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阅读

位于江苏苏州的苏州博物
馆本馆，过去一直存在能耗高、
运行费用高、碳排放高的问题。
近年来，通过摸清碳排放“家
底”、更新换代博物馆设备、实施
智慧管理，苏州博物馆本馆着手
打造运行碳中和博物馆，实现绿
色转型。

■■我们的低碳生活我们的低碳生活R

           本版责编：陈   娟   张   晔   何宇澈

           版式设计：蔡华伟

①①

②②

③③

本报北京 11月 3日电   （记者王浩）近日，

《淮河水资源调度方案》获水利部批复，为淮

河干流及淮河水系 12 条重要跨省河湖水资

源统一调度奠定了重要基础。

《淮河水资源调度方案》围绕促进水资

源可持续利用、维系良好生态环境的目标，

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用水需求及调

入调出区关系，将淮河干流及 12 条重要跨

省河湖、83 座重要控制性水工程、9 项重要

跨流域调水工程以及规模以上重要取用水

户纳入淮河水资源统一调度。《淮河水资源

调度方案》从供水调度、下泄流量（水量）调

度两方面提出调度原则和干支流统一调度

的实施路径，可有效指导年度水资源调度计

划的编制、实施和淮河水资源实时调度，同

时进一步强化了流域管理机构对淮河水资

源统一调度、统一管理的职责。

根据水利部部署，2020 年淮河水利委

员会启动调度方案编制工作，充分总结淮河

及沙颍河、涡河、史灌河等支流年度水资源

调度实践经验，加强淮河干流来水、用水规

律分析研究，并多次组织开展专家咨询和技

术讨论，充分征求、多次协调流域相关省份

意见，力求调度方案切合流域实际，可操作、

可执行、可落地。历经 4 年多，《淮河水资源

调度方案》于今年 7 月通过审查，近日获批。

《淮河水资源调度方案》批复

10 月 23 日是工作日，江苏苏州东北街，

游客依然如潮水般涌入位于街口的苏州博物

馆本馆。

苏州博物馆本馆由建筑大师贝聿铭设

计 ，自 2006 年运营以来一直热度不减。然

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座绿竹挺拔、流水

潺潺的建筑，曾经一直存在能耗高、运行费用

高、碳排放高的问题。

苏州博物馆馆长谢晓婷告诉记者，为了

给每天上万名游客营造舒适的参观环境，同

时让馆藏文物有好的“体感”，博物馆需常年

恒温恒湿，并保持很高的空气洁净度，这需要

消耗大量能源。

为改变这一局面，2021 年以来，苏州博

物馆本馆着手打造运行碳中和博物馆。如何

推进低碳运营？日前，记者走进苏州博物馆

本馆，探寻这里的低碳密码。

全方位“诊断”，算清
“能耗账”

