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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山东容和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秋平和他的技术团队一直“连轴转”，奔波于省内
外多家企业。
　　“我们利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循环水处理理
论，研发出高能水处理技术，该技术已获得多项国家
专利。”王秋平向记者解释，使用该技术，无需加入化
学药物，无额外运行成本，即可消除工业企业循环水
系统管路结垢锈蚀、生菌长藻等，实现节能减排、清洁
生产，被齐鲁石化、胜利油田等多家企业采用。
　　减污降碳，向新向绿，此类新景象在广袤的齐鲁
大地上比比皆是。从南四湖畔到黄河岸边，从昆嵛山
麓到泰山之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
心，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蔚然成风。
　　在烟台冰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一辆液
态二氧化碳运输车正在灌装作业。现场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这些工业级二氧化碳将用于造船厂的焊接工
作中。
　　冰轮环保的原料，来自同在烟台化工产业园的万
华化学。每小时约1.1万标方二氧化碳废气，沿着170
米的管道，从万华化学生产厂区输往冰轮环保。经过
压缩、脱硫、分离、制冷等工序，每天可生成约480吨高
纯度液体二氧化碳。

　　据冰轮环保副总经理费德才介绍，该项目二氧化
碳捕集率超95%，产出的工业级、食品级二氧化碳纯度
均达99.99%，既具有环保价值，也具有商业示范意义。
　　2022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
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赋予山
东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大使命。一
周年之际，2023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大会8月28日至8
月30日在烟台举行，与会中外人士共论发展成效，共
话绿色未来。
　　推动重化工业转型、低碳技术研发推广、绿色发
展机制创新，稳步推进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
度“双控”转变……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山东切实扛起
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重大责任，着力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逐步塑造出发展新优势。
　　山东注重发展实体经济，推进产业焕新，近年来
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223家，居全国第2位，新兴动能
增势强劲。
　　在淄博，齐鲁智能微系统创新产业基地以
MEMS、光电子、化合物半导体为核心产业，聚集重点
企业120余家，拥有MEMS扬声器、国产自主可控的光
纤水听器等高端产业项目32个，形成综合性研发产业
基地。

　　在菏泽，精进电动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产业基地
采用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电驱动总成生产技术，打破国
外垄断，提升了我国在新能源汽车核心总成系统领域
自主可控和创新发展能力，获工信部5亿元专项资金
支持。
　　在泰安，路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高性能
复合材料项目突破了碳纤维复合经编、纤维协同变形
等9项关键核心技术，其自主研发的无纺土工布生产
线，具有强度高、寿命长、绿色环保等特点，获得2022
年第七届中国工业大奖。
　　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理念引领下，山东半岛城
市群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得到全面提升。
今年上半年，山东经济继续向上走强，实现生产总值
44125亿元，同比增长6.2%，主要经济指标好于去年全
年，切实发挥了经济大省稳经济“挑大梁”的重要
作用。
　　“下一步，山东将找准服务和融入全国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突破口、切入点，以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建设为总抓手，激发内需潜力，畅通经济循环，推
进陆海统筹、东西互济、高水平开放，促进城乡深度融
合。”山东省发改委主任孙爱军说。
          （新华社济南8月30日电）

逐绿前行 动能澎湃
——— 山东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一周年观察

新华社记者 张武岳 袁敏

　　生态环境部近期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黑臭水
体整治环境保护工作的通
知》。当前黑臭水体治理
成果如何？下一步如何推
进消除黑臭水体？30日，
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
负责人就相关问题进行了
解读。
　　据介绍，2018年以来，
生态环境部联合有关部门
印发实施城市黑臭水体治
理攻坚战实施方案、城市
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行
动方案等政策文件，督促
各地以提升城市污水垃圾
收集处理效能为重点，强
化各类污染源治理，加快
补齐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短
板，努力从根本上消除城
市黑臭水体。
　　这位负责人说，截至
2022年底，全国地级及以
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
除，县级城市黑臭水体消
除比例达到40%，昔日一
条条黑臭水体变成一道道
靓丽风景线，人居环境得
到改善，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升。
　　同时，一些地方黑臭
水体治理还存在覆盖范围不全、措施不够精准有效、长效机
制不完善等问题，影响整治成效。
　　为推动地方深入开展黑臭水体整治，让治理成果更多更
好地惠及城乡群众，生态环境部对进一步做好黑臭水体整治
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部署。
　　——— 深化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省级环境保护行动。这位
负责人介绍，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联合有关部门，每年组织开
展省级行动，推动完成黑臭水体治理年度目标任务。
　　自2023年起，将县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直接影响城市
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成效的城乡结合部，以及城市实际开发
建设区域，均纳入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行动工作范
围，实现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监管无死角、全覆盖。
　　——— 分步推进县城黑臭水体整治。河北、江苏、浙江、福
建、山东、广东、海南等7个省份，压实市县地方政府责任，组
织开展县城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于2023年12月底前建立黑
臭水体问题清单，对清单内的黑臭水体科学制定系统化整治
方案，扎实开展整治，到2025年，县城黑臭水体基本消除。
　　其他省份因地制宜稳步推进县城黑臭水体整治，并同步
建立拟纳入治理的黑臭水体问题清单，到2025年，力争县城
黑臭水体有较大幅度减少。
　　这位负责人表示，为保障黑臭水体治理工作见到实效，
生态环境部将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及时推动解决工作
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指导地方积极谋划和申报
生态环保金融支持项目，建立黑臭水体治理多元投入渠道。
支持地方实施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项目，利用关联
产业增值反哺黑臭水体治理投入。
　　同时，生态环境部还将加强指导培训，推动地方提升黑
臭水体整治监管能力。
　　此外，生态环境部将结合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监督检查
工作安排，联合有关部门开展黑臭水体治理成效抽查，对存
在的突出问题和工作滞后地区予以预警通报。建立健全黑
臭水体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对于返黑返臭的水体，督促各地
限期整治。
　　这位负责人说，要发挥卫星遥感“天眼识污”作用，畅通

