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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

央企以实际行动推进绿色发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雷

科技成果为污染防治赋能

2019年5月15日，由中国能建广东院
总承包建设的亚洲首个多技术开放国际
碳捕集技术测试平台——广东碳捕集测
试平台项目正式投产，对推进我国二氧化
碳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里程碑意义。

CCUS（碳捕获、利用与封存）被认为
是目前唯一能实现化石能源低碳利用的
技术，并被认为是未来大规模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减缓全球变暖的可行办法。“简单
来说，就好比给燃煤电厂这个排放源戴上
一个大口罩，通过脱碳装置这个过滤系
统，把对环境没有任何影响的干净气体排
放出去，把二氧化碳留下来集中处理。”广
东碳捕集测试平台项目经理介绍。

广东碳捕集测试平台项目采用的正
是燃烧后捕集技术。项目依托华润海丰
电厂1号100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机组建
设，每年可从燃料燃烧后的烟气中捕集二
氧化碳约2万吨，按一棵树一年吸收18.3
吨计算，相当于1000多棵树吸收的二氧化
碳量。

科技创新显神通。在中央企业生态
文明建设实践中，很多科技成果得到了实
际应用。特别是节能减排、生态治理等领
域的研究成果，有许多直接转化到了经济
建设与生态保护工程中。

长长的运煤列车被缓缓牵引至翻车
机房，到达预定地点，4节车厢同时翻转至
160度，320吨煤瞬间被卸入煤坑，但看不
到煤尘在强气流下升腾。国家能源集团
黄骅港务公司设备管理科负责人说：“本
质抑尘系统实现了精准喷洒水雾，让每一
粒煤炭与水均匀混合，达到合适的含水
量，从转运全程的源头实现有效抑尘。”该
技术一举拿下3项国家专利，并获得第45
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

近40年间，中国散货港口一直延续着
传统生产工艺。黄骅港务公司敢为人先，

依靠科技强港兴港，煤尘源头治理，颠覆
了人们对煤港的传统认知；生态水系建
设，开辟了煤港水循环系统建设新领域；
全流程自动化装船作业，开启了中国散货
港口智能新纪元……

2019年，黄骅港顺利通过国家3A级
景区验收，在煤港中率先建成工业旅游景
区。同年，在有关机构发布的《中国港口
高质量发展报告（海港篇）》中，黄骅港绿
色安全评价在全国22个沿海主要港口中
排名第一。

蓝藻大规模爆发后会引起水质恶化，
被称为“绿色牛皮癣”。作为我国五大淡
水湖之一的巢湖，饱受蓝藻侵袭，被列入
全国重点防治的“三河三湖”。

中煤地质总局江苏局长江公司与无
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采
用深潜式高压灭活蓝藻技术处理蓝藻。
该技术采取建造蓝藻灭活深井，通过物理
及机械加压方法，迫使蓝藻细胞内气囊干
瘪失去上浮能力，进而实现蓝藻不在近岸
水面聚集，是目前国内外处理效率最高且
无公害的先进技术。2019年5月，中煤地
质总局江苏局长江公司在巢湖合肥包河
区段建设的蓝藻治理试验深井，取得了良
好效果。2019年10月，公司一举拿下云
南省玉溪市星云湖沿岸5口蓝藻灭活深井
施工项目。

清洁能源让发展可持续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能源生产
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
源体系”。中央企业以此为指引，大力推进
绿色能源开发，加快推进产业调整升级，清
洁低碳转型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2020年4月10日，国家电投内蒙古
乌兰察布风电基地600万千瓦示范项目以
及配套电力外送项目签约启动，标志着这
一重大项目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乌兰察布600万千瓦风电基地是目前
全球一次性开发规模最大的单体陆上风
电项目，是国家首个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平
价上网示范项目，也是推动我国能源转型
发展的重大示范项目，对于探索新能源资
源优势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该项目预计今年底建成并网发电，
2021年向京津唐地区运送大规模清洁电
力，每年可减少标准煤燃烧600万吨。

今年5月20日，世界首条全清洁能源
特高压输电大通道——国家电网青海—
河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成功
跨越宝成铁路和嘉陵江。主跨越塔高于
江面500米，单基塔重150吨，跨越距离
1259米，跨越高度、跨越距离和塔重均为
全线之最。该工程设计年输送清洁电量
400亿千瓦时，预计今年12月全面建成
投运。

“清洁化、低碳化发展是能源转型的
必然方向。”中国华电党组书记、董事长温
枢刚表示。

中国华电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硬招频出。有序推进金沙
江上游、中游等水电开发，完成22个区域
清洁能源基地规划研究，大力开拓供热市
场，实现电能对散烧煤的替代……截至
2019年底，中国华电清洁能源装机占比
达到40.4%，每千瓦时电碳排放强度同比
下降2%。2019年风光电投产容量完成
年度计划的117%，水电在建852万千瓦，
成为北京冬奥会奥运场馆第一大绿电供
应商。

