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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创新经验“走出去”

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中处处可见绿色
创新的影子。

10月11日，黄河流域在建海拔最高、装
机最大水电站——玛尔挡水电站进水塔主体
结构全部成功封顶。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
州玛沁县的高山峡谷深处，坝高 211 米、总
装机容量232万千瓦、总库容16.22亿立方米
的玛尔挡水电站日渐崛起。

国家能源集团玛尔挡公司总经理陈玉林
介绍，电站年平均发电量73.04亿千瓦时，全
部投运后，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256 万吨，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816万吨。

在专家们看来，中国的绿色创新优势，
可以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很大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湘生说，中国内地基
础设施建设正在走向绿色、减碳、韧性建
设，尤其是绿色和近零碳排放能源利用方
面，正引领世界能源利用发展模式的转变，
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广泛应用，
造福于所在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中国贡献。他认为，基础设施建设行业
要秉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转型、高质
量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沿着碳达
峰、碳中和的路径发展。

在喜马拉雅山另一侧，中国经验不但走
出去，而且得到了认可。9月3日，中铁二局
二公司尼泊尔 KK 公路项目被尼泊尔财政部
和亚洲开发银行授予“最佳环境保护监控团
队”荣誉称号。

据了解，尼泊尔 KK 公路项目为既有道
路改造项目，由于国别不同，相关环保要求
也存在差异，因此中方项目部做了大量工
作，比如，组织力量研究、策划之后，与当
地政府、监理共同出台了施工环境评估报
告；再如，结合施工现场实际情况，先后制
定了环境保护计划、环境保护制度、水土防
治及文物保护制度等多个制度文件；又如，
成立专门的环保管理小组，聘请了 5 名尼泊
尔当地环保工程师进行环保管理，等等。正
是因为这些细致准备，项目自开工以来，多
次接受了尼泊尔各级政府和ADB环保部门环
保检查，均获得了好评。

在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仇保兴看来，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低收入群体居住项目改
造与中国绿色基建能力之间，是一种互补双
赢的关系。他认为，这一类的基建工程在中
国已经进行有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们
的基础设施和住房到目前为止都采取了国际
上比较严格的绿色建筑标准和绿色建筑的建
造办法，使碳排放极大地下降。因此，完全
可以用中国的绿色建筑的标准和绿色基础设
施建造的标准去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解决长期存在的低收
入群体居住以及缺乏干净饮用水、稳定电力
保障等问题。

“有专家认为，把这么多的人群，从其现
有状态提升到现代城市的居住水平的话，碳
排放会急剧上升。”仇保兴表示，这种情况下
需要采取绿色建设、生态城区和绿色基础设
施的思路，做到既满足低收入群体居住项目
改造的需求，同时又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

绿色基建项目遍布全球

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方参与
的绿色基建项目正遍地开花。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会长房秋晨说，
中国承包商为各国基础设施的绿色低碳转型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过去十年间中国企业在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完成了3000多个基
础设施项目，其中很多都是绿色能源、绿色
交通和绿色建筑类的项目。

在老挝，2021年12月开通运营的中老铁
路打造了绿色可持续基建项目的标杆，传播
了绿色贸易与合作理念。老挝公共工程与运
输部部长安帕宋·孟玛尼说，“这是正确的可
持续发展方向”。

在卡塔尔，2022年世界杯决赛场所卢塞
尔体育场，不仅能让全球观众陶醉于足球魅
力中，也展示了在沙漠地区建造一座高质量
环保建筑的奇迹。这座现代体育场，采用多
项环保节能创新技术、使用可回收材料、比
传统施工体育场节约了40%的淡水。

