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冲浪潜水设备、户外

跑步服、防晒衣销量分别同比增长 87%、153%、

75%。9 月以来，消费点评平台上“户外徒步”

关键词的搜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370%……

近年来，随着户外运动蓬勃发展，户外运动

产业正茁壮成长，场地设施也实现了迅速增

长。截至 2022 年底，我国健身步道共计 12.78
万 个 ，达 31.42 万 公 里 ，较 2021 年 分 别 增 长

20.68%、19.29%。全国冰雪运动场地 2452个，较

上年度增长 8.45%。

一头连着经济，一头连着民生，户外运动

产业具有资源消耗少、产业链条长、导流效应

大、社会效益高等特点，既能直接带动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装备研发制造销售等相关产业发

展 ，也 能 间 接 带 动 旅 游 、康 养 、培 训 、保 险 等

发展。

“发展户外运动产业，能够产生拉动内需、

促进就业、扩大消费的积极作用。”国家发展改

革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彭福伟告诉记者，当

前，户外运动产业在体育产业中的占比约为

60%，参与人数超过 4 亿。

为促进户外运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022 年

11 月，相关部门出台了《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

划（2022—2025 年）》。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又会同体育总局等部门印发《促进户外运动设

施建设与服务提升行动方案（2023—2025 年）》

（以下简称《行动方案》）。

“《行动方案》更加聚焦设施建设与服务

提 升 ，更 加 注 重 政 策 措 施 的 可 操 作 性 ，为 户

外运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精准高效的政策保

障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社 会 发 展 司 司 长 刘 明

表示。

据介绍，《行动方案》提出了四方面重点

任务。一是推动户外运动产业绿色发展，包

括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推

动户外运动项目合理布局等。二是加强户外

运动场地设施建设，包括推动体育公园建设、

构建国家步道体系、优化冰雪运动设施布局、

完善山地户外运动设施、增加水上运动设施

供给、支持露营场地建设、培育汽车自驾运动

营地、加强航空飞行营地建设等。三是提升

户外运动服务供给质量，包括丰富户外运动

赛事活动供给、提升户外运动科技应用水平、

完善户外运动安全救援机制、加强户外运动

标 准 化 建 设 、普 及 户 外 运 动 文 化 与 技 能 等 。

四是促进户外运动产业创新发展，包括加强

产业政策集成创新、创新土地供应方式、构建

户外运动装备运输新机制、激发民营户外运

动企业发展活力、发挥户外运动产业就业增

收功能等。

《行 动 方 案》提 出 了 工 作 目 标 ：到 2025
年，户外运动设施建设和服务质量供需有效

对 接 ，参 与 群 体 更 加 广 泛 ，赛 事 活 动 更 加 丰

富，专业人才队伍持续壮大，安全监管政策体

系更加健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批发展基础

好、服务保障全、地方特色强、配套产业优的

户外运动发展高地，推动户外运动产业总规

模达到 3 万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推动落

实《行动方案》，推动户外运动优质供给持续

增加、消费场景不断丰富、公共服务设施提质

升级。

多部门联合出台行动方案——

促进户外运动设施建设与服务提升
本报记者 刘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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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是我国能源安全的“压舱石”，年消费

