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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清清，植被茂密，长白山头道白河

静静流淌，偶尔可见野鸭水中嬉戏。

春季以来，除了中华秋沙鸭，还有绿头

鸭、鸳鸯等 20 多种鸟类，在头道白河安家落

户。10 年前，头道白河仅有两三个中华秋沙

鸭“家庭”，今年已经达 10 个左右。

河 流 清 澈 、鱼 类 丰 富 、有 树 洞 的 树 木

……中华秋沙鸭对生存环境有着高要求，被

称为“生态试纸”。这些年来，它们越来越喜

欢在长白山区安家、栖息、繁殖，也是吉林实

施 生 态 强 省 战 略 ，推 动 绿 色 发 展 的 一 个

见证。

近年来，吉林省深入打好蓝天、碧水、黑

土地、青山和草原湿地“五大保卫战”，持续

抓好自然生态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

取得积极进展，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和提高。

污染防治攻坚持续推进

珲 春 市 密 江 乡 ，因 流 经 域 内 的 密 江 得

名。清澈的密江水静静流淌，河底的砂石清

晰可见，向西南蜿蜒而去，在密江村旁汇入

图们江。

“咱们的生态好，越来越多的大马哈鱼

才能游回来。”密江乡解放村 62 岁农民朴海

兰，见证着每年越来越多大马哈鱼从海洋进

入图们江回到密江产卵。

去年，吉林省地表水 111 个国考断面中，

优良水质断面占比 81.8％，同比上升 4.3 个百

分点，创“十四五”以来最好水平。图们江水系

水质为优，优良水质同比上升 6.2个百分点。

强化流域水环境质量管控、实施水污染

治理项目、打造水生态修复工程……吉林省

全面推动水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去年，

吉林完成 18 座污水处理厂（站）扩能建设，68
座县级及以上城市污水处理厂全部实现一

级 A 标准排放。

在全国产粮大县、四平市梨树县，宏旺

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着 400 多公顷耕

地。眼下，地里的玉米已经快长到膝盖高。

玉米苗边上，去年的秸秆覆盖着地表，正加

速腐烂。

“‘梨树模式’秸秆还田，不用烧秸秆污

染空气，还保护了黑土地。秸秆粉碎烂了，

保水保肥保墒，还给黑土增加了营养。”合作

社理事长张文镝说。

吉林省突出抓好秸秆禁烧管控，统筹推

进燃煤污染、工业污染和移动源污染治理，

全力推进空气质量巩固提升。去年，全省地

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为 93.4％，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 6.9 个百分点，稳定保持在全

国第一方阵。

近 年 来 ，吉 林 省 深 入 打 好“ 五 大 保 卫

战”，污染防治攻坚持续纵深开展，坚决守护

住绿水青山黑土地、蓝天白云好空气。蓝天

白云、绿水青山、林草丰茂成为吉林鲜明的

生态标识。

生态安全屏障有效巩固

位于长春市农安县西部的吉林波罗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湖水“迂回”于芦苇草甸

之间，雁飞鹤舞。

“近年，保护区内监测到栖息的候鸟逾

30 万只。”保护区管理局保护科科长于立彬

说，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头鹤是省内目

前发现的最大种群。

如今水丰草茂的波罗湖水域面积达 70
平方公里。而在几年前，苦于干旱缺水问

题，波罗湖一度不足 20 平方公里。

“波罗湖的重生，源于重大生态工程加

速推进。”于立彬说，随着吉林省“河湖连通”