走出苏州地铁 6 号线拙政园苏博站，步

入东北街，白墙黑瓦、飞檐斗拱的苏州博物馆

本馆映入眼帘。空中俯瞰，它宛如一颗璀璨

的明珠，镶嵌在苏州古城区的小桥流水间。

苏州博物馆本馆总建筑面积 1.9 万平方

米，馆藏文物 2.5 万余件（套），年平均接待

游客达 250 万人次。谢晓婷告诉记者，

苏州博物馆本馆是苏州的地标建筑之

一 ，设 计 建 造 过 程 中 ，每 盏 灯 、每 扇 窗

户、每块地砖都十分讲究。如今，投入使

用近 20 年的苏州博物馆本馆，如何做到低

碳节能？

首先就得算好“能耗账”，摸清碳排放“家

底”。为此，苏州博物馆请来清华大学建筑节

能研究中心魏庆芃教授团队，对整座建筑进

行全方位“诊断”。

“难度太大了。”魏庆芃感慨，虽然有数十

年相关工作经验，但进入苏州博物馆本馆开

展工作时，他依然觉得困难重重。

难在哪儿？魏庆芃解释，博物馆设备不

能停机，否则文物就可能“受伤”，很多工作只

能“见缝插针”地开展。此外，很多设备和管

道隐藏在一层与负一层间的狭窄夹层中，工

作人员只能带着仪器、弯着身子钻到一个个

点位去测量数据；夏天最热的时候，夹层里温

度 高 达 50 多 摄 氏 度 ，不 一 会 儿 全 身 就 湿

透了。

就这样，经过两年多的努力，通过对博物

馆建筑构造、材料、设备等进行多维度的测

量、分析，魏庆芃团队拿出了一份《苏州博物

馆能耗审计及节能诊断报告》，找出了苏州博

物馆能耗高、运行费用高、碳排放高的症结所

在，并对症下药提出了《苏州博物馆实现运行

碳中和的博物馆实施方案》。

下一步，就是给苏州博物馆本馆供能系

统“动手术”了。

更新换代，全新能源
生态体系逐步成形

21 摄 氏 度 左 右 的 室 温 、50% 上 下 的 空

气 湿 度 ，这 是 苏 州 博 物 馆 本 馆 里 文 物 最 适

宜 的 环 境 。 整 座 博 物 馆 如 何 实 现 恒 温 恒

湿呢？

苏州博物馆工程设备部主任王建领着记

者从一楼的一道小门进入，再穿过一条条纵

横交错的人行通道，来到位于博物馆负一

层的机房，在这里就可以找到答案。

“把冷空气和热空气按照一定的比例混

合，就能调节出想要的温度和湿度。”王建指

着机房里一台台冷水机组和锅炉说，这些设

备的性能将直接影响博物馆的能效。

王建告诉记者，苏州博物馆本馆投入使

用近 20 年来，相当一部分设备已落伍。就拿

机房里的螺杆式冷水机组来说，其发动机转

速每分钟只有 3000 多转，如果提高转速，机

械会摩擦生热，零部件又承受不住。所以，老

设备不仅能耗高，每年还要花费不少费用进

行维护保养。

如 今 ，苏 州 博 物 馆 本

馆将其替换成最新款的磁悬

浮变频离心式冷水机组。这套设

备由苏州科技城一家科技企业研发。

新设备有什么不一样？该企业技术

负责人孙洁告诉记者，这套设备的发动机转

子悬浮在设备内部，不需要接触轴承便可带

动其高速运转，不会因摩擦产生高热量。所

以，这种设备的发动机转速每分钟最高可以

达到 4.8 万转。此外，新设备还可以变频，根

据负载变化自行调节冷冻机运行参数。正

因如此，用电量较老设备降低了 50% 以上。

在苏州博物馆本馆，这样的高科技设备

还有很多。站在博物馆屋顶，朝着博物馆西

北角看去，可见两扇巨大的风叶正在缓缓旋

转。“这是我们给博物馆量身定制的两台全工

况变流量高效冷却塔。”孙洁说。

过去的冷却塔要 6 台才能满足需求，但

该公司研发团队进行技术攻关，将冷却塔内

部结构进行改动，新的设备看上去“高高瘦

瘦”，“能耐”却比过去大得多。现在，只要

2 台冷却塔就足够使用。腾出来的空间，装

上了 4 台空气源热泵。过去，将水加热得靠

燃气锅炉，有了空气源热泵，便可以向空气

“借热”，碳排放大大降低。

随着一台台设备更新迭代，苏州博物馆

本馆内，一个全新的能源生态体系逐步成形。

精细化管理，为博物
馆建“数字大脑”

