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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排放无污染、氢燃料电池驱动、加注氢

燃料一次可行驶一天……一段时间以来，氢燃

料电池公交车成为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市民

的“新宠”。

“坐上氢燃料电池公交车，感觉车辆运行

平稳，行驶时基本没有振动和噪音，乘坐体验

很不错。”市民张伟说。

氢燃料公交车上路

记者了解到，首批投入试运行的 20 辆氢

燃料电池公交车是由乌海金财特来电新能源

有限公司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从乌海海易通

银隆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购买的。该车车长

10.45米、高 3.34米、宽 2.5米，额定载客人数 23

人，搭载 50千瓦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储氢系

统搭载单瓶容量为 140 升的 8 个氢气瓶，最大

氢气充装量 26.5 公斤，续航里程可达 400 公

里。其工作原理是通过氢气和氧气的反应产

生电，以电驱动汽车行驶，整个过程只产生电

与水，达到了零排放标准。

乌海金财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世卜告诉记者，目前这些车辆还属于测试阶

段，在此基础上计划再投入 30 辆氢燃料电池

公交车，“由于这种公交车的性能与当地气候

条件、海拔等因素有关，所以我们要等它们行

驶一定里程，采集到足够的数据后，对其进行

适当调整，之后才能批量上路”。

据介绍，为了满足氢燃料电池公交车临时

加氢需求，乌海金财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与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乌

海化工有限公司在海勃湾区合作建设了撬装式

加氢站。该加氢站氢气加注量为500公斤/天，

加注压力为35兆帕。

加氢站陆续建成

记者了解到，乌海市境内资源富集，素以

“乌金之海”著称。作为全国重要的煤焦化工

和氯碱化工生产基地，乌海每年工业副产氢约

80亿立方米，发展氢能源产业条件优越，前景

广阔。与其他制氢方式相比，氯碱制氢具有纯

度高、成本低的特点，是公认的发展氢燃料电

池汽车产业的最佳氢源。

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是当地一家致

力于发展氯碱产业的大型塑料化工原料制造

企业。“我们是一家始建于 1952 年的企业，对

工业副产氢并不陌生，以前利用得不够充分，

多余的氢气就排掉了。2013 年我们开始深入

研究氢气应用，2016 年成立鸿达氢能研究

院。2019年初获得 8个加氢站的立项批文，当

年 5 月于海南区海化工业园区建成了内蒙古

第一座日加注能力为 600 公斤、可提供 22 兆

帕、35兆帕、70兆帕三种压力等级加注的加氢

站。”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红

飞告诉记者，目前该公司氢气年产能 1万吨左

右，“现阶段氢气价格是 35元/公斤，有一定的

价格优势，已经吸引了不少来自陕西、山西、宁

夏等地的用户。”

当记者来到位于海南区海化工业园区的

加氢站时，两辆长管拖车正在进行加氢操作，

加完后它们将前往海勃湾区的撬装式加氢站，

为氢燃料电池公交车提供氢气。这些氢气来

源正是加氢站背后的氯碱工厂，厂里的工业副

产氢通过管道运到加氢站，经过纯化和压缩可

达到99.999%的纯度，并用于充装。

“这是我们建设的第一个加氢站，也是子

母站。海勃湾区的撬装式加氢站是第二座，也

已投入使用。目前第三个加氢站选址已经完

成，准备近期开工。”王红飞指着加氢站旁边的

一座厂房告诉记者，这是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

司与北京航空航天 101 技术研究所合作建设

的液氢生产工厂，已于去年 4月份投产。公司

将在此基础上建设 5 万吨氢能源项目（年产 3

万吨液氢及 2万吨气态氢）。该项目将作为乌

海市发展氢能产业的示范工程，吸引氢能产业

链企业前来建设氢能产业项目，“目前 5 万吨

氢能源项目已经完成可研、环评等工作，正在

办理土地手续，即将开工”，王红飞说。

据了解，2019 年乌海市启动氢经济示范

城市建设，已相继出台了《乌海市关于加快氢

能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2019—

2022）》《乌 海 市 加 氢 站 管 理 办 法（试 行）

（2019—2022）》《乌海市氢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财政补贴资金管理实施

细则（试行）（2019—2022）》等政策文件，编制

印发了《乌海市氢能产业发展规划》，助力乌海

氢能产业加速发展。

氢能产业大有可为

乌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胜利

告诉记者，乌海市发展氢能产业不仅具有资

源优势和价格优势，而且下游应用市场十分

广阔，“目前，乌海市煤矿重载运输车辆、矿山

特种车辆合计近 7 万辆，周边同类车辆近 1 万

辆，总计达 8 万辆。与柴油货车相比，氢燃料

电池重型卡车能达到零排放标准，燃料费用

低 60%左右，在节能减排、运行成本方面具有

明显优势。”

郑胜利介绍，除了氢能汽车，氢气炼铁、氢

气化工等领域也大有可为，“目前位于海勃湾

区的内蒙古赛思普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0万吨

氢基熔融还原法高纯铸造生铁项目已进入投

料试运行阶段。该项目中氢基代替原来的碳

基，不仅可以提高生铁的品质，还能有效减少

碳排放。此外，乌海海易通银隆新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新能源产业基地等项目也进展顺利。

