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生态 2022年 9月 13日 星期二1414

这些天，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

研究院土壤所副所长吴怡忙个不

停，“一直在路上”。成都疫情防控

形势严峻，他又一次投身一线，不

分昼夜地在现场指导医疗废物处

理工作。四川泸定发生地震后，他

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应急支援。

参 与 应 急 处 置 、守 护 环 境 安

全，是吴怡工作的重要内容。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

其来，如何处理治疗和隔离等产生

的医疗废物？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第一时间集结 20 名环保专家，按

照川南、川东北、川西和成都平原

四大片区，火速赶赴现场研判指导

涉 疫 废 物 处 置 。 吴 怡 便 是 其 中

之一。

宜宾、泸州、内江、资阳……吴

怡和同事们辗转多地的隔离点、医

院和医废处理中心，现场指导传染

区 的 废 物 收 集 、运 输 、处 置 等 工

作。为确保医疗废物能够及时、有

序、高效、无害化处置，吴怡和同事

们不分昼夜地工作，牵头制订并完

善了《四川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环

境监管手册》，明确了涉疫医疗废

物、涉疫医疗废水、涉疫生活垃圾、

涉疫生活污水等的环境监管要求，

为全省常态化应对疫情提供了坚

实的环保科技支撑。

作为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环境

应急专家，吴怡常常奋战在处置突

发环境事件的第一线，提供技术支

撑，先后参与各类突发环境事件

处置 20 余次。

在 2017 年 5 月 嘉 陵 江（广 元

段）铊污染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处置中，吴怡团队成功锁定并

切断污染源头，圆满完成应急抢

险 任 务 ，受 到 生 态 环 境 部 通 报

表扬。

2021 年 1 月 20 日，嘉陵江川陕交界断面水

质出现铊浓度超标。吴怡连夜从成都赶到广

元。编制广元市西湾水厂应急处置技术方案，

组织水厂实施低压供水和原水微污染净化工

程，开展微污染水体降污实验，投加氧化剂、絮

凝剂净化水质……吴怡和同事们持续奋战，确

保了群众饮水安全。

化工企业废弃污染物处理、城

市生活污泥处置等问题，既是生态

环境治理的难点，也是行业的痛

点。面对这些难点、痛点，吴怡不

断钻研，用技术去解难题，不仅减

量处理废弃物，还变废为宝，实现

可持续利用。

磷石膏是湿法磷酸生产的废

弃物，每生产 1 吨湿法磷酸产生约

4.5 吨 磷 石 膏 渣 。 由 于 量 大 且 处

置成本高，往往大量废弃、大量堆

存。过去，磷石膏长期堆存在河

流两岸，给长江流域水环境安全

带来较大风险。

2018 年，接到磷石膏污染防

治及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研发任务

后，时任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

究院固废所副所长的吴怡，一边

深入实地调研，一边扎进实验室，

一遍又一遍地研究了大半年。最

终，吴怡和同事们自主研发了磷

石膏渣场污染控制等多项关键技

术。该项目成果已在四川省 15 个

磷 石 膏 堆 场 及 企 业 中 得 到 推 广

应用。

经 过 技 术 处 理 ，将 处 理 生 活

污水留下的污泥变废为宝，吴怡

及 其 团 队 研 发 规 模 化 大 田 蚯 蚓

养殖污泥处理实用工艺技术，将

污 泥 转 化 为 蜂 窝 状 小 颗 粒 的 蚯

蚓粪肥料，成为高品质的园林绿

化 营 养 土 ，蚯 蚓 也 可 作 为 饲 料 、

鱼饵。

如今，40 岁的吴怡成为四川

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固废污染

防治及综合利用、土壤重金属污

染 防 治 的 青 年 学 术 和 技 术 带 头

人，并被聘为省委省政府决策咨

询委员会咨询论证专家库专家。

全 省 多 个 重 大 项 目 中 都 有 他 的

贡献。

去年，吴怡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

誉是压力，更是动力。”吴怡表示，“生态环境保

护 是 一 项 长 期 的 事 业 ，化 解 重 大 环 境 安 全 风

险、高水平保护生态环境，将大大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我们环保科技人永远在路上，

今后将继续奋发进取，为绿色发展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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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国首个分布式潮流控制器示范工程

等电网示范工程和一系列“光伏倍增”项目高效

落地，浙江省湖州电网“源网荷储”协同互动加速

推进，为湖州打造共同富裕绿色样本的基本盘强

劲“加码”。

近年来，湖州市着力发展高质量、高技术、高

效益的先进生产力。将电能与城市绿色发展深度

融合，源源不断把绿色能源转化为地方发展优势。

着力打造新型电力系统

在德清县泰合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屋顶

光伏面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厂房屋顶面积有

29800 多平方米，一共安装了 2.4 兆瓦屋顶太阳能

光伏板，去年底开始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的模式并网发电，今年以来已经发电 27.8 万千瓦