10 月 下 旬 ，苏 州 烟 雨 蒙 蒙 ，天 气 渐 冷 。

一大清早，王建直奔值班室。他在一个小

小 的 电 子 触 摸 屏 上 轻 轻 一 点 ，随 着 一

排 排 数 字 不 断 跳 动 ，一 个 看 不 见 的

“ 数 字 大 脑 ”根 据 实 时 气 温 情 况

做 出 判 断 ，并 给 分 布 在 博 物 馆 各 处 的 设 备

下 达 指 令 ，确 保 整 座 博 物 馆 能 以 最 节 能 模

式运转。“这样一点，一天能省不少电。”王

建说。

为了实现低碳运营，苏州博物馆本馆不

仅在硬件设备上花了大力气，在精细化管理

上也做足文章。“虽然更换的设备都是当下

最先进的，但这些设备如果‘各忙各的’，缺

乏良好配合，整体能耗还是降不下来。”魏

庆芃说。为此，他又为苏州博物馆本馆

量身定制一个“数字大脑”，在博物馆

内打造一个小型“物联网”，把所有设

备“连”起来。

魏庆芃告诉记者，目前，他的团队正

对这个“数字大脑”进行升级，让它变得更

“聪明”。

“ 我 们 的 目 标 是 不 浪 费 一 丁 点 儿 能

量 。”魏 庆 芃 说 。 这 个 目 标 如 何 实 现 ？ 未

来，每件文物需要“投喂”多少能源、每个展

柜一天需要输送多少冷气等，都由“数字大

脑 ”精 准 配 置 。 计 划 到 2025 年 ，苏 州 博 物

馆 将 打 造 成 安 全 、协 同 、绿 色 、智 能 的 智 慧

博物馆。

谢晓婷告诉记者，目前，苏州博物馆实

行无纸化办公，确实需要纸质版的，大都是

双面打印；每次换展时，大到一面展示板、一

张地毯，小到一朵装饰花、一个展架，都是重

复利用。此外，博物馆还将 150 瓦的卤素灯

换成 LED 节能灯……

“近年来，可以明显感觉到，低碳理念已

经深入人心。”谢晓婷说。

不变的是，和过去一样，每天都有许多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步入苏州博物馆本馆，

体验一场穿越古今的文化之旅。如今，走上

了“ 低 碳 ”之 路 的 苏 州 博 物 馆 本 馆 ，面 貌

一新。

图①：苏州博物馆本馆俯瞰。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图②：用以替代燃气锅炉的空气源热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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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博物馆本馆推动设备更新、实行精细化管理

一座博物馆的
        低碳转型

本报记者   王伟健

本报北京 11 月 3 日电   （记者李红梅）

中央气象台预计，11 月 3 日夜间至 5 日，受

强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

北大部、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 6—10 摄

氏度，其中内蒙古东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

部、辽宁中西部等地局地降温可达 12 摄氏

度以上。冷空气影响过后，最低气温将出现

在 5 日至 6 日早晨，最低气温 0 摄氏度线将

南压到华北中南部至陕西中北部、甘肃南部

一带。

预计 3 日 20 时至 4 日 20 时，内蒙古东部、

河北北部、天津、辽宁西部和中南部、山东半

岛等地将有 5—6 级、阵风 7—8 级的大风，沿

海地区阵风可达 9 级；渤海、渤海海峡、黄海

大部、东海西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

东北部的部分海域将有 7—8 级、阵风 9 级的

东北风。4 日 20 时至 5 日 20 时，东海南部、台

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

部海域将有 7—8 级、阵风 9 级的东北风。3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冷空气持续南

下影响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需关注大风降

温对临时搭建物、设施农业、人体健康等的影

响，做好防寒保暖工作；西藏、川西高原等地

有降雪，需关注对交通运输、农牧业生产等的

影响。

强冷空气将影响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

夜幕降临，青海省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的大街小巷，

人群熙熙攘攘，不时有游客停下来

品尝美食、打卡拍照。

地处青海省西部的海西州，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 不 断 取 得 新 成

就 。 一 个 个 产 业 发 展 ，一 项 项 群

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蕴含着

海西州调整结构、激发活力、行稳

致 远 的 发 展 思 路 ，也 见 证 了 海 西

州 在 高 质 量 发 展 道 路 上 的 强 劲

势头。

在 清 洁 能 源 产 业 高 地 的 建 设

中，海西州正奋力扬帆。

走 进 茫 崖 天 茫 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一排排高大的风力发电机昂然

矗立，蓝色光伏电板一眼望不到边，

茫崖天茫冷湖 150 万千瓦平价风光

储能互补示范新能源发电项目一期

20 万千瓦风电和 10 万千瓦光伏项

目正在稳定运行。

据 了 解 ，2023 年 以 来 ，海 西 州

紧 抓 绿 色 算 力 发 展 带 来 的 战 略 机

遇 ，以 清 洁 能 源 赋 能 绿 色 算 力 发

展 ，推 进 绿 色 电 力 向 绿 色 算 力 转

化 ，积 极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 。 截 至

目 前 ，海 西 州 清 洁 能 源 电 力 总 装

机规模达 1908 万千瓦。

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中，

海西州构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政策体

系 ，重 点 在 育 产 业 、抓 建 设 、补 短

板、强服务、兴人才上下功夫，2023年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

破 2 万元。

在 广 袤 的 乌 兰 大 地 ，乌 兰 县

委组织部始终把加强基层党组织

建设作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

键 之 举 ，通 过 选 优 配 强 村 党 组 织

班 子 、加 强 对 基 层 党 组 织 的 培 训

和 指 导 ，定 期 举 办 村 党 组 织 书 记 培 训 班 、邀 请 专 家 学 者 和

优 秀 基 层 干 部 授 课 等 措 施 ，选 拔 了 一 批 政 治 素 质 高 、工 作

能 力 强 、群 众 基 础 好 的 干 部 ，为 乡 村 发 展 注 入 活 力 。 除 此

之 外 ，乌 兰 县 委 组 织 部 积 极 实 施 人 才 培 育 工 程 ，为 乡 村 全

面振兴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为 探 索 符 合 乌 兰 县 实 际 的 产 业 发 展 之 路 ，当 地 组 织