当下，还有不少国内外企业前来乌海开展合作

洽谈”。

不过，郑胜利也表示，由于发展时间较

短，目前乌海市氢能产业还存在产业链基础

薄弱、产业龙头企业急待培育、试点示范应用

与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下一步，我们要充

分发挥煤焦化工、氯碱化工‘两大基地’的产

业优势，进一步完善氢能产业链布局，拓展

更多应用场景，同时大力发展相关产业，尤

其是发展氢能燃料电池汽车、氢能使用标准

化检测中心、车用压缩氢气电池重卡、液氢

产业等重点基础产业，积极开展制氢、纯化、

储运、加注等方面的示范运营，不断探索氢

能经济发展路径，尽快形成氢能产业集群，

推动乌海煤焦化工、氯碱化工产业绿色清洁

循环可持续发展，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贡献力量”。

本报石家庄讯（记者宋美倩 通讯员岑
屹）近日，记者从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召开

的氢能经济发展大会上获悉，通过一段时间

试生产运行，该区海珀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电解水制氢项目已全面达产达效，这标志

着该市制氢、加氢、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生产、

整车制造等氢燃料电池汽车全产业链形成。

该项目利用张家口丰富的风、光等可再生能

源发电、制氢，实现“绿电”制造“绿氢”。该项

目投产，对绿色办奥、发展氢能产业、深化可

再生能源示范区建设意义重大。

张家口空港经济开发区副主任王彪介

绍，张家口作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赛区之

一，为实现绿色办奥的承诺，积极开展氢能源

产业链建设。据悉，张家口市桥东区组建了

18个氢能工作专班，成立了河北氢能产业创

新中心，出台奖励奖补等 15 条措施，全力推

动氢能产业发展，正在推进制氢厂二期、氢燃

料电池发动机二期、燃料电池电堆生产、氢能

装备制造、氢能产业技术测试研究实验室等

12个项目。

目前，张家口市已有 1 个制氢项目、4 座

加氢站投产，全市运行氢燃料电池公交车达

304辆。今年底全市将有 16座加氢站、5个制

氢项目建成投产。预计到冬奥会开幕时，氢

燃料电池公交车将增加3000辆左右。

每天往返忙碌在西非加纳桥梁建筑工地和驻

地之间，是中甘国际华陇建筑加纳有限公司劳务

人员景来喜的日常。

今年 51岁的景来喜是甘肃天水人，曾是甘肃

省建设五公司职工，由于单位效益下滑，他于

2008 年选择另谋职业。通过中甘国际人力资源

管理公司外派出国 13年以来，景来喜几乎一直从

事路桥建设。

“出国第一年收入 5万多元，现在一年收入十

几万元了！”景来喜说，出国第二年他就买了 80平

方米的集资房。看他干得不错，他的几位前同事

也跟随他走上了“打洋工”的道路。

地处我国西北的甘肃，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数

量少、实力弱，为了破解制约对外劳务发展难题，

甘肃省商务厅把培育壮大市场经营主体作为一项

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来抓。

“壮大成熟企业、扶持小微企业、培育新型企

业”是甘肃省商务厅破解对外劳务合作发展瓶颈

的具体举措，通过有针对性地加强宣传引导，鼓励

各类企业抢抓“一带一路”战略机遇，积极申报对

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优化申请审批时限，激发企

业内生动力，提高企业办事便利化水平。

2 月 9 日，甘肃省白银市 2021 年首次向境外

输送的 32名劳务人员赴孟加拉国，参加海外中资

项目建设工作。

“现在，第二批劳务人员正在做前期准备工

作。”甘肃省白银市商务局外贸科副科长张文瑞

介绍，为进一步增强东西部协作扶贫效果，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持续推动外派劳务工作，在甘肃

省商务厅、白银市商务局的力促下，甘肃恒利劳

务工程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签订了金额 3800 多万元的孟加拉国工程承

包项目，形成了工程承包与外派劳务同时推进的

新局面。

如今，对外劳务合作服务平台对于畅通和拓

宽外派劳务渠道，带动引导劳务人员通过合法渠

道出国务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14 年，甘肃省在张掖市山丹县建立了首家

对外劳务合作服务平台，在学习借鉴山东等外派

劳务大省成功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

政府公共服务，随后分别在兰州、白银、张掖、甘

南、武威、陇南等地建立了服务平台，平台数量增

至 7 家，分布更加合理，覆盖面更广。目前，甘肃

省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共有 14 家，对外劳务服务

平台 7个。

“我们通过‘请进来、走出去’，进一步激发

市场活力，改善营商环境，使本省企业、平台获

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宽泛，开拓市场的能力不断

提高。”甘肃省商务厅外经处处长刘宝俊介绍

说，为解决地处内陆，对外开放程度较低，企业

信息少、渠道窄、开拓市场能力弱的现实难题，

甘肃省商务厅采取了支持帮助企业与国外用工

单位对接等措施，获取第

一手外派信息；同时，还

带领有实力的企业主动

与央企对接，承包国外劳

务项目。

“目前，甘肃的境外劳

务工种主要集中在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石油化工、铁

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建筑、燃煤电站、水

泥生产线、农业产业合作、商贸流通等领域。”刘宝

俊说，甘肃境外劳务主要以传统建筑劳务为主，如

何适应国际用工市场需求，提高劳务人员素质要

求是当务之急。

“我想先在国外学学经验，掌握英语，回去后

学以致用，投身家乡建设。”毕业于兰州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马小科说，在他大三时，中

