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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草相依，绿树成荫，众多鹭鸟或枝头栖息，或
展翅起舞，为管廊、储罐密布的工厂增添勃勃生
机……在位于浙江宁波的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公司厂
区内有个白鹭天然栖息地，每年春夏时节，上千只鹭
鸟在这里繁衍生息。
　　“石化企业白鹭飞”已成为镇海炼化生态保护的
一张亮丽名片，也映照出国资央企向绿而行的探索与
实践。近年来，国资央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
低碳发展道路，发展的“含金量”和“含绿量”不断提升。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作为国民经济“顶梁柱”，中央企业产业结构整
体“偏重”。从这一客观现实出发，国资央企紧紧扭
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个关键发力，实施绿色低碳
转型战略。
　　创新采场道路排水系统，实现水循环再利用；升
级喷淋系统，降尘效果提升3倍；取缔燃煤锅炉，实
行空气能采暖，年降低燃煤消耗8000吨……在鞍钢
集团下属本钢矿业南芬露天铁矿，大刀阔斧的技术
改造不断提升这座百年矿山的新气质。
　　“依托数字技术，我们正在研发车辆无人驾驶、
钩机远程操控等项目，矿山将进入智慧开采新阶
段。”南芬露天铁矿矿长李彬说。
　　统计显示，2016年至2022年，中央企业累计化解
钢铁过剩产能1644万吨，化解煤炭过剩产能1.19亿
吨，煤电企业完成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任务，化工
企业建设废水“零排放”项目，建材企业强化固体废
物、危险废物循环利用。
　　传统产业加快转型，新兴产业也在加速布局。

近5年，中央企业在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投资年
均增速超过20%，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和5G应用“扬
帆”行动深入推进。
　　随着产业结构持续向高端、向低碳转变，央企高
质量发展绿色成色更足。

能源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

　　“吞”掉餐饮废油，“吐”出生物航空煤油——— 在
镇海炼化，国内首套生物航煤工业装置已能够实现
规模化生产。镇海炼化党委书记莫鼎革介绍说，与
传统航空煤油相比，生物航煤全生命周期二氧化碳
排放最高可减少50%以上。
　　据了解，今年以来，东航、厦航等航司使用来自
镇海炼化的可持续航空燃料完成多个航班飞行，用
实际行动守护蓝天白云，传递“节能减碳、绿色飞行”
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在“双碳”目标指引下，国资央企统筹能源保供
与绿色转型，不断推动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方向加
速转型。
　　——— 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强化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煤电央企全面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任务，
单位供电煤耗降至294克标准煤/千瓦时。
　　——— 可再生能源量增质优。清洁能源装机容量
占比超过49%，超过三分之一的中央企业布局氢能
产业，稳步推进氢能制、储、输、用一体化发展。
　　——— 节能减排交出亮丽“成绩单”。2022年，中
央企业能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同比分别下降
4.5%、3.9%，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排
放量同比分别下降8.4%、12.9%、11.2%、7.0%。

　　减碳有“利器”，保供有“底气”。国务院国资委
推动相关央企坚决扛起能源电力保供主体责任，在
增产增供、稳市稳价方面打出“组合拳”。来自国资
委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央发电企业以54.7%的机
组容量保障了全国63.1%的电力供应。

技术创新赋能绿色发展

　　6月2日，江苏泰州，国家能源集团二氧化碳捕
集利用与封存项目投产，该项目二氧化碳捕集量达
50万吨/年；
　　同日，经专家组现场考察后确认，全球首次海上
风电无淡化海水原位直接电解制氢技术海上中试在
福建兴化湾海上风电场获得成功；
　　6月4日，广东深圳，设计功率达110兆瓦的中国
航发“太行110”重型燃气轮机通过产品验证鉴定，与
同功率火力发电机组相比，一年可减少碳排放超过
100万吨……
　　连日来，一批绿色低碳硬科技取得突破，折射出
中央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热度与活力。
　　“科技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利器，也是产业绿色低
碳发展的支撑。”国资委社会责任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国资央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
强化创新体系建设和政策保障，绿色低碳领域原创
技术策源地建设持续取得新进展。
　　据了解，下一步，中央企业将聚焦传统工艺替代
难、现有技术挖潜难、新技术投资应用成本高等重点
难点问题，坚持攻关和应用两手抓，加快绿色领域关
键核心技术攻坚突破和创新应用，为绿色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向绿而行，国资央企擦亮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
新华社记者 王希 刘羽佳

　　“以前这里住着8户人家，我家也在这儿。”在地
处山东黄河滩区的济南市长清区孝里街道后楚村，
看到老宅基地复垦后播种的头茬麦子即将迎来收
割，故地重游的村干部张吉宝话语间有些怀念，又有
些期待。
　　在收割机的轰鸣中，张吉宝告诉记者，随着山东
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程实施，后楚村2020年下半年
整体搬进了新社区。长清区政府对旧村腾出的宅基
地、边角地、坑塘组织了复垦，共为后楚村新增耕地
196亩。去年冬天完成验收前，复垦单位委托当地种
粮大户播种了一季麦子，既是检验复垦成果，也能通
过种植改善地力。
　　“垫土就垫了两米厚，播种前我们请了十几个
人，用了个把月时间才把小石块收拾干净。”后楚村
复垦项目负责人贾长城也赶到了收获现场。他对这
一季的收成很期待，但他也坦言，“生地”头一年种

