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副刊 2024年 6月 4日 星期二2020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 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 24.00元 零售每份 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 003号

作品在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相结合的基础
上，通过清醒、精准、深情的笔墨，把中国农村
改革发展的先进经验凝固为文学文本，可谓新
闻大视野下新乡土文学写作的突破。

推荐读物

《氢能：21 世纪的绿色能源》：毛

宗强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氢的传奇：人类的伟大发现》：约

翰·里格登著，傅川宁译；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出版。

《煤炭碳中和战略与技术路径》：

谢和平、任世华、吴立新著；科学出版

社出版。

农 民 美 好 生 活 的 愿 景 是 什 么 ？ 村 庄

发展的内外动力在哪里？在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乡村全面振兴的道

路怎么走？“窥一斑而见全豹”，由劳罕、邢

宇皓、卢泽华、常河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

《山这边，山那边》，以苏皖交界处伍员山

下两个村子在党领导下的农村改革、乡村

振兴、村庄巨变为案例，对上世纪 90 年代

中期以来中国东部乡村 30 年变迁进行细

致观察和生动书写，对时代之问努力给出

现实解答。

《山这边，山那边》将历史思维和火热

现场融通，既有“我”的一以贯之的视角，也

有“我们”的扎实、科学、系统的研究，写生

产建设之路，更写美好生活之道，在丰富具

体的实践中探索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乡村文化建设等议题。作品发挥记

者深邃的洞察力和文学家的雄浑笔力，在

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相结合的基础上，通

过清醒、精准、深情的笔墨，把中国农村改

革发展的先进经验凝固为文学文本，可谓

新闻大视野下新乡土文学写作的突破。

勇于发现问题并善于解答问题，深刻

的思想性，积极干预现实生活的能力，是这

部作品的显著特色。

《山这边，山那边》聚焦当代农村改革

发展的热点，书写党的政策和国家重大发

展战略在基层的贯彻落实，直面基层社会

建 设 的 难 点 和 问 题 ，通 过 长 达 30 年 的 追

踪调查，用两个村庄的比较案例法，深入

探讨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路径和宝贵经

验。作品人物典型，事迹突出，生产生活

中的曲折和波澜细节充盈、含义丰富。

近 30 年来，作者持续关注两村并多次

进村蹲点，细致调研，深入思考，在《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先后发表了《山这边，山那

边……》《三年再访山两边》《苏皖两个相邻

山村的岁月嬗变》等多篇调研报道。以这

场长期调研为底料创作的报告文学《山这

边，山那边》坚持问题意识，坚持整体观和

辩证思维，坚持实事求是，对来自鲜活生产

生活现场的经验进行归纳。这些经验公开

报道后，在乡镇掀起大讨论，助推了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和乡村风尚转变。报告文学

《山这边，山那边》以及系列调研报道的刊

发出版，印证了作家兼记者运用手中之笔

积极介入生活、干预生活的担当和能力。

体现鲜明的人民性，“用最接地气的话，讲最火热的话题”，形象反

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文风亲切，情感醇厚，使这部作

品引发共情。

《山这边，山那边》善于捕捉当代中国乡村建设发展中的新变化、新

风尚，“脚上沾着泥土”，不仅采写素材全部来自作者对当代乡村现实的

第一手调查研究，题材和案例具有独家性，写作的角度具有高度的原创

性，而且自觉站在人民立场观察和思考问题。

“山这边”的安徽省郎溪县下吴村与“山那边”的江苏省溧阳市洑家

村，“同溪”“同山”“同一起跑线”，从不同步伐、不同节奏到相互协作、共

同发展，其间的迷茫、奋斗、曲折、梦想、波澜、发展以及你追我赶、“比学

赶帮超”，蕴含着许多跌宕起伏的故事。作品通过两个相邻小山村 30
年改革发展事实，生动论证了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正是

