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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走在黄浦江边，春日暖阳照射在百
年历史的杨树浦电厂废弃“灰仓”上；屋
顶的太阳能光伏板不断吸收热能并转
化 为 电 能 ，储 存 在 江 边 的 储 能“ 充 电
宝”中；旁边，太阳花形状的咖啡厅透
出柔和灯光，为游人送上一杯“零碳”
咖啡……一个滨江“绿肺”正示范运行。

新质生产力是绿色生产力。不断培
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上海，正以传统产业主动变“绿”、新兴产
业持续造“绿”、未来产业布局新“绿”的
方式，加快打造高效生态绿色产业集群。

传统产业长出“绿”芽

走进宝钢股份厂区，一个个被彩涂
板装饰的厂房坐落在生态园林与小桥
流水间，孔雀、梅花鹿住在宝钢独有的

“哨兵动物园”里，充当着生态环境的
“小哨兵”。

“绿色无废城市钢厂”实施方案的
持续推进，让“钢铁巨兽”逐步达到“废
气超低排、废水零排放、固废不出厂”，
实现钢铁生产与城市生态的高度融合。

从“绿色制造”到“制造绿色”，在新
质生产力的探索中，科技创新始终发挥
着主导作用。3 月 6 日，国内首批量产
供货的低碳排放硅钢系列产品在宝钢
股份硅钢事业部下线，全流程极致降
碳，此次试验生产的产品较原常规路径
减碳超 30%。

“根据我们的目标，到 2025 年具备
减碳 30%工艺技术能力，到 2050 年力争
实现碳中和。”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运行中心副总经理兼碳中和办公室副主
任刘仕君表示，聚焦绿色制造，正大力推
进极致能效、清洁能源、低碳冶金、智慧
制造工作；通过生产更高强度、更高耐
蚀、更高功效的钢铁产品，助力下游使用
端实现减量化、长寿化和高效化。

在 上 海 ，传 统 产 业 发“绿 ”芽 的 故
事，比比皆是。走进欧冶链金再生资源
有限公司，抓钢机一刻不停正在堆废钢
料；智能工厂系统聚焦废钢生产、仓储、
运输等，用实时数据提升智能化。从一
个车间出发的欧冶链金，如今在金属再
生资源细分赛道上已位居全球前列，让

废钢不“废”。
“用 1吨废钢减少1.6吨的碳排放，中

国目前废钢年产量接近 2亿吨，全部再利
用就能减少 3 亿余吨的碳排放。”欧冶链
金相关负责人说，未来还将不断拓展，让
钢铁企业“多吃废钢、少吃铁矿石”。

绿色工厂、节能设备、绿色产品评
价标准……工业绿色发展的步伐加快；
截至 2023 年底，上海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达 到 128.8 万 辆 ，排 名 全 球 城 市 第 一 。
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入，正在加快形成
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
发展的绿色底色。

新兴产业风起“绿”涌

上海东南角，长江口与杭州湾的交
汇之处，一座特斯拉储能超级工厂已于
2023 年底正式启动。作为特斯拉在美
国本土以外的首个储能超级工厂，初期
规划年产商用储能电池 1 万台，储能规
模近 40吉瓦时。

同一片热土上，一个虚拟电厂管理
中心今年 1 月在临港新片区正式揭牌。
上海大胆尝试，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加
快绿色低碳应用，探寻经济快速发展之
下如何兼顾低能耗之道。

万物生长的绿色新兴产业、锐意创
新的能源转型改革，从滨海一角能看见
上海将绿色发展牢牢作为高质量发展
的底色。如今，上海瞄准绿色赛道、精
准发力产业，风电、光伏、储能、氢能等
低碳产业正“风起云涌”。