植，加上播种时间偏晚，产量会比“熟地”低。
　　率先收割的10亩地，亩产接近400斤，比张吉宝
的预期值略高。他说，后期多用土杂肥养地，再经过
几轮小麦玉米秸秆还田，这些复垦地就跟“熟地”差
不多了。“大家都很看好这些地，196亩复垦地整体流
转的招标价格比很多‘熟地’都高。”
　　后楚村是孝里街道39个滩区村之一。2017年，
山东启动实施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程，因地制宜设
计了外迁安置、就近就地筑村台、筑堤保护等五种方
式，对黄河滩区人居环境进行改造提升。孝里街道
3.2万滩区居民，整体搬入了山东规模最大的迁建社
区孝兴家园，生产生活条件大幅改善。
　　孝里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孟文祥介绍，去年39个
迁建村全面完成旧村复垦验收，复垦耕地7275亩。
当地采取“党支部+合作社+龙头企业”带动模式，引
进23家农业企业、种粮大户，进行适度规模化种植。

　　一些率先复垦的耕地，已经验证了产量的稳步
提升。
　　孝里街道庞道口村有600多亩复垦地，去年已夏
收过一次。记者看到，这里今年的麦收已经完成，残
留的麦茬间，玉米和大豆已经探出嫩芽。
　　“今年小麦生长期，连续阴雨天气比较多，但是
复垦地的平均亩产还是到了500斤左右，比去年高出
近200斤。”村党支部书记冯松松介绍，村里正组织干
部和党员整理沟渠，改善灌溉条件。随着基础设施
配套不断完善，复垦地的产量将越来越高。
　　“旧村复垦地流转，不仅将让我们为粮食安全
多作贡献，还可以使39个迁建村每年新增集体收
入共700万元左右。”孟文祥说，这笔新增的收入，
将主要进一步提升各迁建村的公共服务水平，在

“搬得出、稳得住”的基础上，带动村民“可发展、能
致富”。      （新华社济南6月12日电）

黄河滩区复垦地小麦飘香
——— 山东最大黄河滩区居民迁建社区夏收见闻

新华社记者 陈灏 张钟仁

“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公益广告

铜川日报社 宣

关关爱爱未未成成年年人人  就就是是关关爱爱未未来来

    加加强强未未成成年年人人思思想想道道德德建建设设

            关关爱爱未未成成年年人人健健康康成成长长

　　每天清晨早起，90岁的棠棣村村
民刘阿锦沿着花木葱郁的兰泽路走
到村里党群服务中心的“健康小屋”
测血氧、量血压，之后再散步回家。
　　“如果一天没出家门，儿子手机
就能收到信息，会及时打电话来关
心。”刘阿锦说，他更愿意留在村里养
老，因为环境好、人气旺、生活方便，
孩子们也放心。
　　沿着“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推进脉络，从发起“厕所革命”到建设

“美丽乡村”，再到成为“全国乡村振
兴示范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以
花闻名、以花为业、以花致富的浙江
省绍兴市柯桥区漓渚镇棠棣村，村民
生活像花一样美丽。
　　棠棣村党总支书记刘建明说，是

“千万工程”改变了全村面貌：它给农
村带来优质的水、土壤和空气环境，
村民的花木生意才能做大做强。
　　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起步，“千
万工程”在实践中不断拓宽的绿色发
展道路，也为诸多产业的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指明了方向。
　　越城印染、柯桥纺织、上虞化工、
诸暨五金、嵊州领带、新昌轴承……
我国改革开放大幕拉开，浙江民营经
济万马奔腾，绍兴则形成特色鲜明的

“块状经济”。
　　2017年，绍兴作为浙江省传统制
造业改造提升综合改革试点市，下决
心全面启动有关产业“跨域整合”，将
越城区印染、化工企业分别整体搬迁
集聚到柯桥区“蓝印时尚小镇”、上
虞区。
　　棠棣村所在的绍兴市柯桥区是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块状经济”的一
块高地。这里年纺织品出口额超过
千亿元，贸易覆盖全球190多个国家
和地区。
　　柯桥柯海公路上，满载布料的来往货车川流不息：由南向北
是运进“蓝印时尚小镇”进行印染的白色坯布，反向则是五颜六色
的纺织面料，分散到产业链下游。
　　高度集聚、绿色发展的柯桥印染产业，为长三角地区乃至全
国纺织业提供支撑。这个曾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的传统产业，已
经呈现崭新面貌。一些印染从业者回忆说，以前上班要多带一双
鞋子：从印染车间出来，鞋子脏得没法穿。现在的印染车间里，可
以穿白色鞋子进出。
　　走进位于柯桥区“蓝印时尚小镇”的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厂房，墙上“以绿色领航，以科技创变，重构印染”的橘黄色大
字十分醒目。厂区内，工作人员在电脑上输入相关的工作指令，
系统就会自动调取相应染料，称料后通过五颜六色的管道自动输
送至对应染缸。企业董事长傅双利介绍，企业投资10亿元打造

“智慧工厂”，基本实现印染生产的全流程自动化，染料用量、浪费
大幅减少，节水将近60%。
　　印染产业蝶变，是绍兴推进工业绿色转型的缩影。
  坚定走绿色发展道路，绍兴推动有关产业更加集聚集约，城
市与乡村以生态建设为纽带加速融合发展。
　　5月10日，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这是绍兴集成电路“万亩千亿”平台首家
自主培育的上市企业。在绍兴市越城区，以中芯、长电、豪威等链
主型企业为引领的集成电路产业，已经集聚上下游将近100家企
业。当地主导产业，已经从印染、化工转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新华社杭州6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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