收益
按一定比例偿还。这种技术和服务
的创新模式既解决了耗能企业开展
节能项目缺乏资金、技术、人员、管理
经验的问题，又实现了企业零投资、
零 风 险 ，并 能 持 久 受 益 的 期 待 。
2015 年 9 月，国网湖南综合能源公
司与坦塘工业园中包括亚新铸业在
内的10家铸造企业签署了工业节能
暨电能替代协议。

“曾经的大烟囱换成了中频炉，
温控精度高了，产品质量高了，铸造
的产品档次也得到了大幅提升，产品
价格比原来提高了 20%至 30%。”嘉
禾县亚新铸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将原来的3吨冲天炉

改为 1.2 吨电窑炉，年维护费用减少
4万元，司炉工人从6人减少到3人，
工人工资每年可节约 10 万元，产品
合格率从原来的75%提升至95%。

2017 年 9 月，坦塘工业园全面
完成改造，建成湖南首个“绿色工业
园区”，为湖南省首个“以电代煤”产
业示范基地。

电如春风“绿”万家。借由坦塘
工业园这一“明星工程”效应，娄底市
新化电子陶瓷企业 90%以上完成电
能替代改造，实现替代电量 8000 万
千瓦时；综合能源公司成功签约益阳
中源钢铁有限公司实施电能替代改
造，成为湖南省最大的电能替代项
目，可降低综合生产成本0.35亿元。

传统产业“绿色革命”

电能替代已在湖南带来一场“绿
色革命”——

在全国重点产茶县益阳市安化
县，益阳供电公司与安化黑茶生产龙
头企业之一的湖南建玲实业有限公
司合作，打造全国首家全电气化制茶
企业。如今，为黑茶生产量身定制的
涵盖茶叶杀青、菌株培植、存储发酵
等制作环节的电气温控设备进入安
化的各大茶厂，“安化黑茶”实现了茶
叶生产控制工艺从煤到电、从“手工
经验”到“电气数字”的智能转变。安
化县委书记熊哲文介绍，茶产业对于

“生态之县、绿色崛起”的安化至关重
要，全县有30多万人300多家企业围
绕茶产业进行经营。目前，全县正在
启动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并致力把

“黑茶小镇”打造成智能电气化小镇。
桂东是湖南省海拔最高、森林覆

盖最好的县。记者在这里看到，电动
小汽车已经开进了高山农家，首批
28台电动公交车已经行驶在城乡的
绿道上；全县的农家乐和民宿，基本
都用上了电磁灶、电炒锅。据介绍，
今年暑期，有 21.6 万人次来到“绿色
桂东”享受清爽夏日，402 家民宿平
均年收入将可突破4万元。

创新服务铺展“绿色”

让越来越多的行业通过电能替
代实现绿色发展，就必须创新理念与
思维，实施“绿色服务”。地处长沙市
的普瑞温泉酒店中央空调“气改电”
就是创新服务的果实。

据国网湖南综合能源公司市场
工程部负责人万全介绍，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建成了大量的公共和
商业建筑，因当时电网供电能力限
制，安装了大量以天然气或柴油为燃
料的非电中央空调系统，这种设备存
在用能效率低、能源费用高和自动化
程度低等不足。近年来，随着中央空
调技术的进步、电网供电能力的提升
和电价政策的调整，电力中央空调的
优势越来越明显，应用比例越来越
高，已逐渐占据市场主流。

“普瑞温泉酒店改造前的中央空
调及热水设备都是直燃机，自 2003
年投入使用已连续运行了 12 年，无
论是设备还是系统，磨损老化都比较
严重，故障率、能耗都在逐年升高，运
行管理也极其复杂，越来越难以达到

