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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源 替 代 转 向 多 元 发 展
未来，清洁能源会通过两种主要方式进入消费领域。一是风光等新能源

发电后，直接进入电力系统配送到有需要的地方。二是不依赖于大电网来配

送调节，就地直接转化为绿氢、绿氨等产品用作能源消费。今后，我们会看到

越来越多的电力企业布局风光氢氨甲醇等一体化产业，逐渐化工企业化。

能源替代政策出现重大转向。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六部门日前发布《关于大力实施可

再生能源替代行动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

了我国可再生能源领域长期发展目标。相较

于此前有关政策，《指导意见》不再特定指向

电能替代，而是要求“经济高效推进发电、供

热、制气、制氢多元发展和替代”。这意味着，

我国能源消费革命将由依靠电能替代为主，

转向电、氢、氨等多元清洁能源替代。

电能替代是我国应对大气污染，推动能

源消费革命提出的重要举措。过去，我国能

源消费主要依赖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这些

能源的使用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碳排放

问题。为应对这些问题，电能替代作为一种

清洁、高效的能源消费模式被提出，并得到广

泛应用。得益于电锅炉、港口岸电、电动汽车

等电能替代技术逐渐成熟，以及电能替代相

关政策有序指引，过去 10 年电能占我国终端

能源消费比重稳步增长，2023 年我国电能占

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达 28%，比 10 年前增加 6.7

个百分点。通过推广电能替代，我国化石能

源消耗少了，空气也清新多了。

电能替代效果虽好，在“双碳”目标新形

势下却独木难支。随着我国能源结构持续优

化和能源需求日益多样化，电能替代的局限

性也逐渐显现。比如，在某些地区或行业，电

能生产和消费成本较高，导致电能替代经济

性不强。在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的部分生

产环节，以及长途重载运输、航空、航海等领

域，难以单纯依靠电能替代来实现深度脱

碳。此外，在能源生产环节，新能源发电过程

仍受自然条件、资源分布和储能技术限制，加

上电网输电和调度能力制约，要求我们必须

将部分绿电转化为其他能源加以利用。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峻，我国需要

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为实现更广泛的深度脱碳目标，必须综合考

虑多种清洁能源技术的互补性和协同性，并

加强技术创新和政策引导，推动能源消费结

构多元化和清洁化。

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绿氢、绿氨等新型清

洁能源逐渐崭露头角，为能源替代提供了更

多选择。今年 9 月，国家能源局党组发表《以

能源转型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署名文

章，文中提出：“推动终端能源消费转型由电能

替代为主向电、氢、氨等多元清洁替代转变，推

动主要用能领域成为能源转型的重要引擎。”

这一转变体现了我国能源政策的灵活性和前

瞻性，有助于推动我国能源高质量发展。

氢能被誉为 21 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清

洁能源，在我国得到广泛关注和应用。例如，

在交通运输领域，氢燃料电池汽车已成新能

源汽车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在工业生产中，

氢能同样被用于替代传统化石原料。除氢能

外，我国还在积极探索绿氨等新型能源应

用。绿氨作为一种潜在的清洁能源，具有高

热值、易储存、易运输等优点。目前我国已在

氨能的生产、储存和应用等方面取得了一系

列研究成果。

未来，清洁能源会通过两种主要方式进

入消费领域。一是风光等新能源发电后，直

接进入电力系统配送到有需要的地方。二是

不依赖于大电网来配送调节，就地直接转化

为绿氢、绿氨等产品用作能源消费，以减少新

型电力系统压力。今后，我们会看到越来越

多的电力企业布局风光氢氨甲醇等一体化产

业，逐渐化工企业化。

可再生能源多元替代前景光明，但也难

以一蹴而就。新型能源的生产、储存和应用

技术，还需进一步完善和成熟；传统能源行业

的转型和升级，也需要时间和资金支持；能源

市场的竞争和监管有待加强，以确保公平和

效率。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挑战。我国需要

继续加强政策引导和技术创新力度，推动能

源多元清洁替代稳步发展。

可再生能源替代事关“双碳”战略和高

质量发展，我们既要用好电能替代这把“老

钥匙”，也得打

开新型清洁能源

替代这扇“新大

门”，如此才能持

续减少化石能源

消耗，降低污染

物 和 碳 排 放 水

平，深度优化能

源结构，为中国

式现代化提供有

力能源支撑。

今年粮食再获丰收，预计粮食产量有望迈上 1.4 万亿斤台

阶。如何扩大粮食销路、卖出好价，让消费者吃上好粮？日前

在湖北武汉召开的第六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以“粮安天下聚

合力，产销融通促发展”为主题，搭建集产品展示、信息交流、

合作洽谈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汇聚来自全国各地的粮食企

业、行业专家及政府代表，强化粮食产销对接，推动粮食产业

链供应链不断完善，促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粮食产销有效对接

今年中国粮食交易大会首次在长江经济带和南方粮食主

产区省份举办，全国 31 个省（区、市）超 3000 家企业、逾 2 万人

参展参会。同期开展中央和国家机关定点帮扶县农副产品产

销对接活动，为 393 个脱贫县 850 家合作社和企业提供产品展

示和交流合作平台。

“这次交易会充分借助湖北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支点作用，

更好连接南北、沟通东西，为全国粮食产销区之间强化优势互

补、深化产销合作创造更好条件、提供更多机会。”国家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鑫说。

