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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展馆

2022 年，服贸会首次设立环境服
务专题展，到今年为止，连续 3 年以

“双碳赋能，焕发创新动力”为主题，
以“双碳”为主线，围绕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绿色低碳经济等方面，紧跟
国内外市场对绿色“双碳”产业发展
的需求。

与前两年不同，今年的环境服务
专题展区从国家体育馆搬到了首钢园
区里的四高炉。

灰色铝板，玻璃幕墙，四高炉久
经风雨，风采依旧。始建于 1969 年的
四高炉，是首钢第一座 2000 立方米级
的现代化大型高炉。在首钢实施战略
性搬迁调整后，2008 年 1 月 5 日四高炉
正式停炉。

16 年后，被改造为会展综合体的
四高炉作为 1 号展馆，携手环境服务专
题展与大家全新见面。转型升级后的
四高炉，延续了首钢独特的工业风貌，
有效利用了土地资源和高炉空间。因
此，环境服务专题展的展馆本身就带
有绿色属性。

据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介绍，
四高炉东南角新建一座有效容积 882 立
方米的雨水调蓄池，收集的雨水通过
过滤、消毒处理之后，回用于服贸会
区域的绿化浇洒，既有效减轻排水系
统压力，降低内涝风险，又降低供水
成本，发挥经济效益和绿色环保的社
会效益。此外，四高炉的顶部还预留
后期安装光伏发电板的空间，助力绿
色转型。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主办方推出
“零碳服贸 2.0”和“零塑服贸”行动，
倡导和号召参展商和观众践行绿色低
碳环保理念。中国太保、联合国全球
契 约 组 织 、 首 都 会 展 集 团 共 同 发 起

“零塑服贸”倡议活动，以“减塑、降
碳、循环”为目标，通过 PET 回收再
利用等具体行动，减少塑料垃圾对环
境的污染，将服贸会打造成为减塑降
碳的示范标杆。

在国家会议中心的志愿者服务台，
记者看到，志愿者用二维码代替纸质
介 绍 单 ， 查 询 展 馆 信 息 等 都 可 以 一

“码”实现，既方便又减少了纸张使
用，绿色环保。

绿色技术

在首钢园 13 号馆北京建工环境修
复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以 下 简 称“ 建 工 修
复”）展位，立体互动沙盘吸引了众多观
众的目光，沙盘模拟了城市空间、农业
空间和生态空间三大场景，提供了一套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解决方案。

“公司致力于科技创新，培育环境
修复产业新质生产力，推动污染场地
修复领域核心技术、关键工艺、修复
材料和重大修复装备的产业化，不断
探索、实践绿色可持续修复理念。”建
工 修 复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公 司 通 过

“精细刻画、精准修复、全过程柔性管
理”的修复实践，在项目全生命周期
中最大限度降低资源消耗。

技术创新的关键是人才。“公司注
重人才队伍建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研究团队在有机污染物降解微生物驯
化方向取得重要成果，通过构建有机污
染物降解微生物菌种库，结合污染场地
水文地质条件，并利用机器学习预测模
型，推出针对性微生物菌剂产品，为
实现污染场地有机污染高效去除提供

全新方案。”建工修复相关负责人说。
在北京绿色发展创新实践展区，

一款新能源车充电桩备受瞩目。据介
绍，这款充电桩搭载新型充电技术，
采用液冷散热，单枪最大输出功率可
达 600 千瓦，可实现“1 秒约 1 公里”
快速充电。“液冷散热技术不仅能提高
充电效率，还能提高充电桩寿命。”工
作人员表示，该充电桩具有插枪自动
识别、自动排期充电和超大功率输出
等功能，可缩短车辆充电时间，方便
新能源车主出行。