生态、绿色的要求。”酒店董事长朱跃
华决定，采纳国网湖南综合能源公司
的“气改电”建议，用一台200万大卡
的水冷螺杆机组替换同样热值交换
的直燃机。

酒店改造后，能效系数提高3倍
至 4倍，全年用能费用下降 66万元，
节约比例高达42%。

万全说，据初步统计，与普瑞温
泉酒店类似的中央空调设备，湖南省
大约有 1500 多台，其中长沙地区就
有 900 多台。如在全省推广“气改
电”，可增加售电量 10 亿千瓦时，减
排二氧化碳15万吨。

能源托管的绿色服务模式，目前
已成功拓展沅陵县中医医院、省中医
药研究院附属医院、衡阳县人民医
院、一六九医院等多个项目。据介
绍，沅陵县中医医院改造项目完成
后，可年节省费用38万余元，节约电
量约 90 万千瓦时，综合节能率 22%
至 23%，节约标煤 300 吨，减排二氧
化碳1000多吨。

2017 年 11 月 1 日，由国网湖南
综合能源公司、岳阳供电公司负责建
设的湖南城陵矶新港港口岸电系统
顺利完成首艘船舶的接电使用，这标
志着湖南省内首套货运船舶专用的
岸电设施系统全面投入运行。该岸
电系统的投运，每年可实现区域内减
排一氧化碳、氮氧化物、PM 颗粒物
等各类空气污染物约30吨。

“过去船舶停靠港口，都使用柴
油发电机发电，噪音大，污染环境，现
在使用港口岸电系统，又方便又环保，
还节约成本！”使用城陵矶港口岸电系
统的湘运10号船船长邓德明说。

实施电能替代，是推进能源消费革命、落实国家能源战略、促进能源清洁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国网湖南电力有限公司积极推进电能替代，在16个领域推广42种替代技术，累计实施居

民电采暖、工业电锅炉、热泵、冶金电炉等电能替代项目2600多个，有效促进了节能减排，为环境保

护作出积极贡献。

银杏丰收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银杏之乡”江苏泰兴市大力发展银杏产业。目

前，全市有银杏树550万株，发展银杏加工企业20多家，开发银杏食品、药品

等 6大系列 100多种产品。今年秋季，泰兴银杏喜获丰收，产量突破万吨。

图为村民在收银杏果。 陈 笑摄

河南鹿邑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呵护美丽乡村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李向东 通讯员 杨光宏

在连绵起伏的沙丘边缘，火红
的高粱谷穗饱满、迎风摇曳；不远
处，一片牧草地和一块蔬菜地也长
势喜人，为苍凉的沙漠平添了几分
绿意。这里是新疆和田县农业科技
园区沙漠土壤化试验基地，坐落在
该县英阿瓦提乡。深秋时节，记者
来到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
田县看到，将大漠染绿的，不仅有
树，还有粮食、牧草和蔬菜。

“我们在 3000 亩沙地里种了
40多种作物，多数长势良好。”让大
漠蔓延生机的，是“沙漠土壤化”快
速生态恢复项目，该项目团队成员
谷建义告诉记者，他们栽种的2500
亩狼尾草实现了当年获益，收割的
干草被一家种羊场全部订购。英阿
瓦提乡村民感慨，原来恼人的沙子
也能挣钱了。

因濒临沙漠，和田县自然条件
十分恶劣，平均每月每平方公里降
尘逾 600 吨，纳入治理规划的沙漠
面积达28万亩。以往，该县主要以

“堵”的方式防沙，种下大量树木，但
树木成活率低，导致防沙成本高。
如何改变高投入、低成效的状况，开
辟一条治沙新路径？

“沙漠土壤化”快速生态恢复

项目在内蒙古乌兰布和试验成功
后，科研团队将目光投向了新疆塔
克拉玛干沙漠。经过考察，他们与
和田县有关部门一拍即合，开始在
该县建设试验基地，并于去年 7 月
播种 200 亩作物进行小试，初获
成功。