“湖广熟、天下足”。湖北平畴沃野，物阜粮丰，有着“鱼米

之乡”的美誉。全省拥有耕地 7112 万亩，高标准农田占耕地

比重达 70%，常年农作物播种 1.2 亿亩左右，粮食产量连续 11

年稳定在 500 亿斤以上，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湖北省粮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湖北与多个销区省

份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每年向省外销售稻米 110 亿

斤左右，积好粮、供好粮的基础持续稳固。

保障粮食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产购储加销”

协同保障。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已成功举办六届，是促进全国

粮食产销对接、活跃粮食市场流通、实现跨区域资源整合的

重要平台。本届大会通过现场组织及国家粮食交易平台线上

专场交易等方式，共成交及意向签约各类粮油 1952 万吨、

各类粮油机械 5502 台 （套），总金额约 686 亿元，均创历史

新高。

粮食进口可以调剂国内缺口，优化国内粮食供应，满足人

们多样化需求。“今年的粮食交易大会首次开辟国际展区，来

自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塞尔维亚、埃及、希腊等 17 个国家

的企业积极参展。国际元素的引入，为粮食领域国际交流合

作注入新活力，为密切粮食经贸关系增添了新动能，为立足新

发展格局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提供了新助力。”刘焕鑫说。

品牌化消费成趋势

从原粮到成品，从美食到文化，品牌引领各地粮食产业高

质量发展。在粮食交易大会上，粮油名品荟萃，一大批区域品

牌集中亮相，各地粮油品牌推荐会一个接着一个。

本届大会特设美食品鉴区，参观者可以遍尝美食、品味中

国。荆楚粮油大师 SHOW 展台前，当地名厨大秀厨艺，现场

有近 40 家餐饮和食品企业制作的热干面、藕汤、豆丝、鱼头泡

饭等 80 多种美食，供参观者品鉴。新疆展台集中展示了优质

面粉、馕、菜籽油等特色农产品，身着民族服装的舞者尽情表

演着新疆舞，还有几位师傅精心制作新疆特色小吃，众多参观

者边欣赏边品尝。与会专家表示，美食既可让人们享受味觉

上的愉悦，又有文化上的传承。

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需求不断升级，粮

食品牌化消费已成趋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为增加优质绿色粮油产品供给，自 2017 年以来，我国推

动实施两轮优质粮食工程，相继开展“中国好粮油”行动、粮食

品种品质品牌提升行动。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

实际，精心打造优质粮食品牌，培育形成一大批区域公用品牌

和企业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企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随着消费人群、消费场景、消费习惯的变化，粮油品牌也

需要不断升级。为积极适应消费市场新形势新变化，吉林省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以促进吉林大米品牌产品提档升级为主

线，对品牌产品进行评价认定和科学分级，形成规范授权管理

的《吉林大米产品名录》。

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按照产品市

场定位，以产品营销渠道、产品包装、销售总量、品种品质等因

素指标为标准，将吉林大米品牌授权产品细分为臻品、精品、

优品三个级别，精准聚焦目标消费人群和细分市场，培育形成

高端产品引领、中高端产品突出、中端产品领先的吉林大米品

牌族群和产品体系。

据介绍，吉林大米每一款产品都有自己独特的“身份证”，

“身份证”包括吉林大米品牌标识、溯源标识和分级标识，消费

者只需扫描质量溯源码，就能够查询产品分级信息、检测报告

以及从种植、仓储、加工等全过程溯源情况，从而实现“好品质

看得见”。

科技赋能产业发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专设粮

油技术设备展，集中展示 14 个省份的粮机设备，以及国家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最新科技成果，宣传推介粮食