看应用，清洁能源使用比重正不断
攀升。2024 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里
的一组数据颇具说服力——2023 年，上
海实施碳达峰十大行动，新增光伏装机
94.6 万 千 瓦 ，新 能 源 汽 车 推 广 35.4 万
辆。国家电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提供的
数据显示，上海市新能源汽车个人充电
桩接电数突破 50 万个。2023 年 1 月至
10 月，上海市高效完成个人充电桩接电
8.07 万个，个人充电桩充电量达到 8.6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5.58%。

看集群，一批潜力园区正培育绿色
低碳经济动能。构建氢燃料电池汽车
全产业链、打造燃料电池汽车产业生态

的嘉定氢能港；开展氢能在交通、能源、
建筑等领域综合利用试点示范的临港
国际氢能谷；探索可再生能源替代应用，
孵化新能源材料、二氧化碳资源化技术
的上海化工区绿色低碳示范园；聚焦绿
色海洋装备和绿色交通产业的长兴低碳
创新产业园……上海正在集聚一大批绿
色低碳产业的先进企业，低碳技术不断
取得突破，并激发出集聚的化学效应。

看赛道，正在新兴领域开疆拓土。
一束束柔软的碳纤维能合成比钢铁强
度更高的材料，近日上海石化“48K 大
丝束碳纤维”项目全部建成投产，预计
可达 2.4 万吨/年原丝、1.2 万吨/年大丝
束碳纤维产能；一堆堆玉米、秸秆、树枝
等生物质废弃物能制成亲肤透气的纺
织面料，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面向纺织领域推出的生物基聚酰胺
纤维产品，与普通石油基纺织面料相
比，功能触感不减但碳排放大大降低。
在上海，“化腐朽为神奇”的绿色科技产
业的前沿故事不断涌现。

未来产业“绿色可期”

“人造太阳”正在积蓄“洪荒之力”。
走进能量奇点能源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全球首台由商业公司研发建设
的全高温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洪荒
70”3月初刚刚完成总体安装。

“高温超导托卡马克的尺寸小、成
本低，商业化优势明显。接下来我们将
进行调试运行，争取尽快点亮等离子
体。”能量奇点首席运营官叶雨明说，期
待能通过工程验证、产品迭代等，为高
性价比获取聚变能奠定关键科学和工
程基础，最终完成建设高温超导聚变发
电工程实验堆，实现示范性聚变发电。

可控核聚变虽然研发难度大、短期
还无法转化，但在叶雨明看来，聚变研
发 具 有 重 大 战 略 价 值 和 巨 大 商 业 价
值。“高温超导托卡马克是有望实现商
业化的创新技术路线，现在的布局是为
了明天的‘抢跑’。”叶雨明说。

这台“人造太阳”，其实是上海在未
来能源布局的一个“集成”。绝大部分
高温超导带材来自上海超导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键机械部件加工交给了上
海电气核电集团，装置总体安装由中核
五公司承接，装置的环境和辐射安全评
估由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负责……
共同打造出了“绿色可期”的未来能源
产业链。

既要让未来能源清洁高效，也要让
现有产业“绿色可循”。随着“双碳”理
念深入人心，上海也尝试为碳足迹做核
查、定标识，实现可溯源。

如今，一个绿色的“小脚印”，悄悄
地被印在了中国出口欧盟的部分机电
产品上，打开手机扫一扫，就能实现产
品碳足迹的可见、可溯、可认。3 月 20
日，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联合上海
碳衡科技有限公司在新加坡首次发布
中国机电产品碳标识。

“看似只是一个‘小标识’，但它以不
同国家商协会间互促互认的创新方式，
厘清产品碳足迹、合规披露产品碳信息、
保障‘双碳’信息可溯源。这也是为了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顺应企业绿色发展
要求，推动产品全生命周期低碳转型。”
中国机电商会常务副会长郑超说。

“含绿量”的显著提升，正在带来经
济发展的“含金量”。此前，上海出台

《上海市瞄准新赛道促进绿色低碳产业
发展行动方案（2022-2025 年）》，目标到
2025 年，绿色低碳产业规模突破 5000
亿元，基本构成 2 个千亿元、5 个百亿
元、若干个十亿元的产业集群发展格
局。今年 3 月，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最新
发布《上海市碳普惠减排项目方法学
分布式光伏发电》等六个碳普惠方法
学，精准量化每一名居民在用电、开车、
坐地铁等场景中的减碳数据。

