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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更好水更清

走进嘉兴港区内的中国化工新材料 （嘉兴） 园区，
塔罐林立、管廊交错。位于杭州湾跨海大桥东侧的三
江化工环氧乙烷和乙二醇项目，正在稳定生产。

曾经，这块120亩的土地上堆放着50万吨污泥——
2003 年至 2010 年，嘉兴市联合污水处理厂在运行中产
生的固体废物。由于缺乏污泥处置能力且面临着二次
污染，老百姓一度谈之色变。

锚定污染管控，做好环境保护，嘉兴港区清走了
堆积多年的“污泥山”，向“绿”而行。

行走在化工园区内，一辆正在行驶的 VOCs 走航
车映入眼帘。车内搭载的监测设备能够监测环境空气
中的 100 多种污染物，每 5 秒钟刷新监测数据。一旦走
航车监测到污染物浓度异常，会立即停车开展定点
监测。

作为一名志愿者，胡冬健正和执法人员在车内细
心观察屏幕上折线图的变化，随时准备走下车实地检
查。胡冬健说，和执法队员一道，一支由当地群众组
成的志愿队伍，也默默守护着园区的环境。

港区的岸电升级改造减少了船舶大气污染排放，
提高环境质量；改造后的防尘网，提升了散货堆场区
域内防风抑尘效果……今年 1-10 月，嘉兴港区空气优
良率平均水平 89.8%。

在嘉兴港区，空气质量提升的同时，水环境治理
也在同步推进。

如今的中国化工新材料 （嘉兴） 园区，河道水质
干净澄澈。企业雨水排放口、公共管网关键节点、重
要入河排放口等处，水质监测设备正在运行。后端的
数字化管理平台，根据收集的数据以及污染因子数据
库，一旦有异常发生，将协同人工智能系统，实现对
污染因子的实时预测、污染留证和快速溯源。

通过编织“源头管控-节点感知-终端监控”的监
控感知网，园区实现了水治理“源-网-厂-口-河”
全链条数字化监管。园区内河道水质由原来的地表水
V 类、劣 V 类提升至Ⅲ类、Ⅳ类。

今年 5 月起，嘉兴港区开展了重点行业企业大气
污染防治绩效评级工作，指导全区 15 家企业对照 A 类
企业标准，制定实施提级改造工作计划。同时，嘉兴
港区发布全国首个化工园区绿色发展报告，设立绿色
发展指数，编制园区“双碳”目标实施路径专项报告，
引导产业绿色转型。

“我们在项目环评中开展碳排放评价，将碳排放纳
入园区规划环评，严格项目准入，倒逼企业低碳转
型。”浙江乍浦经济开发区 （嘉兴港区） 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副主任盛琴琴说。

工艺更新更降碳

步入嘉兴港区工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污水正流
过一座座大型水池，经过预处理、生化处理、深度处
理等一道道工序后，原本浑浊的污水变得清澈，每天
有 7.98万吨污水在这里得到处理。

在中国化工新材料 （嘉兴） 园区，许多架空管廊
十分醒目。通过这些明管，企业将高浓度废水输送至
嘉兴港区工业污水集中处理厂的处置线。另一头，处
理污水产生的沼气通过收集管道进入沼气发电系统，

产生的电量基本覆盖污水处理厂二期运营所需，间接
实现每日碳减排 17.4 吨。此外，企业的清洁废水，会
通过专管收集至园区污水处理厂低浓度废水处理线处
理后排放。

2022 年，嘉兴港区污水处理厂自主研发了一项新
技术，用上游化工企业产生的高硫废碱液代替含碳源
的药剂，去除化工污水中的总氮含量。

嘉兴港区工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通过沼气发电、
AI 智能运维等技术，对污水中的污染物进行综合利
用。数据显示，嘉兴港区工业污水处理厂的减污降碳
协同治理项目，每年减少化工污水排放 1900 吨，减少
碳排放 1.8 万吨以上，年降低运行费用超 7000 万元，
为上游企业节约处理成本 2500 万元。

“目前共开展各种形式的省级减污降碳重点培育项
目 9 个，年预计减碳达到 25 万余吨，共计节约成本约
1.47 亿元。”浙江乍浦经济开发区 （嘉兴港区） 管理委
员会副主任程显洪说。

工艺革新，变危废为“宝”。嘉兴港区积极鼓励企
业开展技术改造，实现源头降碳。

浙江恒优化纤有限公司每年生产纤维 90 多万吨，
“我们通过槽罐车运输替代原有袋包装运输，采购嘉兴
石化公司的高温 PTA 原料，大幅度减少浆料调配加热
所需的能耗。”恒优化纤生产负责人张德强说，实施该
减污降碳项目后，公司实现每年减碳 4576 吨，节约成
本 380万元。

