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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河小水电拆除记
本报记者 曹 松

磅礴乌蒙山，绵延赤水河。初秋时节，沿

着赤水河云南省昭通段两岸行走，沿途青山碧

绿、植被茂盛，一河清水奔腾、顺流而下。

赤水河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赤水源镇银

厂村，在西南的群山中蜿蜒流淌，经云、贵、川

三省四市十六县（市、区），在四川省合江县汇

入长江，全长 523 公里，是长江上游一级支流

和重要的生态屏障。其中赤水河昭通段干流

全长 97 公里。

2018 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

云南开展“回头看”，向昭通市反馈了中小水电

站清理整改工作未落实的问题。昭通市直面

问题，举一反三，立即对全市中小水电站存在

的问题进行全面梳理排查整治，同时推动赤水

河流域小水电站清理整治。

威信县双河乡的苦猪河是赤水河的支流，

河道上曾建有一座装机规模 945 千瓦的凉风

洞水电站。如今，曾经的拦河坝、厂房设备等

已全部拆除，不被阻拦的河水哗哗流淌、奔腾

而下，电站已于两年前关闭退出。“小水电站拆

除后，河水变清了，河水流量也自然恢复，部分

珍稀鱼类的栖息地和繁殖场所得到了保护。”

威信县河长办专职副主任谢作川说。

推动小水电整改并不容易。昭通市通过

前期摸排调查，赤水河（昭通段）干流、支流分

布有小水电站 17 座，其中镇雄县 9 座、威信县

8 座。两县人口密度大、经济发展滞后。过

去，为了一时的经济发展，当地在赤水河河道

上修建取水坝、开发小水电。从长期来看，不

仅破坏了流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还

威胁到长江上游特有鱼类的生息繁衍。

面对艰巨的整改任务，云南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从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给予最大

限度倾斜支持，明确由省级财政解决赤水河流

域（昭通段）小水电站拆除补偿资金 9621 万

元。2020 年 7 月，昭通市印发了《赤水河流域

（昭通段）生态治理修复保护实施方案》，把小

水电站拆除清退整治作为深入实施赤水河流

域生态治理“九大攻坚行动”之首。威信、镇雄

两县仅用 4 个月时间顺利完成流域 17 座小水

电站拆除任务并封堵取水口，截至 2020 年年

底，实现了 17 座退出类电站全部清理退出及

复绿。

昭通市生态环境局局长郑维江说，通过采

取多项有力举措，昭通市率先在三省四市十六

县（市、区）解决了赤水河流域干支流电站取水

坝拦水阻水的问题，彻底扭转了过去冬春枯水

季节因发电经济效益优先而经常出现的“河道

干涸、生态缺水”现象。

据统计，目前昭通市在赤水河流域内建成

污水处理厂 7 个、处理站 54 个；关闭煤矿 23

座、采石场 116 座；退耕还林还草 31.5 万亩，建

设河道防护林带 264 公里；搬迁群众 3.61 万

人，土地复垦复绿 1028 亩，改造无害化卫生户

厕 14 万座；赤水河流域鱼的种类从 2020 年年

初的 36 种增加到 42 种。

赤水河的发源地——镇雄县赤水源镇如

今借助退耕还林契机，在河道两旁种植了 5.2

万亩省级公益林和 400 亩“杨善洲公益林”，发

动群众种植方竹 3.3 万亩，让群众逐步吃上了

生态饭。

“种方竹可以涵养水源，丰产期经济效益

高，亩产值是以前种苞谷的两三倍。更重要的

是能保护赤水河，能保护我们的家园。”银厂村

村民余辉说。

经过两年多的保护治理，2020 年和 2021

年，赤水河流域昭通段出境断面水质均在Ⅱ类

以上，实现了“一江清水出昭通”。昭通市委副

书记、代市长杨承新表示：“未来我们将紧盯

‘环境、生态、发展’三个目标，以更高标准、更

严要求推进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

决守护好赤水河的一江清水、两岸青山。”