从千亿元计划到微观量化，有宏观
布局也有细处打磨，纵横布局、全面发
展的上海绿色低碳产业已风起远航。

新华社记者 王 永 前 周 琳 王 默
玲 王辰阳

浦 江“ 新 绿 ”见 春 信
—上海打造绿色低碳产业集群观察

3月 31日，一群水鸟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沿海湿地飞舞（无人机照片）。
近日，大批迁徙候鸟飞抵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沿海湿地觅食、停留，出现万鸟临海场景。据介绍，北戴河沿海湿地鸟类

食物丰富，每年有种类、数量众多的候鸟迁徙经过这里，还有数量可观的夏候鸟和留鸟在本地繁衍生息。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海湾，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高
地 、生 态 保 护 的 重 地 、亲 海 戏 水 的 胜
地。美丽海湾是美丽中国建设在海洋
生态环境领域的集中体现。

记 者 近 日 随 生 态 环 境 部 在 福 建
省 厦 门 和 漳 州 市 东 山 县 等 地 采 访 了
解 到 ，这 里 大 力 进 行 岸 滩 治 理 ，持 续
改 善 海 湾 生 态 环 境 ，描 绘 了“ 水 清 滩
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海湾
图景。

海洋垃圾治理成效明显

一个电子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
厦门海域水文、洋流情况，工作人员只
需轻点鼠标，就能通过海岸边的摄像
头随时巡视海面，还可以依托大数据
研判海漂垃圾来源和流向，及时安排
清理。

这是记者在厦门市环境卫生中心
海上环境卫生管理站看到的情景。

根据海湾区域特点，厦门市建立
了专业海漂垃圾保洁队伍。目前，管
理站拥有机械化船只、巡查快艇和小
型保洁船，每年清理海漂垃圾约 3000
吨 ，实 现 海 漂 垃 圾 的 海 上 收 集 、陆 上
处置。

据管理站负责人介绍，过去打捞
海漂垃圾，只能靠经验找、靠肉眼看。
现在有了大数据分析系统和更先进的
打捞设备，打捞效率大大提升。2020
年，厦门市海漂垃圾密度 240.38 平方
米/公里，到 2023 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
至 96.63平方米/公里。

此外，厦门还设立了沙滩岸线保
洁队伍，配置沙滩保洁员约 580 人，根
据潮汐情况，每日两次收集处理辖区
沿岸垃圾，保持沙滩洁净。

在海洋垃圾治理中，注重社会力
量参与，是美丽海湾建设的重要做法
之一。

游一谦是东山县海洋保育志愿者
协会的一名志愿者。记者采访时，她
正在捡拾海滩上的垃圾，收集废弃的
碎玻璃。

她告诉记者，本来是垃圾的碎玻
璃，经过海水冲刷变得圆润，可以加工
成项链、耳环等首饰，也能变身为装饰
品，向人们传递保护海洋的理念。

游一谦介绍，协会经常组织志愿
者进行捡拾岸滩垃圾的公益活动，还
有志愿者潜水去捡拾海底的垃圾。“从
一开始只有十几个人参加，到后来几
十上百人参加活动，清洁海滩、保护海
洋的理念正被更多人认可。”

海陆统筹治理入海污染

漳 州 市 东 山 县 ，海 水 澄 澈 ，浪 花
洁 白 ，令 人 心 旷 神 怡 。 近 处 沙 滩 上 ，
不 少 游 客 在 争 相 拍 照 ；远 处 海 面 上 ，
帆船游弋，点点帆影与蔚蓝大海相映
成趣。