2023 年，嘉兴港区共实施数字化改造项目 41 个，
绿色化节能降碳技改项目 12 个。今年以来，完成 6 家

“两高一低”企业整治，腾退 294 亩低效用地，淘汰落
后用能 3.7万吨标准煤。

“我们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
发展，从源头控制排放增量。同时，大力推进数字化、
绿色化改造，不断引导先进技术在制造业中融合应用，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程显洪说。

“东方氢港”风光好

在嘉兴港乍浦港区，一辆辆白、蓝、绿涂装的氢
能集卡装载着集装箱，穿梭于堆场和码头间。氢能集
卡以氢燃料电池为动力源，通过氢、氧之间的电化学
反应持续输出电能，驱动车辆行驶，实现零碳排放。

“这种氢能集卡加注氢气燃料，每次加注最快只要
十多分钟，加满能跑 400 多公里。跟加柴油的车相比，
更环保。”集卡司机胡师傅说。

2022 年，羚牛氢能的第一批氢能集卡在嘉兴港投
入运营。目前，嘉兴港乍浦港区投运了 80 辆氢能重
卡，已实现了全港 2/3的氢能重卡替换。

“氢能车辆应用在交通领域，既安全又经济。”嘉
兴羚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蒲红霞算了一笔账：
氢能集卡平均氢耗 8 千克每百公里，比传统油车可节约
成本 15%，每年可为乍浦港节约燃料成本约 300万元。

在嘉兴港区滨海大道上驱车行驶，一辆辆氢能集
卡从两旁驶过，氢能公交、氢能集卡、加氢站随处可
见。如今，港口外累计推广应用 49 吨氢能重卡 86 辆、
18 吨氢能物流车 30 辆、4.5 吨氢能冷链车 24 辆。嘉兴
港区还开通了氢能公交线路 2条，投入氢能公交 14辆。

今年 9 月，嘉兴港区还率先启动了全国首艘 64 标
箱氢燃料动力集装箱船舶的研发制造，后续将用于乍
浦港到下沙港内河运输航线，打造绿色氢能内河集装
箱运输专线。

视线转向港区内的华泓新材料。作为一家本土民
营科技型企业，华泓新材料打造了丙烷贸易、丙烷脱
氢制丙烯、改性新材料的全产业链。

“我们建成投产 2 套年产 45 万吨的丙烷脱氢装置，
丙烷主要从国外进口，加工之后，主要产品为聚合级
丙烯，用于生产塑料管材、水杯、饭盒等，副产品有
氢气、液化石油气、燃料气等。”华泓新材料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董亚辉说，华泓新材料平均每年能够生产
上万吨的副产氢。“以前都是直接排放燃烧掉，2020
年陆续有企业开始做氢能产业，现在我们的副产氢都
是直接通过布设的管道，输送到港区内的下游企业。”

“我们港区内企业在满负荷运作情况下，可年产
10 万吨副产氢，可保障约 1.1 万辆 49 吨重卡运行，能
够满足嘉兴及长三角周边城市氢能产业气源需求。” 
浙江乍浦经济开发区 （嘉兴港区） 管委会主任吴佳说。

近年来，嘉兴港区以“氢能+化工”为主线，充分发
挥工业副产氢资源充足优势，集聚羚牛氢能等头部氢能
装备制造企业，构建“制氢-储氢-运氢-加氢-用氢”全
产业链，加快构建氢能交通体系、绿色制造体系。目前，
嘉兴港区已累计签约落地氢能企业 30 家，涵盖制氢、
储氢、运氢、加氢、用氢等各个环节。

如今，利用副产氢供热，港区年节约天然气 3800
万立方米，减碳 7.51 万吨。港区还在嘉兴市启动首条
城际氢能公交线路、在嘉兴港首批投运 50 台氢能重
卡、投入使用加氢站 2座，年减碳 6000 吨以上。

一座绿色港区的发展蓝图已然擘画。“我们还致力
于打造涵盖制、储、运、加、用各环节的氢能全产业
链。”吴佳说，未来还将聚焦港口、现代物流和公共交通
等领域，多维度拓展氢能应用场景，打造 “东方氢港”。