内蒙古乌兰察布跨界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小番茄”也有大格局
本报记者 余 健

秋高气爽，乌兰察布宏福现代农业产业园

里不仅绿意盎然，更是硕果累累。层层叠叠的

绿叶下面，或鲜红或嫩黄或翠绿的串收小番茄

像一串串珍珠从藤蔓上垂下来，悬挂在用于无

土栽培的吊架上，令人垂涎欲滴。

乌兰察布宏福现代农业产业园位于内蒙

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以下简

称“察右前旗”）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内，是以

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融合发展和创新发展

为引领，以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和京蒙

对口帮扶为驱动的农业产业园。

“围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乌

兰察布市近年来采取多项务实举措，全面推进

节能降碳工作。”乌兰察布市发改委党组成员、

副主任李志林说。

工业余热为番茄“保暖”

“我们公司全套引进吸收荷兰先进的温室

建造技术、生产设备和智能化管控技术，采用

精准水肥控制、熊蜂授粉、生物防治、无土栽培

和饮用水灌溉，将现代尖端农业技术融入作物

种植中。”乌兰察布宏福农业有限公司生产经

理袁伟告诉记者，产业园一期项目以种植小番

茄为主，还有部分大番茄和青椒等果蔬，目前

每天产量在 40 吨左右。今年上半年，一期项目

共生产了近 6000 吨果蔬，产品远销北上广深

等地。

来自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张利青是乌

兰察布宏福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第一批员工。

在一排排吊架之间的轨道上，张利青正跟工友

一起开着作业车修剪枝叶或采摘果实。这条

冬天用来保温的轨道热量来自 15 公里外的冶

金企业，并且是免费的。

袁伟解释说，这些“远道而来”的热源来自

乌兰察布市旭峰新创实业有限公司，这家公司

的工业用水需要冷却，产业园的大棚需要保

温，各取所需。“我们的番茄生长期只需要 2 个

月，之后就会进入产出期。如果条件允许，这

些番茄的产出期可达 12 个月，其中适宜的温度

是重要条件之一。乌兰察布冬天漫长，冬季供

暖是我们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为此，当地启动

了这项工业余热综合利用项目。”袁伟说。

乌兰察布市旭峰新创实业有限公司位于乌

兰察布京蒙合作产业开发区察右前旗产业园，

是当地规模较大的特种冶金生产企业。该公司

行政部部长宋丹说，公司在工业生产中的循环

水需要降温，一般通过冷却塔进行操作，在喷淋

降温过程中会出现水的损耗，此外还会产生电

费等其他费用。而通过给乌兰察布宏福现代农

业产业园以及土贵乌拉镇提供工业余热的方

式，不仅能够降低水的损耗，还能节省费用。

袁伟说，在实现供热管网互联互通的前提

下，推进旭峰新创公司工业余热综合利用，可

解决园区冬季 70%至 80%的供热需求。经余

热综合利用改造的旭峰矿热炉冷却系统年

均节约用电量和用水量分别可达 120 万千

瓦时和 8.2 万吨。工业废热的回收利用有

效降低了能源消耗，工业污染排放得到

有效控制，其中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及氮

氧化物的年均排放量分别可减少 7.3 万

吨、1.4 吨与 5.5 吨。

袁伟说，除了这个工业余热综合

利用项目，公司还针对产业园区实

际情况增加了一些保暖设计，“通

过工业余热综合利用工程项目和保暖设计，我

们的现代农业产业园每平方米仅需要 38 元供

暖费用，比当地传统供暖模式低 40 元左右，有

效降低了成本”。

探索能源循环综合利用

乌兰察布市旭峰新创实业有限公司作为

高载能企业之一，是当地的碳排放大户。宋

丹介绍，公司一年可供综合利用的一氧化碳

达 1 亿多标准立方米。“我们建设了矿热炉煤

气 制 甲 醇 生 产 线 ，把 碳 从 气 态 转 化 成 液 态 。

甲醇是很多化工厂的基础原材料，这些一氧

化碳就这样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工业循环。目

前这条生产线已经投产 2 年多，可年产 15 万

吨精甲醇。”

