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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三三五五””公公共共机机构构节节能能综综合合得得分分全全国国第第一一，，人人均均能能耗耗全全国国最最低低

江江西西：：公公共共机机构构节节能能何何以以拔拔头头筹筹？？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胜胜杰杰

走现场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金金梦梦

北北京京昌昌平平百百善善再再生生资资源源产产业业园园——————

破破解解低低值值可可回回收收物物““无无处处可可去去””困困局局

““2244 小小时时绿绿电电供供应应””储储能能电电站站开开工工

山山东东庆庆云云打打造造首首个个县县级级““纯纯绿绿色色电电网网””

本报讯 记者张张金金梦梦 报道：9 月 1 日， 三峡新能源庆云储能电
站示范项目开工仪式在山东省德州市庆云县举行， 作为该省 2021
年首批调峰类储能示范项目， 庆云储能电站示范工程的落地标志
着山东新型储能示范项目建设全面铺开。

记者了解到，三峡新能源庆云储能电站示范项目，由山东电力
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山东电工时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三峡集团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联合承建，规划总容量 300 兆瓦/600 兆瓦时，
分三期建设。 一期投资 4.4 亿元，其采用全球最先进宁德时代 1500
伏液冷磷酸铁锂储能技术， 建成 100 兆瓦/200 兆瓦时储能系统及
220 千伏升压站一座，计划年底投运。

“三峡新能源庆云储能电站示范项目一期投运后，单次充电
可储存高达 20 万千瓦时绿色电能，将全面提升电网‘移峰填谷’调
节能力，实现错峰收储、释放绿电，推动庆云县实现‘24 小时绿电供
应’，创建山东首个县级‘纯绿色电网’，打造形成可借鉴、可复制、
可推广的‘庆云模式’。 ”德州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

山东省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处负责人指出， 伴随山东
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装机比例迅速增加，省外来电的大幅提高，
煤电机组供热改造不断提速，电网调峰形势日趋严峻，加速新型储
能技术研发应用已势在必行。

近两年， 山东已将储能发展作为支撑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技
术和基础装备，出台了关于开展储能示范应用实施意见，推动全省
储能加快发展。

截至目前，济南、德州、泰安、滨州、烟台等已建成投运总装机
规模 119 兆瓦/238 兆瓦时的 19 个电化学储能项目，在提升电力系
统调节能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促进清洁能源消纳等方面成
效明显，为山东乃至全国推动储能发展提供了借鉴参考。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德州着力构建政府牵头、电网搭台、电
源企业参与的“新型电力系统”联合创新合作体系，未来将以庆云
县为试点开展“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县域实践。

“下一步，山东将以此次示范项目开工为契机，进一步健全完
善储能发展政策体系和保障机制，全面开展储能领域合作，以试点
促推广应用，以示范促深化发展，推动新型储能技术研发和创新应
用取得新突破，为全省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山东
省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处负责人表示。

哪些品类废弃物属于可回收物？ 您家的可
回收物去哪了？

今年 3 月，北京市印发《北京市可回收物指
导目录（2021 年版）》，首次公布了可回收物指导
目录，明确可回收物清单包括废纸、废塑料、废
金属、废玻璃、废织物、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 80
多项。

但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除废金属、旧报纸书
籍等回收价值较高品类回收利用率高外，玻璃、
旧衣物等低价值可回收物仍无处可去， 成为回
收体系建设的“拦路虎”。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北京市再生资源利用
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再生集团”）再
生资源产业园正为低价值可回收物回收难的困
局探索新出路。

“产业园是北京市为数不多的再生资源回
收处理园区，通过构建‘点、站、场、交易’可回
收物回收体系， 从可回收物产生的源头实现
高低值可回收物应收尽收， 破解低价值可回
收物‘无处可去’的困局，为北京市生活垃圾
分类减量处理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北京市市
容环境卫生协会有机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回收
利用专业委员会主任宋建国说。

据产业园副总经理吴昭丽介绍， 该产业
园由北再生集团于今年 3 月启动建设，项目
投资 3000 万元， 预计将于今年 10 月正式投
产运行。

走进产业园，宽阔整洁、绿植环绕，4 个占地
面积共 2600 平方米的生活垃圾处理车间映入眼
帘，4台生活垃圾收运车辆整齐排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产业园占地总面积为