海洋生态环境问题，表现在海里，
根子在陆上。近年来，东山县推行“城
乡一体、供排水一体、景溪一体”，投资

大 量 资 金 建 设 城 乡 污 水 收 集 管 网 体
系，在仅有 22 万人口的县域内布局了 4
座污水处理厂和多个村级小型污水处
理设施，实现全县污水 100%收集处理，
为提升海湾水质打下基础。

曾经，厦门也面临入海污染的难
题，大量生活污水直排，严重影响近岸
海域水质。

位于厦门市湖里区的高崎水质净
化厂，是厦门近年来提升污水处理能
力的重要工程之一。这座净化厂一期
工程采用半地埋式布置方案，从外面
看就像一座花园。2023 年，净化厂日
均处理水量 7.60万吨。

据介绍，高崎水质净化厂建成后，
不仅解决相关片区的污水处理问题，
改善了同安湾南部海域生态环境，并
通过厦门岛内 3 座水质净化厂的互联
互通主干管网，增强了本岛污水处理
系统的统筹调度处理能力。

厦门市生态环境局局长何伯星介
绍，2020 年以来，厦门市新增投资 170.9
亿元，新改扩建 16 座水质净化厂，新增
污水处理能力 120.5 万吨/日，新建改造
污水管道 688 公里，确保污水“截得住、
送得走、处理得了”。

目前，厦门市水环境质量持续提
升 ，全 市 建 成 区 已 无 黑 臭 水 体 ，近 岸
海域水质持续改善，重现水清滩净的
美景。

“靠海吃海”走出新路子

靠 山 吃 山 ，靠 海 吃 海 。 在 东 山
县 ，一 些 海 湾 曾 经 养 殖 网 箱 密 布 ，不
仅影响了沿海的景观，养殖污水等还
对 海 湾 的 生 态 环 境 造 成 一 定 程 度 的
破坏。

沈东勇是土生土长的东山人，自
1998 年开始就从事鲍鱼养殖，不仅风
吹日晒地辛苦劳作，还要承担台风天
气影响和市场行情波动等风险。

2019 年 ，当 地 开 展 养 殖 清 退 ，沈
东勇也告别了多年的养殖业，利用自
家房子开起了民宿。2023 年夏天，他
家民宿的十几间客房都爆满，一家人
不 仅 收 入 比之前更稳定，日子也更轻
松了。

站在马銮湾的沙滩上，他笑着说：
“之前我们还不理解，养殖搞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清退。现在我们才真正体会
到，生态环境好了，游客都喜欢到东山
来玩，我们的生意就能更好！”

如今，马銮湾周边旅游配套设施
齐全，是国家帆船帆板运动训练比赛
基地，每年常态化举办国家帆船帆板、
风筝冲浪等赛事活动。

依托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东山
县的旅游业发展不断提速，成为当地
的富民产业。2023 年，东山县接待游
客逾 856万人次，旅游收入超 109亿元。

碧海银滩也是金山银山。生活在
海边的人们正在探索一条从“靠海吃
海”到“人海和谐”的发展新路子。

新华社记者 高敬

美丽海湾是怎样建成的？
——福建美丽海湾建设一线采访见闻

北戴河

万鸟翔集生态美

阳春三月，在黑龙江省庆安县勤
劳镇勤发村，方胜水稻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育苗大棚里，播种覆土拌肥
机正在作业，已经催芽的稻种和土肥
被均匀地播撒在育苗盘上。合作社理
事长窦方胜说：“现在育苗，5 月初插
秧，全程不用化肥和农药，产出的大米
在市场上卖得一直挺好。”

勤劳镇勤发村位于欧根河畔，有
着 得 天 独 厚 的 水 稻 种 植 优 势 。 近 年
来 ，方 胜 水 稻 种 植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在 此 基 础 上 发 展 绿 色 有 机 种 植 ，大
大 提 高 了 稻 米 附 加 值 。 窦 方 胜 介
绍 ，停 止 使 用 化 肥 和 农 药 的 同 时 ，种
植 全 程 施 用 微 生 物 肥 和 有 机 肥 ，虽
然 增 加 了 成 本 ，但 每 斤 大 米 能 比 市
场 价 格 多 卖 至 少 0.5 元 。“ 每 亩 地 能
多 增 加 至 少 500 元 收 入 ，成 本 高 ，效
益更高。”