工程的实施，2018 年以来，从松花江引水，对

波罗湖湿地进行生态补水 8000 多万立方米。

此外，保护区通过积极建设保护设施、

恢 复 湿 地 植 被 等 工 程 ，共 完 成 退 耕 还 湿

495.7 公顷。保护区芦苇、草地面积持续增

加，其中芦苇面积达到了 3500 公顷，草地面

积达到了 3000 公顷，为珍稀鸟类的迁徙栖息

提供优良的生存环境。

波罗湖的变迁，是吉林省统筹开展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生态安全屏

障有效巩固的缩影。

近 年 来 ，吉 林 省 重 大 生 态 工 程 加 速 推

进，深入实施“绿美吉林”、林草湿生态连通、

“大水网”、万里绿水长廊等重大工程，完成

造林绿化 221.4 万亩、连通湖泡 203 个、新建

及改善提升绿水长廊 1177.8 公里，完成草原

修复 21.74 万亩，退化草地得到有效治理，湿

地保护率达到 45.22％。

波罗湖生态日趋向好，于立彬和同事却

不敢松口气。“保护一刻不能松懈。”保护区

日常加大巡护、巡查力度，重点打击猎捕野

生动物行为，还要杜绝引入外来物种等人为

干扰、威胁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行为。

从波罗湖放眼全省，吉林省不断提高生

态监管能力，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

率 达 到 95％ ，野 生 动 植 物 保 护 水 平 得 到

提升。

绿色低碳转型全面加速

吉林西部地势平坦，江河纵横、湖泡互

济。行走在旷野，可见不计其数的风车矗

立，缓缓转动叶片。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当地人的

调侃，反映了吉林西部风光资源十分丰富。

如今，这成了当地发展新能源产业得天独厚

的优势。

在吉林西部的松原市，占地 80 万平方米

的 中 车 松 原 新 能 源 产 业 基 地 项 目 快 速 崛

起。生产车间内，风电整机、叶片、塔筒等，

在各个生产线上有序运转生产。

如今，松原市正着力打造国家级清洁能

源生产基地。

“项目全部建成后能够形成风电整机、

叶片、发电机、储能设备等装备制造产业链，

为东北地区风电产业提供全产业链设备保

障。”中车松原新能源装备产业基地项目负

责人杲和刚表示。

近年来，吉林省不断擦亮长白山生态底

色，筑牢绿色屏障，也为绿色发展注入不竭

动能。

吉林省加速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打造

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带动新能源装备制造

业发展。去年“陆上风光三峡”新增装机 500
万千瓦，总装机容量达到 1500 万千瓦。

依托东部山区水系发达的独特条件，去

年 7 月，全省瞩目的“山水蓄能三峡”工程全

面启动。目前，“山水蓄能三峡”7 个抽水蓄

能电站被列为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

加快生态强省建设，厚植吉林发展亮丽

底色，吉林省全方位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近年来，吉林省加速调整产业结构，实

施“百千万”产业培育工程，奥迪一汽新能

源、一汽弗迪动力电池等一批重大项目开工

建设；深入开展“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千亿

斤粮食”“千万头肉牛”等重大工程加快推

进；积极打造生态旅游品牌，冰雪旅游市场

占有率稳居全国第一。

行走在吉林的白山松水间，良好生态优

势正成为奔腾涌动的发展动能。

上图：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三一零碳智

造产业园内，风机主机叶片整齐排列。

李晓明摄

吉林持续抓好自然生态保护，绿色低碳转型全面加速—

建生态强省 筑发展底色
本报记者 朱思雄 祝大伟

上午 10 点，货运调度平台运满满

上弹出新信息，有一整车的汽车零配

件需要从江苏南京雨花台区运输到新

疆霍尔果斯市。不到两分钟，这笔订

单就有人接单了，相关信息也发到了

司机手机上。

“和网约车调度不同，货运调度除

了时空匹配外，还会根据大数据和云

计算，实现更多维度精准匹配和更大

范围智能调度。”运满满首席技术官王

东介绍，以这笔订单为例，平台进行时

空匹配后，会分析车辆的车长、载重、

厢型、使用类型等条件，判断车辆是否

适合运输汽车零配件，然后基于运输

经验、运输偏好进行优先匹配和推荐。

“分钟级匹配”的背后，是大数据、

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撑。作

为南京本土培育成长起来的软件平台

龙头企业，运满满已覆盖 300 多个城

市、连接 10 万余条路线，通过降低货

运的空驶、空置、空载，推动全行业高

效运转和节能减排，实现了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受益于科创基金支持、办公场所

优惠租赁等政策，企业吸引了人才、迭

代了技术。”王东介绍，特别是今年以

来，研发团队通过业态模式创新和技

术创新，将匹配提速稳定在“分钟级”，

进一步解决了货运物流行业信息化程

度与效率“双低”、成本与空驶率“双

高”的痛点。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新一

代信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是推动数

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南京作为

‘中国软件名城’、国家级先进制造业

集群（软件和信息服务）入围城市，产

业持续有力发展。今年一季度，全市

软 件 业 务 收 入 1758.4 亿 元 ，增 长

13.6%。”南京市工信局软件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南京市软件产业

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培育龙头企业、带动全链发展，促进门类健

全、增强集群效应。

前不久，江宁区的一家面临转型升级的汽车企业迎来了“数

字处方”——通过建设一个数字化协同研发平台，解决企业跨专

业的研发工作难以协同开展的问题。这份“数字处方”来自南京

国睿信维软件有限公司。“随着工业不断发展，智改数转成为企

业转型升级的核心环节和行业走向更高端的助推动力。”国睿信

维总经理余定方说，在一系列政策的助力下，公司研发出 20 余

款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各环节的工业软件产品，带动中小企业

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升级改造。

近年来，南京相继出台《南京市打造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地

标行动计划》《南京市数字经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等扶持政策，

为软件行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环境”。目前，南京市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规模达 7408 亿元，占全省的 56.3%。全市拥有重点涉