宋丹说，下一步公司将以这些精甲醇为基

材，继续延链补链，建设年产 10 万吨碳酸二甲

酯和 2 万吨碳酸甲乙酯的生产线，这条生产线

的末端就是年产 20 万吨的食品级二氧化碳和

年产 2 万吨的干冰。“通过这套工序，基本可以

消化 95%以上公司产出的二氧化碳。食品级

二 氧 化 碳 和 干 冰 也 将 根 据 需 求 陆 续 进 入 市

场。目前这条新的生产线正在紧张建设当中，

预计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可以投入生产。”宋

丹说。

乌兰察布宏福现代农业产业园也对二氧

化碳的综合有效利用进行了积极尝试。袁伟

介绍：“番茄生长本来就需要二氧化碳，如果要

达到我们要求的生长状态，让病虫害减少到最

低水平，1 万平方米的温室大棚每天还需要额

外补充 2 吨左右的二氧化碳。”袁伟介绍，为了

让作物“吃饱喝足”，公司在技术上大胆实施创

新，通过引进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回收利用燃

气 锅 炉 供 热 产 生 的 工 业 废 气 ，化 废 气 为“ 肥

料”，为大棚农作物光合作用供应二氧化碳，有

效实现了二氧化碳排放和利用的良性循环。

“不过目前这部分二氧化碳的量还不大，我们

正在考虑继续与旭峰新创公司合作，从他们那

里购买二氧化碳，供给温室大棚。”袁伟说。

内蒙古乌兰察布京蒙合作产业开发区管

委会副主任徐永明说，乌兰察布京蒙合作产业

开发区察右前旗产业园主导产业是冶金化工，

大部分企业属于高能耗高排放企业，节能降碳

减排，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是园区近年来

的工作重点。“我们正在积极推进园区循环化

改造，其中包括矿热炉的密闭处理、尾气废渣

的综合治理等。旭峰新创的工业余热和二氧

化 碳 综 合 利 用 项 目 是 其 中 的 一 部 分 。”徐 永

明说。

徐永明说，旭峰新创的工业余热综合利用

项目从去年年底开始供热一直到今年 5 月底天

气转暖，各方面运行都比较正常。该项目分两

期建设，一期供热面积为 30 多万平方米，设计

的总供热面积约为 60 多万平方米，后续将根据

需求情况进行调整。截至目前，政府在管道建

设等方面已投入 1.2 亿元。在二氧化碳综合利

用上，园区内企业也都在想方设法提高二氧化

碳的利用率，旭峰新创的举措是比较有效果

的，其发展思路也属于行业前沿。

据介绍，察右前旗将继续坚定走生态优

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从调整产业结构入

手，加快“创新驱动、跨界融合、绿色发展”战略

步伐，探索能源循环综合利用的清洁生产路

径，在做好节能减排、减污降碳“减法”的基础

上，以三产融合发展的“加法”服务国家“双碳”

战略全局，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赛道上加速

冲刺。

多措并举走稳“双碳”之路

“近年来，乌兰察布市坚决遏制‘两高’项

目盲目发展，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风能和太阳

能资源，积极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推动能源

结构由粗放高碳型向绿色低碳型转变。”李志

林说，与此同时，当地主动拓展工业绿能替代

场景，积极谋划“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项目，

提出了覆盖“电源、电网、负荷、储能”的整体解

决方案。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按照“技改升级一

批、延链补强一批、淘汰退出一批”和“除尘密

闭化、能耗值标杆化、资源循环利用化、数字

化、绿能化”五化改造要求，乌兰察布市“两高”