一座港区的绿色转型
本报记者  窦  皓

本报北京电 （记者刘发
为） 日前，乌拉圭东岸共和
国加入国际竹藤组织升旗仪
式在北京国际竹藤组织总部
举行。至此，国际竹藤组织
成员增加到 51个。

竹藤是大自然赋予人类
的 宝 贵 资 源 ， 在 消 除 贫 困 、
保护环境、弘扬文化等方面
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拉丁美洲是世界竹藤资
源的主要分布区之一，国际
竹藤组织理事会主席国政府
代表、尼泊尔驻华使馆参赞
萨碧塔·纳卡尔米代表国际
竹藤组织理事会对新成员乌
拉圭的加入表示欢迎和祝贺。
她说，国际竹藤组织在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下大
力推广竹藤，增强人们对竹
藤资源潜力的认识，在全球
南方许多国家产生重要影响。
随着人们对竹藤非凡价值的
认识不断提高，还会有更多
国家加入国际竹藤组织，期
待更多国家借鉴乌拉圭推动
竹藤产业发展的经验。

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乌拉圭加
入国际竹藤组织，不仅有利
于促进乌拉圭竹藤资源的可
持续开发和利用，也为中乌
两国未来林业合作提供了新
机遇，注入了新活力。中国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在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
展倡议”框架下，深化与乌
拉圭的林业合作。作为国际
竹藤组织在东道国的业务窗
口单位，中国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将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
国际竹藤组织发展壮大，吸
纳更多志同道合的新成员加入，持续推动“以竹代塑”倡议
落实。

乌拉圭牧农渔业部部长费尔南多·马托斯说，乌拉圭正
式加入国际竹藤组织，开启了自然资源保护和为可持续发展
目标履行义务的新征程。“以竹代塑”产品、竹建筑、竹手工
艺品等竹子开发利用方式的普及使乌拉圭经济活动多样化成
为可能。感谢各方在乌拉圭加入国际竹藤组织进程中给予的
支持与帮助。乌拉圭将和国际竹藤组织一道致力于可持续
发展。

“国际竹藤组织是凝聚成员国力量、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的一个典范。乌拉圭有着保护森林资源的悠久传统，目前正
在充分利用竹子这一可再生资源，发挥其在推动可持续发展、
促进社会包容和创造就业机会中的巨大潜力。”乌拉圭牧农渔
业部林业总局局长卡洛斯·法罗帕表示，加入国际竹藤组织
为乌拉圭提供了加强技术、建立研究合作的平台，便于学习
其他国家应对绿色经济转型挑战的经验，从而将竹子融入市
场多样化选择的进程中。

阿根廷、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厄瓜多尔等多国驻华外
交官，以及国际竹藤组织东道国有关单位代表出席仪式。

下图：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上圯乡毛竹制品加工厂，
农民在晾晒毛竹半成品。 邓和平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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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黄昉） 日前，中国首个抽水蓄能重卡换电站在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抽水蓄能电站工程投运，将能源和交通
运输这两大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互融互促，助力电站建设全
速冲刺。

新投运的南宁抽水蓄能重卡换电站设置有 1 个车道、5 个
电池仓位，配置了 4 台 300 千瓦充电机和 20 辆电动重卡，可实
现 3 至 5 分钟快速换电，助力新到场的电动重卡马不停蹄地参
与电站水库开挖，冲刺年底前完成水库蓄水目标任务。相比传
统油车重卡，电动重卡将节省燃油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据了解，南宁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是“十四五”国家 102 项
重大工程之一，也是广西首座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总装机规
模 120万千瓦，总投资约 80亿元。

当前，南宁抽蓄工程建设已进入全速冲刺期，2800 余名
工人在工地同时推进 60 多项施工任务。地下百米深处的电站
厂房里，首台机组的定子日前刚刚吊装完成，设备安装工作
全面提速。南方电网储能公司南宁抽蓄项目部副总经理代雄
介绍：“目前，工程建设进度已接近 70%，预计 2025 年底之前
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每年最多可消纳广西清洁能源 25 亿千瓦
时，相当于 110万居民用户一年的用电量。”

南宁抽水蓄能重卡换电站投运

作为浙北杭嘉湖平原在杭州湾沟通外
海的门户，嘉兴港乍浦港区的码头边业务
繁忙，卡车穿梭，集装箱从这里向世界各
地运转输送。

地处上海南翼、杭州湾北岸的浙江乍
浦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嘉兴港区”），除
了拥有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嘉兴（乍浦）港，
还有国家级嘉兴综合保税区、临港现代装
备·航空航天产业园等。

从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河道，到一辆
辆氢能公交、氢能集卡……作为国家级减
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园区，嘉兴港区上演
了一场精彩的绿色转型记。

▲ 在嘉兴港乍浦港区，氢能重卡正在集装箱码头进行运输作业。 本报记者  陈  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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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转型新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