“这个项目是使沙子具有土壤
的力学特性，进而具有存储水分、养
分、空气和滋生微生物的能力，成为
植物生长的载体。”项目团队负责
人、重庆交通大学教授易志坚介绍，
2016 年在乌兰布和的 25 亩沙漠地
进行试验，第二年扩展至 4000 亩，
成功收获高粱、西瓜、茄子、荞麦等
作物，试验地还成为青蛙、野兔等小
动物的栖息地。

在和田县的试验结果显示，沙
土改良后，特别适合种牧草，而且灌
溉量明显低于当地灌溉定额。和田
县委常委、副县长陈立峰表示，他们
计划明年把示范基地面积扩大到 2
万亩，后年扩大到10万亩。

“‘点沙成土’，实现了从‘堵’沙
到用沙的转变。在经过环境评估和
水资源评估且可开发的沙漠区域实
施‘沙漠土壤化’改造，我们会慢慢
为沙漠织上绿装。”易志坚说。

新疆和田县用生态恢复技术“点沙成土”

为沙漠织绿装
本报记者 乔文汇

成熟的沙漠高粱。 本报记者 乔文汇摄

“‘百泉’复涌了！”这些天，河北
邢台经济开发区北厂村党支部书记
梁胜雷一有空就到房后的泉坑边转
转。看着干涸多年的泉水喷涌而出，
梁胜雷说：“从9月底开始出现泉涌，
流量越来越大，现在每天水面能涨

10 多厘米，宽阔的水面还引来了许
多水鸟，邢台的环境真是越来越美
了。”

“北方冬季干旱少雨，往往是地
下水位下降、河湖干涸的季节，可枯
竭30多年的百泉区域能够实现泉水

涌流，这得益于市里狠抓全区域地下
水源的整合施策、深度治理，通过开
源节流，关矿堵漏、生态补充等措施，
实现了域内地下水位明显回升。”邢
台市水务局张忠良说。

地处太行山东麓平原区的邢
台，由于有珍珠泉、韩家泉、银沙泉、
达活泉、狗头泉等15个泉群，泉出无
数且水量极大，故名“百泉”之城。然
而，从上世纪80年代起，地下水超采
导致泉水逐渐断流干涸。近年来，邢
台市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建立水生态长效保护机制，
通过开展工农业节水，整治矿山、关
闭自备井，持续实施补水工程等举
措，有效控制地下水开采，促使水位
回升，泉水复涌。

邢台按照“优先使用引江水、充
分利用地表水、鼓励使用再生水、严
格开采岩溶水”的原则，不断优化水

资源配置。重点实施工业企业节水
技术改造和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节
水改造，近3年来，相继实施1700万
立方米引朱济邢地表水工程替代岩
溶水、旭阳焦化等企业 1000 万立方
米再生水，邢台山前区域千万亩农作
物高效节水、关闭市区 50 多口自备
井等工程，压采地下水约 4.48 亿立
方米。

“邢台矿产资源丰富，然而采矿
排水量大，造成地下水严重浪费。”张
忠良说。为此，邢台实施矿山企业关
停及节水整改升级，自 2015 年以来
累计淘汰关停矿山企业 30 余家，仅
剩的 20 家矿山企业采取帷幕注浆、
回灌等节水保水措施，年减少矿山疏
干排水 1000 万立方米以上，有效减
少了地下水人为消耗。

邢台还通过生态调水，从流域上
游朱庄水库、东石岭水库向大沙河年
均补水超过1亿立方米，同时实施长
江中线生态补水7780万立方米。这
近2亿立方米的补充，使得邢台地区
的地下水由采多补少向补多采少转
化，从而促进了地下水位回升。其中
百泉泉域地下水位自 2016 年 12 月
实现泉水出露之后，岩溶水水位以每
天 10 厘米左右的速度快速回升，目
前已形成水域面积 3.2 万平方米，预
计到年底前可再回升2米至4米。

河北邢

台狗头泉一

角。

邱洪生摄

安化黑茶电能替代车间一角。 本报记者 刘 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