25 亩，其中，4 个车间为生活垃圾处理车间，主要
用于生活垃圾分拣、打包；除此之外，产业园内还
建有 16 个库房， 用于临时存储已经分拣处理好
的可回收物。 “细化分类、 打包压块后的可回收
物，最终会被统一运送到对应的厂家进行资源再
利用。 ”吴昭丽说。

相关材料显示，目前，北京市每户每天产生
的 1.5kg 可回收物中，有 27%是废玻璃、废木头、
泡沫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 因利润空间有限、
回收难度较大、市场无序化经营等原因，其一直
面临着回收难题。

不仅如此，“可回收物价值低， 若体量还小，企
业回收成本会非常高。 比如一些玻璃制品，本身重
量大，回收的经济效益还不如塑料制品，转运过程
中也不安全。 ”宋建国表示，也正因此，回收低价值
可回收物变得很“鸡肋”。

记者了解到，“不
受待见”的低价值可回
收物往往会被视作一
般生活垃圾，实行卫生
填满、焚烧，这无疑为
垃圾减量加压，对环境
造成严重污染。

而产业园的建设
初衷就在于实现低价
值和高价值可回收物
的全面回收，实现北京

市生活垃圾资源利用最大化。
在产业园西南角，5 个长 6—8 米不等，宽 3

米、高 2.5 米的的蓝绿色集装箱整齐地矗立着，
集装箱正面醒目位置分别印有其他垃圾、 有害
垃圾、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字样，干净整洁的外
观与园区内的绿树、草地，以及新建的水泥马路
融为一体， 让人仿佛忘记了自己正置身于一
个专门存储、处理可回收物的产业园。 这就
是北再生集团再生资源产业园推出的“生活
垃圾分类驿站”。

吴昭丽介绍， 为谋求北京各区生活垃圾的
精细化分类回收，未来 2—3 年内，北再生集团
计划在北京市全域布局数千个生活垃圾分类驿
站，引导市民提高垃圾分类整洁度与精细度，规
范可回收物收集投放。

“待正式运行后，处理生活垃圾能力将达到
12 万—16 万吨/年，将有效助力北京市生活垃圾
资源化利用。 ”吴昭丽说。

采访中，宋建国建议，未来，可回收物投放
点的布局和建设， 应纳入政府部门的市政基
础设施规划中。 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应制定低
附加值再生资源回收品种参考目录， 编制回
收站(点)、分拣(交易)中心设施设置参考规范。
建立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信息化平台， 整合数
据资源，加强运行分析，动态掌握生活垃圾再
生资源回收量、回收品种、利用处置去向等相
关信息。

全国首个公共机构低碳积分制试点

“步行 2000 步可获取 1 个‘绿币’；
骑共享自行车 10 分钟可得到 1 个‘绿
币’；早晚各一次垃圾分类可奖励 1 个
‘绿币’。 ”近日，江西省公共机构低碳积
分制（绿宝碳汇）平台“云”发布，在绿宝
碳汇 App 上，干部职工可通过多种低碳
生活等方式获取“绿币”。

“打开绿宝碳汇 App，就可以直观地
看到今日获取的碳积分（绿币）。 我们可
以通过步行、乘坐地铁、光盘行动等方式
获取‘绿币’，为低碳生活做出贡献。 ”在
活动现场，江西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
机构节能管理处处长陈晓岚一边操作
App 一边介绍，只见她点击 App“光盘行
动”，上传了午饭光盘的照片，即获得 1
个碳积分。

“这款 App 非常简洁易懂，只需要发张
图片，选择乘坐地铁、步行、‘光盘’等绿色
生活方式上传照片，便可获取‘绿币’。有利
于让干部职工养成低碳生活习惯， 动员全
社会积极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减少能源消
耗。 ”陈晓岚称。

这只是江西省在节能方面的一个生动
实践。

记者从江西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
机构节能管理处了解到，近年来，江西省
扎实推进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取
得显著节能降耗成效。数据显示，2020 年，
江西省公共机构人均综合能耗 67.63 千克
标准煤， 单位建筑能耗 3.93 千克标准煤/
平方米， 人均用水量 25.02 立方米/人，与
2015 年相比分别下降 26.48% 、14.38% 、
18.58%。 其中，人均能耗全国最低，能源资
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