精深加工、绿色储粮、节粮减损等新技术新装备；首次举办

涉粮院校人才成果展，组织校企人才对接；举行粮食供应链

金融座谈会，深化拓展银企合作，支持粮食领域新质生产力

发展⋯⋯

在云南展台的显著位置上，摆放着橡胶树种子油、橡胶树

种子油软胶囊。西双版纳华坤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

王云说，通过科技创新，橡胶树种子、橡胶树种子壳、橡胶木锯

末等变废为宝，促进了林区农民增收致富，让当地群众“吃好

油、住好房”。

云南西双版纳是我国重要的橡胶种植区，以前农民割胶

后，橡胶树种子掉在地上烂掉，很是可惜。早在 20 世纪 70 年

代，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就在研究橡胶树种子油，2016 年成功

突破了橡胶树种子油作为食用及功能性油脂的诸多技术障

碍，橡胶树种子油料获批作为食品上市，开拓了我国木本油料

新油源，并开发出高附加值的植物精油、胶囊等系列产品。同

时，当地以橡胶树种子壳和橡胶木锯末为主要原料，生产防

水、防霉、防火、防白蚁的环保高分子木塑复合材料，大量用于

当地室内外装修装饰、市政园林等。

在交易大会上，全麦挂面、全谷物馒头、高纤青稞全麦馒

头等各种各样的全谷物产品，以及一系列提升全谷物口感和

烹饪便捷度的新技术、新成果纷纷亮相，展现了全谷物产业发

展潜力。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中国食

品科学技术学会全谷物分会主任委员谭斌认为，全谷物保留

了种皮与胚，出粮率高，长期食用全谷物有助于预防心脑血管

疾病等慢性病的发生，有利于实现粮食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但全谷物食品富含膳食纤维等，会影响产品口感，可以通过挤

压、酶解、发酵、发芽等技术得到有效改善；全谷物胚芽富含不

饱和脂肪及生物酶类，极易氧化变质，可以通过灭酶稳定化处

理来解决。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要紧紧围绕生产实践需要，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

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着力研究

和解决制约发展的技术问题。瞄准关键环节技术需求，加大

绿色储粮、质量监测、营养健康、节粮减损、应急保供等方面研

发力度，增强科技保粮能力。聚焦防范化解风险，开展安全生

产、执法监管、预测预警等方面研究，更多依靠技术进步筑牢

安全防线。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

的技术创新体系，大力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推动更多创新成

果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金秋时节，位于河北沧州的

黄骅港综合港区多用途码头 1 号

2 号泊位自动化改造工程项目正

在全力推进。截至目前，中交机

电局承建的黄骅港综合港区多用

途码头 1 号 2 号泊位自动化改造

工程，现场已完成 6 台多用途自

动化岸边集装箱起重机和 4 台自

动化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的

特检和重载试车，并已完成第二

批 5 台自动化轨道式集装箱门式

起重机的整机滚卸上岸、锚定工

作 以 及 相 应 的 码 头 、堆 场 改 造

工作。

记者走进黄骅港矿石码头控

制中心，映入眼帘的是一排卸船

机、堆取料机的远程控制台，作业

人员通过自动化平台监控作业，

屏幕实时显示设备运行数据。“过

去，我们必须爬上几十米高的驾

驶舱，弯着腰低着头一工作就是

几个小时不能动。”卸船机司机刘

国程介绍，“如今，我们通过远程

监控操作平台进行作业，工作方

式变得更加安全、高效。”

黄骅港的变化，是我国港口

无人化、自动化、绿色化、智能化

不断升级的缩影。交通运输部新

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主任刘鹏

飞介绍，我国持续推进一流港口

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自动化码头建

设改造工作，自动化码头建设改

造应用规模、技术水平和装卸效

率总体位居国际前列。

从规模上来看，目前，我国形

成了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

区等世界级港口群，港口基础设

施规模多年保持世界第一。2023

年 底 ，我 国 万 吨 级 及 以 上 泊 位

2878 个，是 10 年前的 1.4 倍。煤

炭、原油、液化天然气、铁矿石和集装箱等主要货类运输系

统港口布局不断完善，港口基础设施水平和韧性进一步

提升。

坚实的基础设施保障了我国港口物流乃至整体经济的

平稳运行。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29.7

亿吨，同比增长 3.4%，其中内贸、外贸同比分别增长 1.7%和

7.6%。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5 亿标箱，同比增长 7.7%，其中

内贸、外贸同比分别增长 7.1%和 8.2%。在运力的有效支撑

下，我国外贸发展势头良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 年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2.33 万亿元，历史同

期首破 32 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量的增长对港口发展质量水平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以