生态修复让祖国山河更美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中央企业在确保生态环境不再继续
遭到破坏基础上，大力开展生态修复，为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而不懈努力。

今年4月22日，在湖北省宜昌市长江
珍稀鱼类放流点，1万尾子二代中华鲟回
归长江怀抱。至此，中国三峡集团已累计
向长江放流中华鲟超过503万尾，放流子
二代中华鲟2.8万余尾。

中华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
之一，距今已有1.4亿年历史，具有重要的
科研、生态等价值。自20世纪80年代开
始，受过度捕捞、水质污染等不利因素影
响，中华鲟自然种群规模持续衰退，现被
列为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

中国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自1984
年起，每年开展中华鲟放流活动。“作为中
央企业，促进长江流域生态修复、助力长
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是应有之义。”中国
三峡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雷鸣山说。

挥锹铲土、提水浇灌……4月23日，
在中国石油科技园内，不到1个小时，干部
员工就将百余株银杏树种植完毕。

近年来，中国石油大力实施植树造林、
绿化美化工程，积极开展“绿色油气田”“绿
色工厂”创建活动，提升绿化科技含量。截
至2019年底，中国石油绿地面积达2.86亿
平方米。仅2019年就新增绿地面积559.5
万平方米，全年共有49.9万人次参加义务
植树活动，植树超过200万株。

作为资源型企业，鞍钢矿业把优化节
能减排、资源充分利用和矿山生态恢复纳
入总体发展战略和具体规划之中，努力建
设绿色低碳矿山企业。如今，昔日尘土飞
扬的排岩场、尾矿库变成了美丽的多功能
生态园。鞍钢矿业先后完成生态恢复面
积约2220万平方米，种植各类乔木、灌木
数千万株，被评为全国践行生态文明优秀
企业，所属全部铁矿山被确定为“国家级
绿色矿山试点单位”。

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力

量，广大中央企业秉持绿色发展

理念，不断加强节能减排体制机

制和能力建设，加快调整优化能

源产业结构，积极推进生态保护

和修复治理等工作，促进绿色发

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本版编辑 陈 郁 周颖一

冀中能源股份公司：

采煤不烧煤 采煤不见煤
本报记者 李予阳

中国能建广东院总承包建设的广东碳捕集测试平台。 （资料图片）

启动“全员洗矿（厂）行动”，每周至少两次，利用处理后的中水
对矿区厂区所有道路、建筑物、露天设备进行清扫冲洗；对各矿所有
煤场出入口的车辆冲洗设施进行改进提升，对所有进出车辆进行苫
布覆盖并冲洗；对抑尘设施进行改造升级，加装雾炮喷淋设施……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生产经营压
力。但冀中能源股份公司仍将环保工作提升到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确定投资近1.3亿元，实施71项环保项目。

为进一步完善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冀中能源股份公司在各矿厂
全面实施环保区域网格化管理，建立起“横到边、纵到底”的三级网
格环境管理体系和三级环保隐患排查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环保管
理制度及岗位环保操作规范，加大日常监管及考核力度，切实将现
有环保设施管好用好；持续组织开展环境整治活动，实施常态化检
查考核，切实将环境保护、清洁生产等理念融入日常生产活动。

多年来，冀中能源股份公司瞄准煤炭行业前沿技术，持续推进
生态矿山建设，自主研发，在行业内首创并率先实施“绿色开采工
艺”，走出黑色产业的绿色发展之路。公司所属邢东矿早在2001年
投产之初就提出了不建矸石山的设想，并开展“井下矸石充填技术
及装备系统”研究，独创井下矸石充填工艺，建成全国第一家没有矸
石山的煤矿。此后，又在千米井下建成了国内首个井下“洗煤厂”。
在全国第一个实现了“采煤不见煤、矸石不升井”。如今，冀中能源
股份公司邢台矿区各个煤矿全部通过省市清洁生产审核验收，东庞
矿、邢台矿、邢东矿、章村矿都列入了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

同时，冀中能源股份公司还大力实施节能项目。2015年，全公
司所有10吨以下共计73蒸吨燃煤小锅炉全部得到替代，实现了“产
煤不烧煤”的绿色发展模式。

无论经营形势怎样变化，冀中能源股份公司连续20年将环保工
程列入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累计投资21亿元，建设矿井水、工
业废水、粉尘治理等节能减排项目335项，综合能耗及各项污染物指
标均远远低于国家考核指标。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将废弃水塘建成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公
园，实现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