软企业 4000 家左右，发展形成以中国（南京）软件谷、江北新区

产业技术研创园、江苏软件园等“一谷两园”国家级软件园为核

心，省级园区为支撑的产业集聚区。

培
育
龙
头
企
业
、增
强
集
群
效
应
，江
苏
南
京

—

为
软
件
产
业
发
展
打
造
良
好
﹃
软
环
境
﹄

本
报
记
者

姚
雪
青

本报北京 6 月 14 日电 （记者林丽鹂）记者 14 日从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近日联合印发《关

于发挥网络餐饮平台引领带动作用 有效防范外卖食品浪费的

指导意见》，落实反食品浪费法等法律规定，充分发挥平台企业

引领带动作用，增强平台内商户和消费者的文明消费意识，形成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良好社会风尚，促进网络餐饮行业规范健

康发展。

指导意见明确，引导平台进一步优化协议规则，完善凑单满

减机制，落实外卖食品标准，规范平台外卖配送服务。加强平台

内商户合规指引，鼓励平台建立商户反浪费档案，引导商户设置

小份餐品专区，使用绿色包装，并通过首页显著位置展示、流量

扶持等方式加强对商户正向引导。

指导意见指出，鼓励消费者厉行节约，引导平台进一步优化

餐品供给结构，优化餐品信息展示，积极推广小份餐品，强化全

流程文明点餐提醒，建立健全消费者节约激励机制。

指导意见强调，各级市场监管、商务主管部门要加强制度供

给，强化对平台企业的日常监管和行政指导，推动构建多方参与

的防范外卖食品浪费共治格局。

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联合发文

防范外卖食品浪费

本版责编：纪雅林 邓剑洋 崔杨臻

（上接第一版）

确保船舶污染物“应交尽交”“应收尽收”，离

不开硬件保障。近年来，宜昌加大资金投入，建

成 11 个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设施，建造接收船

48 艘，接收转运处置能力居全省前列。

天已擦黑，“大洋 86”号货轮停泊在宜昌临

江坪锚地，等待通过葛洲坝船闸。7 天航行中，

船上产生了 3 立方米生活污水。船长李永江打

开手机，点击“净小宜”小程序，提交了一份污染

物交付订单。

“有船在‘呼叫’，咱们出发。”附近的污染物

接收船“亲水环保 1”号船长张首之在“净小宜”