港口作业最基础的卸船和堆取料来说，传统的作业主要依

赖人工操作。中交机电局港口技术分中心研发团队负责人

许先凯介绍，这种模式效率低，且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特

别是在恶劣天气或夜间作业时，人工操作的局限性更加明

显，作业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

自 2019 年起，中交机电局港口技术分中心研发团队就

开始针对这一方向进行深入研究，致力于解决港口无人化

装卸作业中的技术瓶颈。经过多年探索，团队先后突破了

自动识别检测、AI 算法深度融合、5G 网络技术应用等方面

的难题。“通过一步步的技术攻关，我们不仅解决了效率和

安全的问题，还为未来港口的智慧化发展开辟了新的方

向。”许先凯说。

从全国范围看，目前我国已建成自动化集装箱和干散

货码头 49 座，在建 44 座，已建和在建规模均居世界第一位，

上海罗泾港区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等一批传统码头自动化改

造项目建成投运。

在集装箱码头方面，我国基本掌握了自动化码头设计

建造、装备制造、系统集成和运营管理全链条的关键技

术，在一些技术领域实现了领跑。上海港、青岛港等实

现了码头生产管理操作系统自主可控，并在生产效率上

取得突破。青岛港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桥吊平均单机效率

超过每小时 36 自然箱，百米岸线作业效能较传统码头提

升 30%。

干散货码头方面，国内各大港口在码头“翻”“堆”“取”

“装”“卸”等作业环节上基本实现自动化，降低了人员作业

安全风险，提升了本质安全水平和生产效率。

此外，各地港口码头在抑尘防沙、雨水收集、废水处理

回收技术等方面也不断突破，岸电设施建设和“油改电”项

目扎实推进，港口空气、水质量等方面得到有效提升，港口

清洁生产、绿色发展成效明显。

北大荒集团梧桐河农场有限公司晒场内北大荒集团梧桐河农场有限公司晒场内，，种植户在整理稻谷堆种植户在整理稻谷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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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

统筹优化课程改革与英语专业发展
近年来，重庆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积极推进省级一流本

科专业（英语）的建设，打造以英语语言为本色、神经科学为特
色、语言智能为亮色的“三色”的学科特色，赋予《语言学导论》
课程全新的时代气息，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
结合，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跨学科能力的外语人才。依托
2024 年重庆市普通本科高校外语教育教学改革专项研究重
点项目，“文医”交叉融合背景下医学院校英语专业教学改革
研究——以《语言学导论》课程建设为例，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统筹协调，构建科学完善课程体系。《语言学导论》课程
开设的课时较少，经专家研讨，建议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增加
课外可以获得的学分。学生在课堂上既能学习传统的语言
学知识，又能了解神经语言学和人工智能语言大模型知
识。教师利用课外时间与学生交流，课堂教学融入神经科
学、人工智能领域知识，以讲座、研讨形式展开，并将学生参
与度与平时成绩挂钩，提升学生学术研讨意识和积极性。

精心打造，铸就优质过硬教师队伍。依托外国语学院神
经心理语言学及翻译研究中心的优势，筑巢引凤，吸引具有跨
学科研究背景的英语专业博士或英语基本功扎实的医学专业
博士到学院任教，进行神经科学与语言学的交叉融合研究，打
造一支科研实力强大的研究队伍，以研促教，构建一支讲师—副
教授—教授三位一体，特色鲜明的教学团队。定期邀请神经
语言学领域专家讲学、派出骨干教师参加全国心理语言学会
议等主流会议和培训班，开阔教师学术视野。

精准优化，塑造高效创新教学模式。《语言学导论》课程以
神经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为切入点，突破按语音学、语义
学、句法学等划分的传统教学模式。选用具有医学特色的语
言学教材，避免上课时用力平均、重难点不突出、讲授的理论

较抽象、很少使用贴近科技前沿的例子进行剖析的弊端，课堂
教学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将创新教学方法作为主要途径，积极
探索新型教学方式，广泛运用新型教学平台和终端，增强师生
互动，营造对话、研讨的氛围，促使学生在互动讨论中主动参
与、自我反思和开展团队合作学习。同时，通过大量调研和科
学论证，搭建教学模式和课程内容体系，有效地把神经科学知
识融入语言学课程之中。

深入推进，激发教学改革深层活力。在日常教学中，教
师为学生全面介绍科学研究文献查阅的基本知识，对于知
名数据库进行深入剖析，让学生接触到全球前沿的语言学
成果。此外，通过组织学术文献研讨活动，引导学生解读文
献中的理论，培养其理论意识。鼓励学生运用所学语言学
知识和方法，观察分析网络热词、方言变化等现实语言现
象，培养和发展科研意识与能力。

多元拓展，充实丰富课程教学资源。日常教学要求教师建
立丰富的线上、线下教学资源，在《语言学导论》教学改革中，教
师充分掌握课堂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凭借丰富的教学内容和全
新的教学手段，让学生从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增强学生课
堂学习的主动性、参与性、获得感，对国家科教兴国理念有更深
入的认识和体会，增强英语专业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

重庆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将进一步精准对标新文科建
设要求，牢牢瞄准新医科发展方向，积极对接成渝经济圈蓬
勃发展多样化需求性，立足重庆、面向西南，致力于将具有
鲜明区域性医学特色的（英语）一流本科专业打造成集“本
色、特色、亮色”于一身的品牌专业。

（罗瑞丰）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