量占国内能源消费总量的 56%左右。作为重

要的传统能源产业，煤炭工业有力支撑了经济

社会发展，却也一度给人们留下了粗放、高污

染的印象。

近年来，煤炭工业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大力推进清洁高效利用，发生了不少可

喜的新变化。

高端化

跳出传统发展模式，
开发高附加值、精细化、差
异化产品

在实现“双碳”目标背景下，煤炭将从现阶

段我国的主体能源，逐渐转为支撑性能源，继

而向应急保障和调峰能源转变。看长远，煤炭

业如何跳出“挖煤—卖煤”的传统路子，打造新

的增长点？

在国家能源准能集团研发中心，工作人员

向记者展示了一种黏稠的黑色液体。这是企

业的最新研究成果——煤基纳米碳氢燃料，由

煤、水和少量添加剂，经过纳米化工艺制成的

一种新型特种燃料。

“这种燃料点火温度低，且可以维持自主

稳定燃烧，能够大幅降低火电厂发电煤耗。”国

家能源准能集团有关负责人说，不只是火力发

电领域，煤基纳米碳氢燃料还可以应用于炸

药、燃油替代、煤化工气化等多个领域。以煤

化工气化为例，通常煤浆浓度每提高 1 个百分

点，合成气产率可提高 0.5 个百分点。传统水

煤浆浓度一般为 60%左右，进一步提升浓度的

成本很高，而煤基纳米碳氢燃料成浆浓度可接

近 70%。

“一家煤化工企业试用后，产出的合成气

增加，每年能新增 2 亿元左右的收益。”该负责

人介绍，以煤基纳米碳氢燃料替代原燃料煤

炭，准能集团正打造“煤—电—粉煤灰—绿色

电解铝—高端铝产品、稀有金属—白泥综合利

用产品”的产业链，将煤炭“吃干榨净”。初步

估算，这条产业链的经济效益将是原煤价值的

18 倍，还能为解决我国铝土矿资源不足等问题

提供新的路径。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新闻发言人张宏认为，

煤炭在能源属性达到峰值之后，工业原料属性

会越来越突出。应提高煤炭作为原料的综合利

用效能，开发高附加值、精细化、差异化产品，推

动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

对于煤炭推动高端化发展带来的效益，山

东能源兖矿鲁南化工董事长张岭感触颇深：

“这两年，针对下游客户对醋酸脱碘的指标需

求，我们持续开展技术攻关。品质提升了，产

品‘身价’上涨，预计今年仅精脱碘醋酸这一项

的销售，就能增加效益 1000 多万元。”

眼下，鲁南化工加紧冲刺己内酰胺产业链

配套节能减碳一体化项目的投产目标。“己内酰

胺是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可加工成尼龙 6，广

泛应用于汽车、电子电器、包装等领域，在汽车

领域可以用于制造轻量化零部件，提高燃油效

率。”张岭说，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更多低阶原料

煤的提级利用，二氧化碳排放量可降低约 10%。

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我国煤制油、煤制

气、煤（甲醇）制烯烃、煤制乙二醇产能分别达

到 931 万吨、61.25 亿立方米、1672 万吨、1155 万

吨，煤炭作为化工原料的综合利用效能持续提

高，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十四五’及今后较长时期，煤炭工业改

革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煤炭在一次能源消

费结构中的比重还将持续下降，倒逼煤炭行业

必须转变长期以来依靠产量增加、规模扩张、

价格上涨的发展方式，着力推动转型升级，提

升发展质量。”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梁嘉琨

认为，未来，煤炭行业还将继续加快向生产智

能化、管理信息化、产业分工专业化、煤炭利用

洁净化转变。

智能化

全国煤矿智能化建设
总 投 资 规 模 已 超 1500 亿
元，助力保安全、提效率

内蒙古鄂尔多斯，梯田般盘绕的露天矿坑

里，载重 330 吨的无人矿用卡车装上电铲剥离

的矿土，前往 2.5 公里外的卸载区排弃，整个

“采、运、排”过程精准顺畅。

“露天煤矿的矿卡车型大、盲区多，尤其是

夜间或者天气差时，司机作业安全隐患大。这

些无人矿卡采用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数字

孪生等新技术，能够自主规划路径、精准停靠

卸载，驾驶速度也和司机驾驶差不多。”国家能

源准能集团黑岱沟露天煤矿智能化建设管理

中心经理郭培说。

输入煤岩、台阶参数等信息，智能穿爆系

统可将布孔精度提升到 5 厘米以内；高台阶雷

达监测系统，能够快速识别潜在危险区域，预

警时效由 24 小时缩短至 2 小时，每年可多采收

煤炭超过 10 万吨……智能科技赋能，黑岱沟露

天煤矿的生产管理更加智慧高效。

百米井下，煤炭生产同样智能。在山东能

源枣矿集团付村煤业公司，工作人员在电脑上

轻点启动键，智能采煤机缓缓向前，液压支架

自动跟机支护，乌黑的煤炭落入刮板运输机向

外运出。

“井下单个工作面从 18 人减少到 7 人，单

产水平提高了 46%左右。”付村煤业公司副经

理侯晓松介绍，矿井还安装了智能喷雾系统，

可实现煤流识别喷雾和粉尘超限喷雾，改善作

业环境。

煤炭行业属于高危行业，生产过程常常伴

随水害、火灾、瓦斯、冲击地压、粉尘等灾害隐

患。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可以减少高危岗位，

助力减人员、保安全、提效率。国家能源局煤炭

司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2022 年底，国家能源

集团、中煤集团、山东能源集团等 7 家重点煤炭

企业已建成智能化产能 13.93 亿吨/年，占其总

产能的 74.7%。

智能化建设也撬动了相关产业升级。截至

今年 5 月，全国累计建成 1043 个智能化采煤工

作面、1277个智能化掘进工作面。据初步统计，

全国煤矿智能化建设总投资规模已超 1500 亿

元，带动了矿山物联网、煤机装备制造、智能控

制系统等产业快速发展。

“规模大、场景多，是我国煤炭行业智能化

建设的优势，但也带来了挑战。”山东能源集团

董事长李伟认为，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的煤矿

生产条件差异较大，采掘、运输、洗选等场景复

杂多样，智能化应用成本高、复制难度大，“下

一步，应加快煤矿智能化标准体系建设，打通

煤炭、煤机、软件等企业之间的数据壁垒，沉淀

数据、推进共享。”