在塞内加尔，中方参与的达喀尔汉恩湾
污水处理项目，将极大改善达喀尔海湾沿岸
地区生态环境和居民生活环境，减少该地区
与污水有关的传染疾病，惠及数十万民众。

在加纳，随着中国在加纳投资建设的深
能安所固电厂机组相继投产，绿色清洁的能
源开始缓解当地民众用电紧缺的局面。

在哈萨克斯坦，中企参与建设的札纳塔
斯风电场、图尔古孙水电站等新能源项目助
力当地向低碳转型。

在乌兹别克斯坦，中建五局参与建设的
乌兹别克斯坦锡尔河 1500MW 燃气联合循环

电站项目正进入关键节点。该电站采用目前
世界上燃烧温度最高、单体功率最大、效率
最高的燃气轮机和“废水零排放”设计方
案，也是全球领先的绿色节能环保工程。据
介绍，这一项目建成后每天可提供3600余万
度电，可大大缓解乌兹别克斯坦电力不足的
问题，促进绿色发展。

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中国大力提倡的
绿色发展理念得到印证，既能帮助改善当地
自然环境，也为降低环境污染提供解决方
案，为推动世界环境治理作出扎实贡献。

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项目，
实现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增长与环境
保护的良性循环，为当地可持续发展贡献力
量，同时也推动全球向更加低碳的未来迈进。

房秋晨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
来，中国承包商积极贯彻中国政府倡导的绿
色“一带一路”原则，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建
设绿色、低碳、环保的基础设施项目，为应
对气候变化、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作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和贡献。

为项目所在国解决真问题

两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
一是在肯尼亚，连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与东非第一大港蒙巴萨的蒙内铁路，专门设
置了供野生动物迁徙通过的大桥，7 米以上
的桥洞高度就连长颈鹿也能从容地通过。

二是在位于沙特西部塔布克省的红海
公 用 基 础 设 施 项 目 ， 作 为 沙 特 “2030 愿
景”中的一项重点工程，是全球最大离网
储能项目。在海岛间的输电网络建设中，
来自中国的海底自动机器人下水作业，采
取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最大程度减少对
海洋生物的影响；而几座由人工湿地组成
的“污水处理厂”，则实现了新城生活污水
的可循环使用。

从让长颈鹿从容地通过，到用海底自动
机器人下水作业，只为在建设过程中解决真
正的问题。务实，成为中国绿色基建在“一
带一路”上鲜明的特色。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巴基斯坦兴建的
卡洛特水电站。

在解决能源问题方面，卡洛特水电站每
年可提供约 32 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可满
足约 500 万人口用电需求，据估计，每年可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350万吨。

在解决生态问题方面，为保护该国特色
鱼类，中方工作人员进行专门调查，并严格
制定了鱼类保护措施，在为当地人提供清洁
燃料的同时，有力维护了当地动植物多样性。

在解决就业方面，项目大力倡导属地化

经营，据统计，卡洛特项目建设团队中一半
以上为巴基斯坦当地员工，在项目施工高峰
时段，能够为当地提供近 2300 个就业岗位。
中方公司还专门实施了“生计恢复计划”，免
费为16岁以上的受影响移民提供理财知识培
训以及电工、水管工、汽车驾驶等技能培训。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例如，由中工国际援建的孟加拉国帕德

玛水厂项目，为达卡市约 300 万居民提供清
洁的地表饮用水，同时有效遏制了当地地下
水过度开采所导致的地质危害问题。

再如，2022 年竣工的安哥拉的卡宾达
供水项目大大改善该地区用水难的状况，
日供水能力 5 万立方米，覆盖卡宾达省 92%
的人口，受益人口超过 60 万。卡宾达省省
长尼温加表示，该项目可每周7天、每天24
小时不间断供应自来水，将极大缓解居民
生活用水紧张，还将对当地工业、教育、文
化、港口运输等行业产生积极作用，意义
重大。

又如，在吉尔吉斯斯坦，通过定制研发
“成套膜技术净化集中供水站”，为当地人提
供了洁净的饮用水，降低了肝炎、伤寒和痢
疾等疾病的发生率，如今11座净水站遍布在
吉尔吉斯斯坦全国7个州，为约2万人提供清
洁饮用水。