在环境服务专题展区，安徽丰原
集团有限公司带来了“小秸秆”也有

“大用处”的展示，展台上的餐盒、纸
杯等都是由秸秆制作而成。

“秸秆在农村很常见，公司科研人
员以此为原料，利用研发的技术加工
成聚乳酸，进而制成餐盒、塑料袋、
菜板、水杯等。”丰原集团相关负责人
介绍，这项技术的生产成本明显下降，
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相比传统材料，
这种新型生物降解材料更加低碳绿色，
能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绿色话题

本届服贸会上，“绿色”是讨论最

热烈的话题之一。如何以“双碳”目
标为指引推动绿色发展？怎样加快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在本届服
贸会主题论坛——第三届生态环保产
业服务“双碳”战略院士论坛 （以下
简称“院士论坛”） 上，诸多专家学
者就相关话题广泛交流。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表
示，从全球范围看，世界正在迈进去
碳化时代和数字化时代。绿色能源转
型过程中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应用、
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新型能源
体系构建等都离不开科技创新。本届
院士论坛邀请了国内相关领域的多位
院士分享新理念、新成果，充分凸显
了科技引领、产业支撑、低碳转型、
绿色发展的鲜明特征。

中国高度重视新污染物治理工作。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吴丰昌看来，新污染物治
理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与产业转型升
级的难得机遇。

“与传统污染物不同，新污染物治
理和管理必须实行全生命周期风险阻
控，开展新污染物的替代、削减与治
理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吴丰昌说，破
解新污染物治理难题必须发挥科技创
新“四两拨千斤”的关键作用，开展
前瞻性、引领性、支撑性研究，通过
新污染物治理，促进中国化学品行业
绿色低碳发展。

针对臭氧污染问题，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所
长贺泓提出，开发合适的催化剂，通
过催化技术加速分解臭氧，是实现环
境自净城市的一种具体手段。贺泓举
例说，他与团队在研究中发现了一种
高效催化新材料，在北京市大兴区黄
村公园进行了 3 年多的外场测试，把该
催化剂做成涂料涂覆在建筑物上，观
测发现，实施涂覆的建筑物周边区域
臭氧浓度平均下降了 10%—20%。

“自净技术本质上是绿色低碳的污
染控制技术，低能耗甚至没有能耗，
污染治理成本极低。不过，当前建设
自净城市还需要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
力度，针对空气、水体、土壤等研发
更多效率高、成本低、易使用的自净
技术和创新产品。”贺泓说。

每年的服贸会也是向世界展示中
国绿色发展的一扇窗口。

本届服贸会期间，生态环保产业
国际合作交流会在北京朝阳环境集团
有限公司举办，来自挪威、白俄罗斯
等十余个国家的驻华使馆、国际机构
和中外环保企业等 100 余名代表，参观
了朝阳环境清洁焚烧中心，共商国际
合作，共谋绿色发展。挪威王国驻华
大使馆气候与环境参赞爱琳表示，中
挪两国在气候和环境方面合作密切，
在绿色转型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今
年是中挪建交 70 周年，两国将以绿色
发展为主线进一步拓展合作，在节能
减排、绿色航运及循环经济等多个领
域 深 度 协 作 ， 共 同 开 启 中 挪 关 系 新
篇章。

图①：北京首钢园，整体改造为
会展综合体的四高炉作为 2024 年服贸
会1号馆格外引人注目。

杜建坡摄 （人民图片）  
图②：2024 年服贸会首钢园展区

内的一个塑料瓶回收处。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图③：2024 年服贸会国家会议中
心，国际竹藤组织展位展出的竹制品。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服贸会 绿意浓
本报记者  刘发为

光伏板上，太阳能正转
化 为 清 洁 电 能 ； 光 伏 板 下 ，
茶树进入秋季培管期，为度
过寒冬积蓄能量。

在有“黑茶之乡”美誉
的湖南安化，坐落于茶园里
的中核安化县乐安镇一期光
伏发电项目，运用茶光互补
理念，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光合作用”，宛如在秋日
里奏响一首“茶光”交响曲。