小程序上接单。

15 分钟后，两船会合，生活污水通过排污泵

被抽到“亲水环保 1”号。污水交付完成后，两位

船长的手机上同时收到“净小宜”生成的船舶污

染物接收电子联单，交付时间和数量一目了然。

接下来，这些生活污水将由码头接单转运，泵入

市政生活污水管网。

宜昌市交通运输智慧中心负责人李宪介绍，

除生活污水外，船舶交付的生活垃圾将由环卫部

门转运至固废处理中心；含油废水将在码头实施

预处理，再转运至危废处置单位。

“强化船舶污染防治，既要完善硬件条件，也

要加强软件建设，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李宪说，

宜 昌 创 新 推 出 船 舶 污 染 物 协 同 治 理 信 息 系 统

——“净小宜”，让行船、污染物接收船、转运车

辆、终端处理单位实现线上联动，助力污染物“交

接转处”全流程闭环管理。

目前，宜昌对船舶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接收

转运处置实行全免费。“打个‘网约船’就可运走

污 染 物 ，现 在 船 舶 、趸 船 普 遍 能 主 动 交 付 污 染

物。”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胡朝晖介绍，如今在

宜昌江段，靠港和待闸船舶污染物基本实现零排

放、全接收，船舶污染物交付接收量逐年增长。

截至 6 月 9 日，“净小宜”接收成交单次数累计突

破 50 万。自 2019 年“净小宜”系统上线以来，宜

昌江段累计接收长江船舶污染物 494552 吨。

建设新能源清洁能源供应
设施，率先实现规范性岸电全
覆盖

深夜，结束了 2 个多小时航行的“长江三峡

1”号停泊在宜昌港三峡游客中心码头，清洁岸电

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这座“水上酒店”。

走进游轮一楼的电池舱，一排排“小盒子”映

入眼帘。这是磷酸铁锂动力电池包，船上共有 4
个电池舱，载电量相当于 120 多辆电动汽车电池

容量之和。

电池功率大，怎样实现快速稳定充电？

“高压充电、低压补电，编织一张覆盖航线的

‘充电网’——这种新模式解决了大型纯电动船

舶大功率充电难题。”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岸电运

维服务人员李兴衡说，通过船载变压器把 10 千

伏高压岸电变为低压，再接入直流电，船舶航行

到上游后，能在多个游轮港口补电。

作为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所在，宜昌每年

有大量过往船舶在此停靠待闸。过去，船舶靠港

后 用 电 依 靠 船 舶 烧 油 发 电 ，造 成 空 气 、噪 声 污

染。“在国家关于港口岸电相关标准、规范尚未出

台，鼓励地方先行先试的背景下，我们多措并举

推进港口岸电试点建设。”宜昌市港航建设维护

中心党委委员林建国介绍，早在 8 年多前，三峡

库 区 首 个 岸 电 试 点 工 程 在 沙 湾 锚 地 正 式 建 成

送电。

创新探索出 6 种典型岸电供电系统，满足各

种停靠方式、各类船舶岸电使用需求；探索建立

车船一体化岸电云网服务平台，为港口、船舶提

供统一结算、移动支付等便捷服务……着力先行

先试，宜昌在长江流域率先实现规范性岸电全覆

盖。截至目前，岸电已覆盖宜昌江段 63 个经营

性码头和 2 个锚地，累计为 1.4 万余艘次船舶提

供清洁岸电 2500 多万千瓦时，预计今年岸电使

用总量将超过 700 万千瓦时。

中午时分，一艘名为“雅典娜”号的游轮静静

停靠在秭归港客运码头。记者随船长吕必云上

船，只见位于游轮中部的受电箱上接着一根粗大

的电缆，与码头趸船上的配电箱相连。

因航线稳定且用电量大，旅游客船的岸电需

求迫切。2019 年，“雅典娜”号完成受电设施改

造，并获改造补贴。“3 年多来，岸电让我们节约

燃油费用 90 多万元。”吕必云说，“现在，停靠宜

昌的游轮都抢着用岸电，要提前预约。”

不只是岸电。在长江宜昌段，新能源清洁能

源供应设施建设方兴未艾。今年 1 月，码头型制

氢加氢一体站在宜昌市夷陵区建成；4 月，长江

干线中上游首个 LNG（液化天然气）加注码头在

秭归县投运……

加快内河船舶产业绿色
智能转型，“宜昌造”占全省新建
新能源船舶一半以上

船台上焊花飞溅，一艘艘正在建造中的巨轮

静卧江边。这里是宜昌船舶工业园，集聚了 9 家

造船企业。

“开春以来，船台几乎满负荷运营。”宜昌船

舶工业园负责人王旭介绍，今年园区企业订单量

较上年增长 40%。

“‘长江三峡 1’号就是从这儿下水的。”宜昌

鑫汇船舶修造有限公司董事长覃启胜说，该船是

公司接到的第一个纯电动新能源船订单，没有现

成经验可供参考，“心里着实没底。”

鑫汇公司成立专家工作站，邀请武汉理工大

学专家和设备供应商技术人员开展指导。“不仅

大大提高了建造效率，还培养了一批新能源电池

安装方面的施工人才。”覃启胜说。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是“长江三峡 1”号投资

方之一。集团宜昌交运长江游轮有限公司副经

理刘军介绍，作为工信部高技术船舶科研示范项

目，该船由高校、科研院所、动力电池及船舶动力

控制系统头部企业等共同建造。

“航行近 300 次，累计载客 28 万人次，创造旅

游收入超过 1200 万元，纯电动游轮的运营效果

喜人。”刘军说，“去年，我们又投资新建了 2 艘纯

电动游轮，今年底将完工。”

宜昌造船业历史悠久，现有 25 家造船企业、

100 余家航运公司。如今，宜昌正以发展新能源

和清洁能源动力船舶为重点，加快内河船舶产业

绿色智能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今年 3 月，国内首家绿色智能船舶研发工作

室在宜昌成立，这是由中国船舶第七一九研究

所、武汉理工大学船海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和宜

昌市船舶检验中心共同发起的。“工作室已签约

6 个产学研合作项目，将重点突破纯电动货运船

舶技术瓶颈。”宜昌市港航建设维护中心主任梅

常春说。

5 月 18 日，总投资 80 亿元的宜昌绿色智能船

舶产业园开工，招引绿色智能船舶制造及产业链

相关配套企业入驻。

新建船舶审图中心，方便本地船企就近送审

图纸；研发船舶线上报检平台，实现业务流程“掌

上办”……政务服务提质提速，助力宜昌抢占绿

色智能船舶制造新赛道，跑出发展加速度。梅常

春介绍，除游轮外，“宜昌造”新能源船舶涵盖集

装箱船、油气双燃料和油气电混合动力货船等，

数量占全省新建新能源船舶的一半以上。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近 3 万

亩蔺草迎来收割季。该地是蔺草重要

种植基地，近年来，通过“公司+业主”

订单的形式进行规模化种植与加工，

形成产业链。用蔺草编织的凉席、枕

套、坐垫等家居用品和饰品，深受国内

外市场青睐。

图为 6 月 13 日，农户在海曙区古

林镇龙三村收割蔺草时抖去蔺草上的

杂质。

胡学军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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