因为悬系着老百姓关心的问题，抓准了时代的脉搏，抓住了写作的重要

根源——生活，作品所抓话题才会及时有效，所议问题才会切中肯綮并

具有温度和高度。

作品回归“报告”和“文学”本位，充分彰显报告文学重视时度效的

文体优势，形象饱满，细节扎实，语言清新、淳朴、贴合生活又耐人寻味。

在信息极大丰富的全媒体传播环境下，报告文学的文体活力，来源

于其对时代生活的观察、发现和记录。关于报告文学创作的思想性和

文学性如何相得益彰，近年来探索很多。《山这边，山那边》无论是创作

的逻辑动力和思想刻度，还是文本的美学呈现，最终都较为有机有力地

统摄于生动的文学性之中。

在现实主义精神的烛照下，《山这边，山那边》引入第一人称视角，

以解剖麻雀式的精细功夫，采用沉浸式体验和调研采访形式，将两个村

落置于显微镜下进行长期细致观察，并将村庄内在的微妙悸动和村庄

外部的细致变化，巧妙重构为生动的文学故事。在典型环境中塑造人

物形象，特别是关于“新梁生宝们”的系列刻画以及对乡村生活中涌动

的新事物的书写，抓住人心、人性和环境特点，富含时代信息和文化特

质。古老而葆有活力的村庄经由精心锤炼的接地气的语言呈现出来，

令人难忘。

好作品一定是生活的馈赠。作为一部兼具思想性、人民性和文学

性的报告文学作品，《山这边，山那边》甫一问世便引起关注，创作层面

的确有一些经验值得总结。其中，作者求真务实、心忧民生的情怀和态

度尤其给人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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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 能 源 ，氢 的 优 势 十 分 突 出 。 一