板下种茶“钱”景丰

今年的“秋老虎”，张能
感觉“温柔”了不少。

张能，安化县莲花山茶
叶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负 责 人 。
正值茶园培管季节，张能如
往年一般，在茶园里忙得不
可开交，不同以往的是，头
上的光伏板，为自己和老乡
抵 挡 了 不 少 “ 秋 老 虎 ” 的
威势。

2023 年 5 月，中核安化县
乐安镇一期光伏发电项目破
土动工，总投资 8.43 亿元，占
地 4350 亩 ，总 装 机 150MW，
这是安化县首个大型集中式
光伏发电项目，今年 1 月 2 日
成功并网发电。

张能的茶园，也在该项
目的范围之内。

“2 米多高的光伏板，不
妨碍茶园里的机械化作业。”
项目环保，设计也注重细节，
张能对此深有感触。“采茶机
轻轻一扫，就能把眼前的这
片茶叶采收完成。”

让 张 能 更 没 想 到 的 是 ，
这一项目也改善了茶叶的品
质。“你看，茶叶比往年品质
更高。”解开一个装有黑毛茶
的布袋，张能抓上一把，捧
在手掌中介绍，“颜色更加深
绿，叶片也更加肥厚”。

究其原因，有着多年种
茶经验的张能，给出了自己
的解释。“茶树耐弱光，光伏
板避免了阳光的直晒，在夏
季 起 到 了 一 定 的 遮 荫 效 果 ；
而在冬季，光伏板具备一定
的保温效果，增强了茶叶的
抗灾能力。”

春茶的采摘季早已结束，
谈及今年春茶的采收情况，张能用“大丰收”来形容——相比
往年亩产提高了约 95斤。

板上发电生态美

“在河湖密布的湖南，中核安化县乐安镇一期光伏发电项目
是首个茶光互补试验地。”中核汇能项目技术总监景振虎说。

这一光伏项目建成后，每年可为电网提供电量 18341 万千瓦
时，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节能减排、改善环境，是光伏发电项目的优越之处，而如
何实现与茶园的和谐共生，让施工方颇费了一番脑筋。

“当初的项目设计文件中，制定的光伏组件最低点离地高度
只有 1.5 米，茶园方面积极性不高。”回忆起项目入场时的重重
矛盾，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张林表示理解
茶农的担忧。“这既不利于茶农进行培管与采摘等作业，也有可
能影响茶树长势和茶叶产量。”

如何破局？唯有因地制宜。在听取茶场老板和茶农们的意
见后，张林将光伏支架高度增加到 3.5 米以上，光伏组件最低点
高度随之增加到 2.5米以上。

“光伏板组件阵列前后间距约 2 米，组件最低点离地高度增
加后，可以实现农业、牧业等项目共生，一地两用，阳光共享，
实现土地复合利用，使亩均效益最大化。”张林介绍，大间距、
高支架、组件单排式的科学布置，不仅确保了光伏板能够充分
接收阳光照射，实现高效的能源转换，还巧妙地为下方的土地
留出足够的空间，避免了传统光伏项目可能带来的土地浪费
问题。

在安化，茶园生产和光伏发电实现了和谐共生：茶园生产
活动保持了光伏场区自然环境整洁，防止藤蔓杂灌缠绕或遮蔽
光伏组件；同时，光伏板区的装卸、清洗等也为当地群众提供
稳定就业岗位，带动群众增收。

“安化县有着 36 万亩的黑茶种植面积，这给我们推广茶光互
补模式提供了广阔空间。”看着随山势起伏的排排光伏板，景振
虎满怀期待。

下图：湖南安化茶园里的光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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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2024年中
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以下简称“服贸会”）
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
服贸会围绕培育发展新
质生产力，集中展示了
服务贸易数字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的最新
成果、最新技术和最新
应用，累计发布了 200
余项融合创新成果。

记者在现场发现，
展馆里新技术、新产
品、新理念不断涌现，
绿色成为本届服贸会的
一大热点和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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