时，共省下了电费 7.78 万元。”企业基建部经理杨

国宝说。

湖州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升电网弹

性，让电力成为在好风景里布局新经济的不竭动

能。根据湖州电力发布的《“获得电力”缩小城乡

差距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到 2023 年，湖州将力

争实现 90%行政村抢修到达时限缩短至 45 分钟

内，电能在城乡终端能源消费中占比 40%以上；

同时积极建设智慧配电网，自动化、智能化的配

电网惠及更多乡村。

越来越多的用户也与电网进行着良好互动。

农村水、电、气、网联动报装，城乡用电场景越来越

丰富和便捷，强有力的供电保障有效支撑了乡村

产业的蓬勃发展，让多种产业在乡村落地生根。

数智引领，一“码”当先

在长兴县的浙江宏丰炉料有限公司，碳效工

程师朱宏达为负责人周永带来了一份依托“碳效

码”生成的“能效账单”，综合分析了企业能效情

况，制订精准定容和精准补偿两个系统优化方

案，帮助企业缩减 10％的变压器装机容量，预计

每年可降低企业用电成本近 10 万元，减少碳排

放 25 吨。“现在供电公司的‘碳效码’就是降本增

效的‘秘籍’。”周永高兴地说。

国网湖州供电公司通过能源大数据，实现电、

气、水等全品类用能数据采集和在线分析，推出“碳

效码”，为经济社会和政府单位提供价值参考。

基于碳效评价，国网湖州供电公司累计助力

企业发放绿色金融贷款 101.7 亿元，完成绿电交

易超过 13 亿千瓦时。目前，“碳效码”已在浙江

全省推广应用。

助力绿色生产低碳生活

在位于德清县莫干山镇南路村的柒竹民宿

内，游客徐先生用语音控制，房间窗帘便自动拉

开，莫干山云雾缭绕的自然风光跃入眼帘。

民宿负责人胡飞介绍，在全电改造后，民宿的

采暖制冷、热水供应、餐饮等都采用空气能热泵等

电能设备，不再使用传统能源，实现“低碳入住”；同

时还安装了能耗智慧采集实时监测系统，平均每年

可节约用电 5400多千瓦时，节省电费超 4500元。

湖州推进新时代乡村电气化示范建设，引领

构建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等多维度立体低碳体

系，助力绿色生产。以安吉县为例，当地电能在

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已提高至 55%，促进传统

农业示范点生产效率提升 40%。今年，安吉又启

动建设国内首个“绿色共富”乡村电气化示范县，

围绕绿色用能低碳发展、共同富裕均衡服务、新

时代乡村数智电网三个示范样板，深化绿色发展

的理念，推动城乡共富。

浙江湖州——

绿色能源构筑区域发展新优势
杨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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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9月 12日电 （记者李红梅、邱超

奕、李晓晴）12 日 17 时，今年第 12 号台风“梅

花”的中心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南偏东方向大约

610 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台风“梅花”将以每

小时 5—10 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即

将进入东海南部海面，强度将有所加强，并逐渐

向浙江三门到舟山一带沿海靠近，有可能于 14
日夜间在上述沿海地区登陆，也有可能在华东

近海北上。中国气象局启动台风三级响应。12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受台风“梅花”影响，12 日夜间至 17 日，我

国东部海域以及东部沿海、福建北部沿海、浙江

沿海、上海沿海、江苏沿海、山东半岛沿海将有

7—8 级大风，阵风可达 9—10 级。12 日夜间至

15 日，浙江中北部、上海、江苏中东部、山东东

部、辽宁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北

部、上海、江苏东南部、山东半岛东部、辽东半岛

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12 日组织防

台风专题视频会商调度，针对台风“梅花”风力

大、降雨强度大、潮位及海浪高、路径不确定性

大等特点，部署防御应对措施。目前，国家防总

继续维持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

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已派出 2 个工作组赴江苏、

浙江指导地方做好台风“梅花”防御应对工作。

受台风“梅花”影响，预计 13 日至 16 日，上

海、江苏东南部、浙江东北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

雨过程，暴雨区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水利部 12 日 14 时针对上海、江苏、浙江、福建、

山东等省份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向有

关地区发出通知部署台风强降雨防范工作，派

出 3 个工作组分赴上海、江苏、浙江加强督促指

导。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启动水旱灾害防御

Ⅳ级应急响应，部署台风强降雨防御工作，并于

12 日 12 时起暂停引江济太调水。浙江、福建两

省均已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多地多部门部署防御台风“梅花”
本报北京 9月 12日电 （记者李晓晴）8 月以

来，长江流域累积面雨量 72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

64%，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来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

四至八成。为确保群众饮水安全，保障大牲畜饮水

和秋粮作物生长关键期时令灌溉用水需求，水利部

组织长江水利委员会和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省水利厅，研究制订抗旱联合调度方案，12日 8时再

次启动长江流域水库群抗旱保供水联合调度专项

行动，重点保障 9月中下旬长江中下游中稻、晚稻等

秋粮作物灌溉关键期用水和城乡供水需求。

此次专项行动精准调度以三峡为核心的长江

上游水库群、洞庭湖水系水库群和鄱阳湖水系水库

群向下游补水；督促指导地方抓住补水的有利时机，

精准对接每一个灌区、每一个城乡供水取水口，多

引、多调、多提，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方抗旱水源。

当前，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位

较常年同期偏低 4.89—7.20 米，江湖水位均为有

实测记录以来同期最低。

长江流域水库群抗旱保供水
联合调度专项行动再次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