是，氢元素分布广泛，约占宇宙物质总量

的 81.75%，在地球水体中储量丰富；二是，

氢气的燃烧热值高，是汽油的 3 倍、酒精的

3.9 倍、焦炭的 4.5 倍；三是，氢气燃烧的产

物只有一种——水。来源丰富，能量密度

高，清洁无污染，集三重优势于一身，在倡

导绿色发展的今天，氢能源的开发与利用

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近年来，我国氢能技术及产业快速发

展：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完成达速试跑，

海水直接制氢技术在福建海试成功，《氢

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

《氢能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3 版）》

等陆续推出……氢能作为清洁能源，为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成为深受关

注的科技话题。

既是清洁能源，也
是“多彩”能源

氢元素并不等于氢能源。从人类利

用氢能的广义角度来看，太阳质量的 72%
是氢，它几十亿年来通过持续不断的热核

聚变，把氢中的能量转换成光能，源源不

断地送达地球，驱动地球上的物质循环与

能量循环，孕育了地球上的生命。而我们

日常生产生活中用到的氢能，主要是氢和

氧进行化学反应释放出的化学能。

数百年来，人类从未停止对低能耗、

低成本氢能制取技术的探索。因为地球

上的氢元素只占地球总质量的 0.76%，其

中氢单质，也就是氢分子的赋存更是极其

稀少，所 以 人 类 无 法 像 勘 探 开 采 石 油 和

煤炭那样轻易找到“氢矿”，而要通过科

技手段来制取氢气。 19 世纪后，氢燃料

动力火箭把人类带入瑰丽的太空，氢燃

料电池技术的出现则让“氢—电”直接转

换成为可能。直到今天，科学家仍在努

力将地球上的太阳能、风能、海洋能等可

再生能源，再度转化为氢这一清洁、高密

度的能源形式。

氢能是“多彩”的。根据不同制取方

式，氢能可分为绿氢、灰氢、蓝氢、紫氢、金

氢等。其中，灰氢来自煤炭制氢、天然气

制氢、工业副产氢气，属于直接制氢，成本

较低，但需要消耗煤、天然气等化石能源，

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目前，灰氢产量约

占全球氢气产量的九成以上。蓝氢则是

在灰氢基础上，将制备过程中排放的二氧

化 碳 副 产 品 捕 获 、利 用 和 封 存 ，更 加 环

保。紫氢是利用核能进行大规模电解水

制氢。近年来，地质学家还发现了金氢，

它由地下水与地下橄榄石（一种呈绿色的

镁铁硅酸盐）等矿物相互作用，使水被还

原为氧气和氢气。在这一过程中，氧气与

矿物中的铁结合，氢气则逃逸到周围的岩

石中，并利用地下矿石的石化过程不断再

生氢气。金氢因其地质储藏勘测和开采

难度极大，目前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

最 为 重 要 的 绿 氢 ，是 通 过 风 能 或 太

阳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发电，再利用这

些 清 洁 电 能 ，以 电 解 水 方 式 制 取 氢 气 。

绿 氢 在 制 取 过 程 中 基 本 不 产 生 温 室 气

体，是目前氢能发展的主要趋势。放眼

世界，绿氢成为各国清洁能源转型的重

要一环，不少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

建设大规模绿氢供应链。2023 年 8 月，我

国首个万吨级光伏发电直接制绿氢项目

——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全面建成投

产，每年可生产 2 万吨绿氢，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约 48.5 万吨。

创新“开采”方式，
向海洋要氢

进入 21 世纪，氢能应用场景更加广

泛。从汽车到船舶，从工厂到家庭，氢能

出现在社会生产生活各个方面，不少大型

城市开始兴建加氢站等基础设施，氢能源

技术与产业得到大规模推广。中国作为

氢能生产大国和使用大国，有力推动氢能

发展。在交通领域，2022 年我国氢能源汽

车保有量首次突破万辆，预计到 2025 年有

望增至 10 万辆。

在旺盛的需求引导下，绿氢制取的成

本大大降低。目前，绿氢主要通过电解水

来 制 取 ，成 本 的 80% 来 自 电 解 过 程 的 能

耗。根据工作原理、温度以及所用电解池

材料的不同，电解水制氢可分为碱性电解

水、质子交换膜电解水、高温固体氧化物

电解水 3 类。碱性电解水技术成熟度较

高，具有成本优势，是现有大规模绿氢工

程项目的主要方案。质子交换膜电解水

技术效率高于碱性电解水，系统集成简

单，但需要使用贵金属铂、铱等作为催化

剂，目前设备成本约为碱性电解水的 3 倍，

未来需通过新型催化剂的开发和膜电极

制备技术的发展提升性价比。高温固体

氧化物电解水技术，则是在 500—800 摄氏

度高温下，将电能和热能转化为化学能

（氢能），氢气被高效地分离出来，被认为

是理论效率最高的电解水制氢技术。综

合来看，发展新型电解质材料、提高关键

材料寿命、优化工作温度成为电解制氢技

术的发展方向。

新 的 制 取 方 式 也 在 开 发 中 。 其 中 ，

海水直接电解制氢技术和海上风电技术

备受关注。未来绿氢的大规模生产，与

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相耦合是关

键。特别是在海上风电发展迅速，海水

资源颇为丰富（地球水资源总量的 97%）

的背景下，利用海水直接电解制氢技术

和海上风电技术向海洋要氢，成为绿氢

制取的重要方向。这就像在大海上建起

一座座“氢矿”，产出的绿氢可直接通过

海上油气管道等进行远距离运输，提供

了大量氢能。

实现海水直接制氢的设想，要迈过不

少技术门槛。电解海水制取氢有两种方

式：一是淡化海水至纯水再制氢，技术复

杂、成本高，难以规模化生产；二是海水直

接电解制氢，难点在于海水成分复杂，对

设备中的催化剂、电极、隔膜要求很高。

经过长期攻关，我们尝试用物理力学方

法，在一种透气不透水的“膜”作用下，把

海水里的水汽“抽”出来，隔绝海水中的杂

质离子，从而使水汽成为电解制氢用的

“纯水”，向电解液补水。2022 年 11 月，这

一成果发表在《自然》杂志，后被科技部评

为 2022 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之一。未来，

海水直接制氢有望开辟氢能源技术和产

业化新赛道。

储用结合，丰富利用手段

解决了氢能的来源和制取成本问题，

就要考虑如何把氢能送达各类应用场景

并创新氢能利用方式。储存和运输，始终

是人类能源利用的技术课题。氢气密度

小、易燃烧，因而储运成本高，存在安全风

险，长期以来影响着氢能利用。为此，科

学家们正尝试将氢转化为易储易运的氨

或甲醇，进而实现绿氢大规模应用。比

如，以经典的哈伯—博施工艺借助氮气及

氢气制取氨气，或利用新兴的电化学常压

低能耗合成氨技术，实现“氢氨融合”，丰

富了化肥、工业等传统用氨行业及绿氨掺

混发电、绿色船用燃料等下游新兴领域的

能源供给。另外，利用绿氢和二氧化碳合

成绿色甲醇，也能实现氢能整体的全周期

近零排放。目前全球市场对绿色甲醇、绿

氨、生物柴油等绿色清洁液体燃料需求巨

大，相关产业总产能有待进一步提高，绿

色清洁液体燃料前景广阔，有望成为更具

经济性的绿氢消纳利用新路径。

除了作为化工原料（如石油炼化、合

成氨、合成甲醇）和工业工艺气体（如钢

铁、半导体行业还原剂）等传统使用方式

外，绿氢还可以作为能源、燃料来使用。

氢燃料电池是目前被广泛看好的氢能利

用路线。氢燃料电池汽车具备零排放、零

污染、无噪声、补充燃料快、续航能力强等

优势。2022 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超过 1000
辆氢能源汽车投入使用，并配备了 30 多个