鼎国际曾到学校宣讲，毕业后他便前往新加坡务

工，希望能通过努力积累经验，回报家乡。针对国

际用工市场对中高端人才需求日益增长的现状，

甘肃省商务厅开展“平台进校园”活动，积极推动

大学生境外就业工作。

2016年，甘肃依托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成立了甘肃省大学生海外就业服务中心，邀请本省

和北京、上海、山东、辽宁、陕西、河南、江苏等省市企

业到高校举办大学生境外就业宣讲推介会和招聘

会，为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

业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甘肃省境外劳务人

员主要分布在埃塞俄比亚、加纳、安哥拉、津巴布韦、

南非、肯尼亚、莫桑比克、马拉维、几内亚、阿尔及利

亚等非洲传统市场国家，以及塞尔维亚、菲律宾、新

加坡、伊拉克、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沙

特阿拉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印

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44个国家、159个境外

项目点，境外劳务人员2034人。

在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

镇上码头村，生宝设施农业

园区的 5名工人正在装配式

日光温室大棚内，收割刚成

熟的首批芹菜。满目翠绿，

清 香 扑 鼻 ，充 满 了 温 暖 的

大棚。

天津生宝谷物农民专

业合作社总经理顾静向记

者介绍经验，“装配式日光

温室大棚是去年底刚刚建

成投入使用的。它可拆卸

移动，不受地点限制；同时，

新棚温度比老棚要高八九

摄氏度，抗风能力也更强。

新棚应用后，每年每棚约可

增收 1 万元。未来，我们还

将对 500 个普通日光温室进

行改造，以进一步提升蔬菜

生产能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指 出 ，要 着 力 抓 好 农 业 生

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

量，提高复种指数。要压实

“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

篮子”市长负责制。作为人

口超过 1500 万的大都市，天

津 如 何 破 题 ，守 稳 身 边 的

“菜篮子”？

日前，天津市设施农业

现场推动会在生宝设施农业

园区召开。天津市农业农村

委主任沈欣介绍，“十四五”

期间，天津市将全力打造“一

环、两翼、三区”的设施农业

发展新格局，让设施农业成

为“有奔头”的产业。2021

年天津将完成建设 20 万亩

设施农业任务，“十四五”期

间 完 成 100 万 亩 建 设 目 标

任务。

在“一环、两翼、三区”的

农业发展新格局中，设施农

业将唱“主角”。“一环”是指

建设天津环城四区高档设施

农业产业带；“两翼”是打造

滨海新区、宁河区、东丽区

“东翼”果蔬产业带，武清区、

西青区和静海区“西翼”传统

优势蔬菜产业带。“三区”是发展蓟州特色设施作物聚

集区、宝坻外向型设施作物聚集区和武清北部京津保

供设施作物聚集区。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种植业处处长王学忠介绍，要

让农业有奔头，就要提升农业附加值，走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的新路。未来，天津环城四区将继续建设高档

设施农业产业带，重点发展休闲采摘、精品农产品直供

为主要模式的高档设施农业。

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是天津市产业融合发展重

点。静海的西瓜、蓟州的蓝莓、西青和武清的萝卜，

等等，天津的农产品与乡村旅游融合，开拓出休闲旅

游等多样化的市场。目前，天津市设施蔬菜播种面

积占蔬菜播种面积近 70%。已建成的工厂化设施水

产养殖规模为 150 万平方米，其中三分之一是近 3 年

新建成的。

同时，天津还将加强设施农业与市场对接，将依托

各类电商平台，借助微信群团购、直播带货等销售新业

态，推动农产品网上销售。天津市今年将力争冬季蔬

菜自给率达到30%。

据了解，农业银行天津分行将继续加大对涉农贷

款的支持力度。农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徐雅林介

绍，今年该行针对设施农业，配置了单笔最高 8亿元的

固定资产贷款和单笔最高 1000 万元的小微企业线上

贷款产品支持，同时还将提供较低的贷款利率，不断丰

富金融产品，提高服务水平，继续为农业企业、农民合

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做好服务。

利用工业副产氢资源优势发展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

“乌金之海”发掘氢能产业新蓝海
本报记者 余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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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电”造“绿氢”助力绿色奥运

“ 打 洋 工 ”促 就 业 惠 民 生
本报记者 赵 梅

图为内蒙古第一座日加注能力为600公斤、可提供三种压力等级加注的加氢站。 本报记者 余 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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