张连华摄（中经视觉）

“生态文明你我共享，也需要你我共
建。希望社会各界积极投身生态环境保
护，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智慧和力量。”在
6月5日世界环境日的国家主场活动上，生
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呼吁要大力培育弘扬
生态文化，积极参与生态文化理论研究、作
品创作和传播推广，构建以生态价值观念
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强调做到知行合
一，自觉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
式，汇聚形成共建美丽中国的强大合力。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已连续3年
被确定为环境日的主题，旨在号召全民为
建设美丽中国行动起来。如今，做建设美
丽中国的行动者正在从倡导落实为行动。

2019年 6月，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
会、中华环保联合会、美团外卖青山计划

共同发起的“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NG0
基金”项目启动以来，16家机构在项目
资助下，短短4个月内，共组织开展设施
开放活动306次、参观人数达到2.6万多
人次。社会各界人士在环保设施开放单位
现场学习环保知识、体验开放活动，带动
影响超过35万公众，推动越来越多的要
求“闲人免进”的设施单位变为向市民开
放的“城市客厅”和普及提高环保意识的
场所……

2018年6月，重庆市文明委启动“山
水之城 美丽之地”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截至今年3月，累计招募注册志愿者21万
名，开展活动3.2万余场次，志愿者服务时
长近50万个小时，覆盖群众超过1000万
人次，形成了“守护缙云山”“黄丝蚂蚂”自

然讲解员、“河小青”“百镇千村万户生态环
保宣讲”“巴渝巾帼护河”、城市管理“五长”
等一批有特色、聚人气的志愿服务活动品
牌，成为广大市民参与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实践平台，调动了广大
市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重庆筑
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建设山清水秀
美丽之地汇聚起强大群众力量。

今年的环境日，“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
NG0基金”项目，重庆市“山水之城 美丽
之地”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旨在“使1亿中
国城市居民、中小学生能够稳定接触本土
生物多样性保护议题”的劲草嘉年华，中国
石化公众开放日等10个项目入选生态环
境部和中央文明办联合公布的“2020十佳
公众参与案例”。

中国石化集团新闻发言人吕大鹏说，
多年前，该集团曾计划在宁波投产PX项
目，但因前期未与当地公众充分沟通，导致
项目备受质疑后搁浅。近年来，该企业开
始尝试用开放日的形式，邀请公众走进企
业了解污染治理效果，让公众有渠道监督
企业。

目前，中国石化集团下属90多家企
业都已经开展了公众开放日活动，累计邀
请了17万人参观企业的污染治理设施。
一方面通过解疑释惑，拓展了重化工业发
展的新空间。另一方面公众开放日也是对
企业经营管理的常态化“现场直播”，通
过倒逼加压，激发了内部改善管理的新动
力。伴随活动的开展，一部分企业增加了
安全环保投入，党政一把手亲自督战“花
园式工厂”整改设计；一部分企业形成了
安全环保、消防、生产调度等多部门联动
参与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强化了基础设施
建设，提升现场管理水平，改善生产生活
环境，营造出更加良好的文化氛围。

伴随“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题实
践活动成果推广应用，社会公众在生态环
境治理中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不断增
强，进而提升了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的广度
和深度，汇聚起共建美丽中国的合力。

汇聚共建美丽中国的强大合力
——记“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题实践活动

本报记者 曹红艳

中国三峡集
团中华鲟放流活
动现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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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是生命之

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
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直接关系人类自
身的命运。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
依然必须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只有在
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中利用自然和保护
自然，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重点关
注以下几方面问题：

——遵循取用有度的原则。“取之有
度，用之有节”是生态文明的真谛。人类
的生存发展必须依赖自然、从自然中获取
资源，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尊重自
然规律，行有所止，尤其是不能挑战其他
物种的生存空间，不能破坏自然界的生态
平衡。不竭泽而渔、不焚薮而田、不焚林
而猎，以自我约束的智慧，既取之有度，从
自然界获取生存生活所需，又不能对大自
然造成不可逆转的侵害，切实履行节约优
先、保护优先原则。

——注重节约资源，循环利用。建立
在过度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基础上的增
长得不偿失，同时也是不可持续的。因
此，必须着力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和
循环利用，以此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加强物耗与能耗管理，积极发
展循环经济，拓展循环利用资源的产业规模，打通生产体系和生活体
系的循环通道，完善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的市场机制，促进资源产权
市场的健康发展，提升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的技术水平，加快节能减
排关键技术的研发，深化固废循环利用管理与决策的技术创新等。

——以政府层面的积极作为引领人们的行动方向。一是优化完
善生态政策与制度布局。要在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
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等基础上，加快建立健全生物
安全制度体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二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念大众化。要加
强宣传教育，使之转化为百姓生活的日常行为习惯，形成简约适度、
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三是大力推进生态科学知识的推广普及。学
校、社区等各方应协同发力，推广普及生态科学知识。社会公众生态
环保意识的提高，无论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美丽中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分中心教授）

水清湖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