加氢站，这是迄今为止氢燃料电池汽车在

全球最大规模的集中示范运营。

在新技术加持下，氢能交通工具可以

实现风、光、水到氢再到水的“无碳物质闭

环”，构成绿色发展的一次次清洁能量循

环。比如氢能源市域列车，以每天 500 公

里里程计，每年大约可减少 10 余吨二氧化

碳排放。未来，氢能大巴、氢能重卡、氢动

力船舶、氢动力无人机等都可能出现，氢

能交通工具也有望与其他新能源交通工

具一道，构筑城乡发展的运力网络。

展望未来，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

中，氢能源将在交通、工业、建筑、电力、国

防、航空航天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这需

要科研工作者和一线企业共同努力，开发

氢能制取、储存、运输、利用等一系列新技

术。时不我待，元素周期表上的第一个名

字，还有许多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发现。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

特聘教授）

制图：沈亦伶

氢能源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谢和平

近 年 来 ，散 文 创 作 不 断 突 破 原 有 格

局，取得长足进展。作家罗铮在新近出版

的散文集《一江名赣》中，寄情山水，述怀

人生，追求“修辞立其诚”的同时彰显散文

的个性品质，在一定程度上启发我们思考

今天的散文创作。

许多人的记忆中都有一湾小河，或一

片湖泊，或一条大江，贯穿成长始终。作

者生于斯长于斯的赣江，便是这样一条参

与他人生历程的河流。赣江和它滋润的

大地不仅成为作者的成长营养来源，也成

为他取之不尽的写作源泉。

赣江之水来源于章江与贡江，二水汇

合 后 向 北 流 去 ，纵 贯 赣 鄱 大 地 ，注 入 长

江。作者从赣江源头着笔，逐渐把思绪延

展到赣江的广阔流域及其滋养的山水人

文，赞叹她的辽阔与壮美，感恩她哺育的

深厚文脉，并且从东江源区森林资源保

护、鄱阳湖湿地候鸟保护等方面，展现人

们的生态理念和环保行动。

因为从小成长于赣江之滨，后来又投

身生态环保事业，作者对江河山川有着深

厚的情结。如果说《大水微澜》中的白云

山、武夷山、三百山，《赣鄱新绿拂》中的南

矶山、篁岭等，还只是其笔下奔腾江河的

背景，显得有些远渺，那么在《一山匡庐》

中，他终于能够腾出一方天地，为自己敬

畏的大山尽情挥洒笔墨。他由“路”起笔，

探寻庐山的前世今生，从数亿年前地壳运

动中庐山悬崖峭壁的形成、300 万年前第

四纪冰川期新型植被的滋生，到东周列国

匡氏兄弟的结庐而居创下“匡庐”名号、西

汉司马迁用熠熠生辉的《史记》开启庐山

与一个个人物的相遇，以至魏晋以降陶渊

明、谢灵运、李白、孟浩然等诗人雅士涉足

庐山的踪迹和诗词，都在书中铺展开来。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不只是秀甲天下的山

光水色，更有气韵生动的历史文化。

作者循着人文山水，经由赣江、东江、

鄱阳湖和庐山，回到了一个名叫黄冠的赣

南山村，这是他挚爱的故乡。在借故乡人

事描写风物人情中，作品描绘了故土大地

的新山乡巨变，展现了社会发展给人们带

来的物质生活变迁和精神世界洗礼。《钟

三秀一家》让我们看到普通农妇钟三秀如

何踏实劳动，品尝到幸福生活的甜蜜；《老

罗的“砖艺”》把手艺人凭借技艺坚守乡

土、发家致富的故事娓娓道来；《洗麻袋的

兄弟》则用情记叙三兄弟同甘共苦、手足

同心的难忘成长……行走在故乡大地，作

者以后生晚辈的身份近距离地打量身边

的乡亲，倾听他们的内心，走进他们的生

活，书写他们的善良、坚韧和对生活的热

爱与信心。

这本散文集还呈现了作者另外一些

写作主题。或是行走城市，摹写现代人

的精神世界；或是展开文化行旅，书写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绵延。作者走近

山水风物和现实人生的同时，努力感受

和思考，但书写的独特性和深刻性尚显

不足。

散文是一种真诚的艺术，这真诚里又

显示出写作者的个性。好的散文，也许没

有繁花似锦的修辞，也没有天马行空的

想象，却能在真诚与个性的相融相生中，

给人以阅读的滋养。

（作者为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寄情山水 述怀人生
李洪华

《一江名赣》：罗铮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2023 中国艺术发展报告》：中国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编写；中国文联出

版社出版。

本 书 将 宏 观 概 览 和 案 例 分 析 相 结

合，展示文艺发展现状，探讨各艺术门类

的新形态、新观念、新趋势。

《触手可及的未来科技：科学家与科

幻作家的跨时空碰撞》：山东科学技术出

版社出版。

本书邀请中国前沿科技领域的科学

家，解读科幻作品中的未来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