绿色化

加快绿色低碳技术攻
关，推动资源循环利用

采访中，不少专家和企业表示，煤炭等化

石能源短期内仍是主体能源，推动煤炭产业绿

色低碳发展、与新能源优化组合，是统筹减污

降碳和安全保供的现实选择。

江苏徐州，驱车前往徐矿集团华美热电

公司的途中，蓝天白云、满目翠绿。这个曾经

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的城市，从“一城煤灰

半城土”到“一城青山半城湖”，走出了一条转

型新路。

华美热电公司厂区内，两台循环流化床发

电机组满负荷运行，地面、池塘、屋顶等处，近

1.3 万块光伏板整齐排列，部分光伏板下还种

上了花生、红薯等作物。

华美热电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卢官发

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电厂加快实施机组节能

降耗、供热升级等技术改造，各项参数均优于

超低排放标准。上半年二期光伏项目建成后，

每年可发电约 860 万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煤

约 2720 吨，电厂自发自用外多余的绿电，可以

供附近的淮海大数据中心使用。

“生态优先、绿色低碳，是推动煤炭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徐矿集团董事长冯

兴振看来，今后 5 年是企业绿色转型的跃升期，

“生产方式上，将坚持‘是矿不像矿、产煤不见

煤、采煤不用煤’的思路，大力推广清洁化生产

技术、装备、工艺，实现煤炭清洁开采与高效利

用。产业结构上，要从‘一煤独大’向‘多能互

补’转变，积极建设光伏等新能源项目。”

推动资源循环利用、价值循环提升，是煤

炭行业绿色转型的另一个主攻方向。在国家

能源准能集团，近 10 万亩复垦土地资源被打造

为工业旅游景区；在山东能源枣矿集团高庄煤

业公司，煤矸石用于筑路、制砖等，尾煤泥截粗

改造提高中煤产率；在徐矿集团张双楼煤矿，

矿井涌水作为井下防尘水使用……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10
年 来 ，全 国 矿 井 水 综 合 利 用 率 由 62%提 高 到

79.3%，土地复垦率由 42%提高到 57.8%，煤矸

石 及 低 热 值 煤 综 合 利 用 发 电 装 机 由 2950 万

千瓦提升到 4300 万千瓦，实现超低排放的煤

电 机 组 装 机 超 过 10.5 亿 千 瓦 ，占 比 达 到 94%
左右。

针对煤炭固有的高碳特征，一些煤企在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封存（CCUS）技术上积极

创新。今年 6 月，亚洲最大火电 CCUS 项目在

国家能源集团江苏泰州电厂建成投产，二氧

化碳捕集率大于 90%，捕集电耗较传统工艺降

低约 10%。“项目自主研发了新一代高容量、低

能耗、长寿命吸收剂，开发了焊接制造、食品

级干冰、机械清洗等用户，将实现捕集二氧化

碳的 100%消纳利用。”江苏泰州电厂副总经理

刘建东介绍。

将“乌金”炼成“绿金”，并非一蹴而就。梁

嘉琨表示，下一阶段，要尽快突破煤炭行业绿

色低碳发展的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进一步完

善碳核算、碳减排体系。同时，持续探索煤炭

绿色低碳的生产开发模式，探索煤炭等传统能

源与新能源协同组合发展的动力机制。

下图：国家能源准能集团无人矿用卡车多

编组运行。 王国灏摄

煤炭业大力推进清洁高效利用，增强安全保供能力

把更多“乌金”炼成“绿金”
本报记者 丁怡婷

多部门协调联动、
多层次机制保障，让农
村客运提供更丰富更
优质的服务，不断满足
农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需要，为乡村全面振兴
提供有力支撑