窦方胜说，今年合作社绿色有机
水稻种植规模达到 800 亩，购买了 33
吨 生 物 菌 肥 和 5 吨 新 型 有 机 肥 。“ 全
是 从 肥 料 厂 家 直 接 订 购 的 ，减 少 中
间 环 节 ，能 省 下 至 少 二 成 成 本 。”窦
方 胜 说 ，2018 年 起 ，合 作 社 每 年 都 将
米 样 送 到 权 威 机 构 检 测 ，各 项 指 标
全部合格。

近 年 来 ，黑 龙 江 省 不 断 推 进 农
产 品 绿 色 有 机 种 植 ，各 地 纷 纷 采 用
生 物 菌 肥 、有 机 肥 替 代 化 肥 和 粪 肥
还 田 等 方 式 增 加 土 壤 有 机 质 ，减 少
化 肥 用 量 ，提 高 农 产 品 品 质 和 市 场
竞 争 力 。

在黑龙江省望奎县厢白满族乡正
白后头村，8 台大型粪肥抛洒机正在大
马力拖拉机的拖拽下作业，所到之处，
发酵好的黑色粪肥被均匀抛撒在积雪
尚未完全融尽的耕地上。厢白满族乡
副乡长徐成江站在地头介绍，每亩地
施粪肥 3 立方米，能减少 5 公斤化肥用
量，不仅节省了化肥开支，还能有效改
善土壤板结现象。

“这几年，我们种相同品种，粪肥

还 田 后 大 豆 亩 产 比 之 前 增 加 二 三 十
斤，玉米亩产增加 100 多斤。”徐成江
说，厢白满族乡现有 3 个大型粪肥堆积
点，全乡 40 个自然屯每个屯都有小型
堆积点，这些粪肥被第三方企业统一
收集后进行科学沤肥，保证春耕粪肥
供应。

在 黑 龙 江 省 汤 原 县 香 兰 镇 庆 丰
村 ，庆 丰 水 稻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采 用
废 弃 菌 袋 、秸 秆 厂 房 式 及 堆 码 式 发
酵 自 产 的 有 机 肥 替 代 了 部 分 传 统 化
肥 ，既 增 强 了 地 力 ，又 提 高 了 畜 禽 粪
便 、秸 秆 综 合 利 用 率 ，年 处 理 废 弃 菌
袋 、秸 秆 废 弃 物 等 固 体 废 物 7500 立
方米以上。

“有机肥能够增加土壤有机质，改
善耕地板结问题，同时也提高了农作
物产量和品质。按照往年计算，每亩
地稳定增收 60 元以上，效益不错。”庆
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初志国
说，预计到 2025 年，合作社经营有机水
稻面积可以达到 2525 亩，辐射全村水
田面积 98%以上。

在黑龙江省青冈县，万德福粘玉
米种植专业合作社每年都要种植上万
亩 鲜 食 玉 米 。 在 合 作 社 配 肥 生 产 线
上，各种原料肥正被一袋袋破封后投
入到搅拌机中进行掺混。合作社理事
长王黎明说，这些年合作社采取测土
配方施肥、生物菌肥替代化肥，使化肥
用量大大减少。

“每年县里都派技术人员来合作
社指导测土配方施肥，提高效益的同
时还保护了土地。”王黎明介绍，合作
社 四 五 年 前 开 始 大 规 模 进 行 测 土 配
方施肥，根据土壤中各种营养成分含
量有针对性施肥，“缺什么补什么，缺
多 少 补 多 少 ”，施 肥 精 准 性 大 大 提
高 。“ 这 几 年 玉 米 植 株 更 绿 ，壮 秧 更
多 ，产 出 的 鲜 食 玉 米 特 等 品 、一 等 品
比例由原来的 20%到 30%提高到了现
在的 40%多。”王黎明说。