“城市水环境公众参与”微信公众号等群众监督渠道，让黑臭
水体无所遁形。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走进位于重庆永川区的“现代蚕桑产业
仙龙基地”，无人化生产车间里胖乎乎的蚕宝
宝被置于饲养盘中，在这里各种智能化设备
成了“饲养员”。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
蚕桑产业发展至今仍是部分地区富民强区的
支柱产业。传统蚕桑生产可是个辛苦活儿，
现代养蚕有什么“黑科技”？
　　2023年，由西南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
院夏庆友团队创建的智能化养蚕基地“现代
蚕桑产业仙龙基地”在重庆永川区建成。4000
平方米的养蚕基地可以实现全年无间断养
蚕，年养蚕最高可达1000盒，产茧40吨。
　　这里的蚕房被打造成10万级无菌恒温恒
压控湿空间，通过自动导引运输小车，一摞摞
放置蚕宝宝的饲养盘被运送到自动投喂系
统，由桑叶粉、玉米、豆粕等原料合成的人工
饲料通过无人设备投喂给蚕宝宝，每台无人
投喂机可同时投喂2万只蚕。
　　“跟传统家蚕养殖的区别之一就在于我
们是用人工饲料养蚕，这样可以实现高密度
养殖。”西南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生物学
研究中心副教授沈关望表示，传统养蚕一平
方米能养的蚕，现在用人工饲料养殖就可以

把饲养盘垒成多层，场地利用率可提高4到5
倍，恒温恒湿的厂房每年可以养蚕20批次，也
就是说同样一个厂房每平方米的利用率提高
了20倍左右。
　　据了解，目前该基地主要生产的药用僵
蚕是100多种药物的原材料，年产量达100吨，
产值近2000万元。基地还生产出了功能性蚕
丝骨钉、骨修复蚕丝支架、蚕丝功能性敷料、
蚕丝功能蛋白等高附加值生物医药制品。
　　“现代化、集约化的饲养方式，充分节约
了劳动成本和土地资源。团队研发的新型家
蚕人工饲料养蚕技术，实现了养蚕全流程的
自动化，同时借助大数据进行智能决策，真正
实现高效低成本饲养家蚕。”西南大学前沿交
叉学科研究院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夏庆友说。
　　重庆永川区新城建设党工委委员、区新
城建管委副主任汪丹表示，目前永川区蚕桑
产业完成了600亩的草本桑园建设，实现了全
机械化采收。同时，通过建设蚕桑科普基地，
打造了一个集研发、生产、科教、观光功能为
一体的现代化农业园，吸引了大批来参观、学
习、旅游的人群，带动了当地农民就业和经济
发展，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得到提升。
       （新华社重庆8月30日电）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记者 王雨萧 申铖）记者30日
获悉，为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财政部、海关总
署、税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公告，延续实施跨境电子商务出口退
运商品税收政策。
　　公告规定，对2023年1月30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在跨境
电子商务海关监管代码（1210、9610、9710、9810）项下申报出口，且
自出口之日起6个月内因滞销、退货原因原状退运进境的商品

（不含食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出口时已
征收的出口关税准予退还；出口时已征收的增值税、消费税，参照
内销货物发生退货有关税收规定执行；其他规定仍按照《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跨境电子商务出口退运商品税收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4号）相
关规定执行。
　　财政部关税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发布的公告将企业在跨
境电子商务海关监管代码项下申报出口的期限，由原来的2024年
1月29日延长至2025年12月31日。上述期限的延长，有利于充分
发挥政策效应，进一步稳定企业预期，推动外贸新业态加快发展。
　　此外，为支持办好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财政部会同海
关总署、税务总局30日对外发布通知，明确延续执行服贸会进口
展品税收政策，对2024年至2025年期间举办的服贸会，在展期内
销售的规定数量或金额以内的进口展品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
增值税和消费税。享受税收政策的展品不包括烟、酒、汽车、列入
《进口不予免税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的商品、濒危动植物
及其产品，以及国家禁止进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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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永川：智慧蚕桑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张琴 吴燕霞

跨境电商出口退运商品

税收政策延续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