生态环境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周国梅表
示，在承建和设计“一带一路”项目上，
中国企业充分考虑生态环保因素，有效保
护生物多样性，获得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
肯定。在巴基斯坦承建卡拉公路时，中国
企业在公路沿线植树近 30 万棵，植草皮
500 多万平方米，在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为
当 地 环 境 绿 化 和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作 出 了 贡
献。在加纳，中国企业在建设特马港新集
装箱码头时，格外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
专门建立了一座“海龟孕育中心”，保护当
地特有的小海龟。

“企业在参与项目建设当中积极践行绿色
低碳理念，为项目所在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
协调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是‘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理念
的生动实践。”周国梅说。

在共同发展中分享中国智慧

绿色，是共建“一带一路”始终坚守的
底色。多年来，中国始终不断推进“一带一
路”绿色发展。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 《共建“一带一
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
书显示，中国先后发布 《关于推进绿色“一
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 等，提出
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格局基本
形成的宏伟目标。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始终
坚持生态优先原则，从而不断推动完善全球
环境治理体系。

在绿色低碳发展取得积极进展的基础
上，中国承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积极
构建绿色金融发展平台和国际合作机制，与
共建国家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研究，共
同维护海上丝绸之路生态安全，建设“一带
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和“一带一
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实施绿色丝
路使者计划。

仅以人才培养为例，中国积极支持共建
国家加强绿色人才培养，实施了绿色丝路使
者计划，截至 2023 年初，已为 120 多个共建
国家培训3000人次。

理念，是在一次次实践中得到检验的。
前不久，由中国建筑承建的马尔代夫马

累岛和维利马累岛垃圾转运站项目完成竣工
验收。

据了解，受限于地理条件，马尔代夫首
都大马累地区的生活垃圾必须先通过垃圾转
运站进行收集，再船运至垃圾岛进行焚烧和
填埋处理，但原有的垃圾转运站场地狭小、
功能单一，不具备集装箱运输等现代化转运
能力。

该项目投入生产后，将有效解决马累岛
和维利马累岛的垃圾分类与转运难题，为日
后马尔代夫使用垃圾发电提供坚实保障，预
计日综合垃圾处理能力达 150 吨，每年可减
少海洋垃圾的排放约 260 吨，对保护当地生
态环境具有深远意义。

在房秋晨看来，中国承包商严格执行相
关的环境标准，为东道国绿色发展转型提供
了有力的支持。从2022年世界杯提供清洁电
力的卡塔尔阿尔卡萨光伏电站到老挝的低碳
示范园区，中国承包商始终践行绿色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不仅严格执行国际通行的或者
更高的环境标准，提供降碳减污节能的绿色
解决方案，还为当地培养了大量熟悉国际标
准的拥有丰富绿色管理经验的技能人才，为
东道国探索绿色转型、加快实现“双碳”目
标贡献了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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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

主旨演讲中宣布了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其
中之一就是“促进绿色发展”。具体举措中包括，“中方将持续深化绿
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合作”。自即日起，本报推出系
列报道“绿色创新面面观”，分别聚焦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
通三大领域，看中国与世界在这三大领域如何开拓创新、合作共赢，
将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理念不断变为现实。

绿色创新面面观①

从国内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到共建“一带一路”过程
中，一个普遍现象是，“绿色”正成为基础设施建设中越来越鲜明的
颜色。

从小项目到大工程，从中国到世界，绿色基建正在受到越来越多
的青睐。而中国多年来的建设经验，也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得
以“走出去”，造福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

◀在肯尼亚内罗毕，非洲
之星铁路运营公司机辆部的火
车驾驶员 （右） 与学员从蒙内
铁路机车旁走过。

新华社记者 王冠森摄

▲哈萨克斯坦札纳塔斯风电场风机。 新华社发▲位于卡塔尔多哈的卢塞尔球场。 新华社发▲位于卡塔尔多哈的卢塞尔球场。 新华社发

▲云南省景洪市勐罕镇，中老铁路上
的动车从傣族村寨旁驶过。 新华社发

▼博鳌亚洲论坛
2023 年年会上，中国
能建参展人员介绍“新
能源 新基建 新产业：
绿色动能 向新而行”
展台。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