新华社记者 黄腾 王鹤

黑龙江黑龙江：：绿色施肥绘丰年绿色施肥绘丰年

田畴染新绿，农忙正当时。眼下正
是春季农业生产紧张时刻，在陕西省宝
鸡市陇县的座座大棚里、块块田地间，
随处都能见到或俯身育苗、或引水入田
的忙碌的农民身影。

在陇县八渡镇桃园村，陇县丰田蜂
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金荣正和脱贫
户韦小芹、赵新会、程娟娟等一起，进行
蜂箱消毒、绿化种草等前期工作，为即
将到来的蜜蜂分群做最后准备。

趁着擦把汗的工夫，记者与他们攀
谈起来。杨金荣说，地处秦岭北麓、六盘
山南麓的桃园村，植被丰富、山清水秀，
历史上就是槐花蜜、五味子蜜等优质蜂
蜜主产区，这里所产蜂蜜气味清香、醇香
绵厚，具有很高的营养和药用价值。

年近古稀的杨金荣告诉记者，在陇
县，“养蜂不用种，只要勤做桶”是数代

养蜂人秉持的理念和不变的做法。得
益于天然林保护和人工林繁育，生态养
蜂、产蜜成为延续至今的习惯。

看着记者不解的眼神，杨金荣笑着
说，陕西、甘肃、宁夏等地，是中华蜜蜂的
优生区。这种蜜蜂喜欢栖居于阔叶林
带，对空气、水分、土壤、森林覆盖率等有
着很高要求。只要生态环境宜居，它们
就不会大规模迁徙，定居、繁殖、分群、酿
蜜，是它们自然而然的习惯。因此只需
在青山绿水间选好背风、向阳的区域，并
在春季做好蜂桶，就不怕蜜蜂不来酿蜜。

在合作社务工多年的韦小芹，已是
一位对蜜蜂生活习性了如指掌、对蜂蜜
品质具备很高鉴别力的“老蜂农”。她
说，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中华蜜蜂繁衍、
栖息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陇县花
源植物种类繁多，金银花、槐花、桃花、

五味子等成百种接续开花的植物为蜜
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蜜源，合作社生产
出的蜂蜜、蜂王浆等在市场上供不应
求。“我们这些脱贫户，正是依靠这绿水
青山，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春季也是畜产品生产的大忙时节。
在陇县城关镇北关村，陇县会军奶山羊养
殖场负责人王会军正和爱人一起，将拌有
公英散、补中益气散等中药，以苜蓿、青贮
玉米、黑麦草等为主要“食谱成分”的“营
养餐”，投喂给他们养殖的370只奶山羊。

王会军说，陇县森林资源丰富，各
个坮塬、山坡、洼地、沟道里，都有奶山
羊喜欢的植物，这些“药食同源”植物不
仅保证了奶山羊营养均衡，为长期、稳
定产奶提供了保障，也将化学药品防疫
带来的羊奶部分指标异常的可能性降
到了最低。这种养殖方式生产的羊粪

无公害、有机、绿色，是附近油桃等经济
作物最喜欢的养分。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
司驻北关村工作队队长杨波说，北关村
全村 1500 亩油桃常年施用会军奶山羊
养殖场的羊粪，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
还提高了果实品质、保护了土壤有机
质，使村民获得了可持续收入。“去年全
村 油 桃 产 量 750 万 斤 ，产 值 560 多 万
元。北关村油桃色泽鲜艳，香甜可口，
果农收益逐年增加。”

陇县县委书记叶盛强说，多年来，陇
县立足资源禀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开展国土绿化，绿色发展条件得天
独厚。通过大力发展特色生态产业，陇县
带动2万多户脱贫群众实现稳定增收。

新华社记者 刘彤 邵瑞

陕西陇县：生态先行强产业 乡村振兴有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