部 门 充 分 发 挥 职 能 ，依 托 枸 杞 、藜 麦 等 特 色 产 业 ，通 过 建

立 示 范 基 地 、推 广 新 品 种 新 技 术 、加 强 品 牌 建 设 等 措 施 ，

大 力 推 动 全 县 村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有 效 提 高 农 产 品 品 质 和

市 场 竞 争 力 。 截 至 2023 年 ，全 县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总 收 入 达

1230.3 万 元 ，村 均 收 入 达 32 万 余 元 ，有 效 带 动 了 当 地 农 民

增收。

乡 村 要 振 兴 ，组 织 是 保 障 。 近 年 来 ，海 西 州 各 级 党 组

织 树 牢 系 统 观 念 ，坚 持 分 类 别 指 导 、分 领 域 抓 好 基 层 党 组

织 建 设 ，党 组 织 体 系 的 功 能 作 用 、力 量 优 势 得 到 充 分

彰显。

自“三北”防护林工程实施以来，乌兰县坚持因地制宜，

按照“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乔灌混交”原则，在树

种配置、治理技术等方面，不断探索适合干旱区荒漠化特点

的 防 治 技 术 和 治 理 模 式 ，采 取 工 程 先 行 固 沙 、生 物 永 久 固

沙、围栏封禁保护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逐步推进“三北”

防护林等林业重点工程顺利实施。

2023 年 10 月，生态环境部公布第七批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 区 名 单 ，其 中 就 有 乌 兰 县 。 这 张 国 家 级 生 态 文 明“金 名

片”的背后，是乌兰县坚决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努力

走出一条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的信念和决心。

近 年 来 ，海 西 州 以 壮 士 断 腕 的 决 心 和 勇 气 ，淘 汰 落 后

产能，加大对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整治力度。同时，积极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鼓励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 ，努力

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

此外，海西州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截至目前，全州拥有林地 645195.77 公顷、草地

12091288.08 公 顷 、湿 地 1804700 公 顷 ，草 原 植 被 覆 盖 度 达

45.38％。

在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不懈奋斗下，海西州连续两

次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6 市县被命名为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市）。截至目前，海西州打造“石榴籽

家园”96 个，建立少数民族服务中心 5 个，先后有 43 个集体

和 56 名 个 人 被 评 为 全 国 全 省 民 族 团 结 模 范 集 体 和 模 范

个人。

海西州这颗瀚海明珠，正以崭新的姿态，绽放出更加绚烂

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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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 昌 县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71.83% ，林 地 资 源 非 常 丰

富 。”日 前 ，在 江 西 省 广 昌 县 旴 江 生 态 公 益 林 场 2024 年 中

央 财 政 林 业 科 技 推 广 示 范 项 目 林 下 食 用 菌 种 植 示 范 基

地 ，江 西 利 财 食 用 菌 有 限 公 司 负 责 人 谢 远 财 介 绍 ，“ 今年

我们把灵芝覆土栽培，让它可以更好地吸收土壤中的水分

和养分，比林下堆放时要多出一批菇，而且还不受地形地貌

的限制，提 高 了 林 地 利 用 率 。”该 基 地 林 下 食 用 菌 培 育 技

术 的 应 用 和 推 广 ，带 动 全 县 及 周 边 地 区 林 下 食 用 菌 产 业

发 展 。

林 下 经 济 ，一 头 牵 着“ 生 态 美 ”，一 头 连 着“ 百 姓 富 ”。

近年来，广昌县探索出一条发展林下经济实现生态价值转

换 、带 动 群 众 增 收 致 富 、助 力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的 新 路 径 。 广

昌县以农户、企业、社会为主体，建设多元化林下经济发展

投 入 机 制 ，鼓 励 林 场 、合 作 社 、村 办 公 司 、农 户 以 土 地 、资

金、技术等要素作价入股，带动群众增收。

如 今 ，广 昌 县 林 下 经 济 产 业 迎 来 升 级 转 型 ，“ 林 + 药 ”

“ 林 +菌 ”“ 林 +旅 游 ”等 林 下 发 展“1+N”模 式 形 成 。 目 前 ，

全县林下经济种植面积达 20.14 万亩。广昌县委书记吴自

胜表示：“下一步，广昌将推动林下经济朝着高效、绿色、多

元化、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江西广昌发展林下经济

生 态 美  百 姓 富
本报记者   朱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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