前不久，笔者在山东禹城

采访时发现，这里的汽车客运

站升级改造成了“交邮驿站”。

每天清晨，快递包裹分拣完毕

后，被搬上从县城开往乡镇的

公交车，再搭乘村村通小客车

进村入户。农村公交转向“客

货联运”，不仅打通了农村寄递

“最后一公里”，也为农村客运

发展蹚出了新路。

我国农村地区生活着广大

农民群众，农村客运既事关农

村经济发展，也影响着农民生

活质量。2020年实现具备条件

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客车以

来，各地深入推进农村客运公

交化运营，推动城乡客运出行

条件持续改善。数据显示，截

至 2022 年底，乡镇和建制村通

客车率分别达 99.8%和 99.7%，

其中通公交的乡镇和建制村比

例分别达 43.9%和 50.6%，分别

较 2020年提高 10.6和 11.3个百

分点。

农村客运覆盖面更广、通

达率更高的同时，“开得通、留

不住”成为新课题。部分汽车

客运站关停并转，一些客运企

业出现亏损，被迫减少乃至停

运通往乡村的车次。以山东禹

城为例，自 2018 年开始，开往

乡 村 的 客 运 上 座 率 便 出 现 下

降，过去平均每小时客流量上

百 人 ，如 今 一 天 下 来 也 就 百

余人。

应该看到，当前部分农村

客运面临发展困境，是道路客

运供需关系深度调整的结果。从外部环境看，近年

来，农村人口加快向城镇转移，叠加高铁、城际铁路

和私家车日益普及，使得农村出行方式选择更加多

元，农村客运的市场需求有所下降。从经营主体看，

农村客运大多实行政府定价，在农村公交实行普惠

票价的情况下，日常收入难以支撑支出，客运经营者

压力不小。

未 来 ，农 村 客 运 要 退 出 市 场 吗 ？ 答 案 是 否 定

的。作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农村客运仍然是向农

民群众提供交通运输服务的主要方式，是保障群众

日常出行、打通物流“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渠道，仍然

需要确保“开得通、留得住、可持续”。

推动农村客运可持续发展，转型势在必行。面

对客流下滑挑战，不少地方已经主动应对、积极探

索。在山西平顺，每日固定车次之余，农村客运变身

“预约式公交”，农村居民可按需叫车；在广东台山，

新近开通的旅游专线既串联起散落乡间的旅游资

源，也让村民有了更多车次可以选择……这些创新

实践，结合当地产业布局和人口分布，有效提升了公

交车辆利用率。多部门协调联动、多层次机制保障，

让农村客运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服务，不断满足农

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

支撑。

让
农
村
客
运
开
得
通
留
得
住

韩

鑫

■资讯速递R

本报电 日前，“海洋石油 720”深水物探船搭载

我国自研海洋拖缆地震勘探采集装备“海经”系统，首

次完成超深水海域地震勘探作业，发布了我国首张超

深水三维地质勘探图。

“海经”由震源控制、拖缆采集、综合导航以及定位

与控制等多种装备系统组成。与进口装备相比，“海

经”采集到的地震资料识别度更高，可透过 3000 米水

深，精细刻画万米地层的复杂地质结构。在我国已探

明的油气储量中，40%左右的海洋油气资源蕴藏在深

水区域。此次作业位于珠江口盆地 3000 米超深水区

块，“海经”的成功应用填补了我国在海洋拖缆地震勘

探技术领域的空白，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拥有全套

海洋地震勘探拖缆采集装备的国家。 （冉永平）

“海经”系统完成超深水地震勘探作业

本报电 2023 世界 VR（虚拟现实）产业大会日前

在江西南昌召开，会上发布了《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白皮

书（2023 年）》以及“2023 中国 VR50 强企业”名单。数

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虚拟现实产业迅速发展，生态体系

不断完善，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2023 年，“中国 VR50 强企业”营收超 1 亿元的数

量增长到 34 家，5 年来平均研发投入比基本保持在

50%左右。核心技术不断突破，虚拟现实与 5G、人工

智能等技术体系加速融合，带动一体机、头戴式、移动

端等产品“百花齐放”。融合应用不断深化，虚拟现实

赋能产品研发、装配、维修各个环节，广泛应用到智慧

景区、文物修复、虚拟直播、展览展示等场景。工业和

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深化行业应用

示范，打造可复制易推广的虚拟现实应用案例，加快虚

拟现实在工业生产、文化旅游、融合媒体、体育健康等

重点领域的规模化应用。 （刘温馨）

我国营收超亿元的VR企业达 34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科技创新为引

领，加快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升级改造”。

传统产业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

底，如何通过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增强

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让“老树”发

出“新芽”？本版今起推出“传统产业新模

样”系列报道，展现煤炭、建筑、纺织等传统

行 业 转 型 升 级 、焕 发 生 机 的 新 实 践 、新

成效。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