项目 647 个问题已整改完成 641 个，整改完成

率达 99.1%。

李志林说，今年上半年，当地通过余热余

气发电、回收等方式，11 家铁合金企业完成密

闭化改造，9 家企业建立发电机组，完成“点天

灯”问题整改，大幅提高了铁合金企业能效水

平，铁合金企业逐渐向规范化、高端化、绿色化

发展。

此外，乌兰察布还积极组织开展园区绿能

替代规划方案编制工作，在察哈尔高新技术开

发区规划智慧低碳大数据园区建设，并依托石

墨电极、负极材料、高端化工等高附加值产业

在多地探索建设新型零碳工业园区，为全市工

业绿色低碳转型建设提供强劲支撑。

据介绍，截至目前，乌兰察布市新能源总装

机达到 752.4 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达 48%；

发 电 量 162.2 亿 千 瓦 时 ，占 全 部 发 电 量 的

32.3%。充沛的绿电为实现“双碳”目标、工业低

碳循环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今年上半年，全

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为 4.4%，能源消费总量增

速预计在 3%左右，单位 GDP能耗呈下降趋势。

“目前，乌兰察布市已成立由市委和市政

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市

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任成员的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乌兰察布市碳达峰

碳中和“1+N+X”政策体系编制工作实施方

案》。”李志林介绍，根据相关要求，乌兰察布市

各领域各部门将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对

标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求，深入细致研究，对照

相关要求，因地制宜出台各领域碳达峰实施方

案，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

当下，我国正全面迈向

数字经济时代，各种新技术、

新产品、新业态不断涌现，推

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这不仅进一步提高了

资源配置效率，也加快推进

绿色低碳发展。数字经济已

成为我国实现碳达峰与碳中

和目标的重要抓手。

日前，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

合发布《京津冀蓝皮书：京津

冀发展报告（2022）——数字

经 济 助 推 区 域 协 同 发 展》。

报告称，随着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不断提高，京津冀城市

群创新能力逐渐增强，整个

社会的数字化、信息化水平

将不断提高，进而推动传统

产业向绿色低碳化转型，减

少区域碳排放。

数 字 经 济 减 碳 作 用 几

何？2020 年全球气候行动峰

会发布的《指数气候行动路线

图》指出，数字技术在能源、制

造业、农业、土地、建筑、服务、

交通和交通管理等领域的解

决方案，可以帮全球减少 15%

的碳排放。数字经济深刻改

变着生产者、消费者、投资者

的习惯和动机，对数字经济企

业自身实现减排降耗，以及为

非数字部门减排提供了技术

支撑。

可以说，发挥数字经济

新优势，全方位推动数字化

转型，已成为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实现高效能治理的必由之路。仅以北京为例，2022

年上半年，全市数字经济实现增加值 8381.3 亿元，按现

价 计 算 ，同 比 增 长 4.1% ，占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比 重 为

43.3%。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 6.9%，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为 25.3%。

如今，数字经济方兴未艾，要使其在低碳减排方面

发挥更大作用，还需多方携手共同努力。

发展数字经济需要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更多的

应用场景。5G 网络、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是数

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夯实的过程中需要强化绿色低

碳导向。随着智慧城市建设不断深化，在环保、交通、

工业、能源、城市治理等场景之外，更多生活场景需要

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节能减排。

发展数字经济需要企业充分融入。对企业而言，

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变革。智能协同不仅能

改进生产工艺流程、提高设备运转效率、提升生产过程

管理的精准性，也能加速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

布局，进一步推动产业数字生态的完善。

发展数字经济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同心协力。政府

应充分考虑城市作为减排单元与产业链之间的关系，

形成政策合力，引导社会资源从传统技术向数字技术

转移。同时，产业链内企业之间也应形成行动共同体，

从能源供给端和产业需求端着手加快数字化转型，积

极推动产业技术升级，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碳减排要用好数字技术

杨学聪

图图①① 乌兰察布宏福现代农业产业园里的温室大棚乌兰察布宏福现代农业产业园里的温室大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余余 健健摄摄

图图②② 乌兰察布宏福农业有限公司生产经理袁伟在查看温室大棚里的二氧化碳管乌兰察布宏福农业有限公司生产经理袁伟在查看温室大棚里的二氧化碳管。。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余余 健健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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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 位于云南省镇雄县赤水源镇银厂

村的赤水河源头。

本报记者 曹 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