这与该省完善的制度建设分不开。 “我
们在全国率先出台公共机构能耗定额标准，
出台 《江西省公共机构绿色办公行为准则》
《江西省公共机构干部职工节水行为规范》，
首次从制度层面规范公职人员绿色办公、节
约用水行为。 ”江西省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处
二级主任科员徐振亚民说，“此外，我们还出
台了《江西省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暂行办
法》《江西省公共机构重点用能单位管理办法》
《江西省医疗卫生系统能源管理体系建设及评
价指南》等 10 余项标准制度，节能管理逐
步实现有标可依，精细化管理水平有效提升。

合同能源管理闯出“新路子”

如今，在南昌经开区管委会停车场，只
要你稍加留意， 就会发现这里的停车场和
别处有所不同。

该停车场的灯是 LED 微波感应灯，能
发射接收雷达感应信号， 晚上行人进入时
灯自动变亮，比白炽灯省电 80%；停车场内
的光伏发电电动汽车充电场， 能满足上百
辆新能源汽车同时停放、充电，是目前南昌

市公共机构规模最大的充电桩区域； 停车
棚顶的光伏发电区年发电量约 4 万千瓦
时，能满足约 100 辆电动汽车充电。 此外，
这里还有自助高压洗车场， 通过计量限时
方式，每年可节水约 2500 吨……

南昌经开区机关大楼经过绿色改造
后，也焕然一新，绿色气息扑鼻而来。 “我
们通过对经开区机关大楼照明设备、用水
器具、老旧天花板、绿色食堂、绿色机房、
雨水收集及高效灌溉、空调待机节能及物
联网能耗监测监控系统共八大项实施综
合改造，采用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效益分享
型模式，由节能公司 100%投资改造运营，
节能效益 1：9 （即试点单位: 节能服务公
司）分享，项目管理期限为 9 年。 ”谈起该
项目最大的亮点，江西需求侧能源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黄宇告诉记者，仅 2020 年，
就帮管委会节约电能约 23.3 万度，折合标
准煤约 29 吨。

作为全国集中统一合同能源管理试点
城市之一，南昌市的试点县区———南昌县，
也通过采取节能效益分享型运作模式，实
现了新能源、 可再生能源推广以及高效照
明节水器具应用。

据介绍，南昌县主要在向塘镇政府、莲
塘一中、 莲塘二中等屋顶安装了分布式光
伏电站，总装机容量达 415KW，引进企业
投资 161.6 万元，合同期限 25 年。 “这两所
学校使用企业的光伏电站电力， 可以享受
国家电网电价的 9.29 折优惠，节约了学校
用电成本，非常实惠。 ”南昌县机关事务管
理中心办公室主任张琪介绍道。

“此次通过集中统一模式实施合同能
源管理项目， 共计引入社会投资 184.2 万
元，不仅节约了电力和水等能源资源，还因
地制宜，挖掘公共机构建筑闲置屋顶的‘绿
色’价值，就近利用太阳能清洁能源，有效
解决电力在升压及长途运输中的损耗问
题，缓解了电网压力，积极践行了以绿色为
导向的生态发展观。 ”张琪说。

集中统一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实

施，已产生示范带动效应，目前南昌县洪
亿学校的屋顶光伏电站正紧锣密鼓地施
工，同时，南昌县疾控中心也已完成前期
调研论证，准备立项。 张琪进一步说：“这
种模式调动了公共机构节能改造的积极
性， 提升了大家对合同能源管理效益的
认知度。 ”

综合能耗监管用上“云”平台

在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目前通过远
端数据采集， 辖区内各级公共机构建筑的
水、电等能耗用量情况一目了然，以及对采
集的各种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 从而生成
节能策略和节能控制方案。

上述场景的实现，“主要得益于综合
能耗监管‘云’平台。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负责节能工作的刘慧英说。

刘慧英称，该平台在赣州经开区党工
委、管委会大力推动下，专门安排了专项
资金，站在全区大节能的思路来设计。 她
说：“全区所属各级公共机构均可以共享
能耗监管‘云’平台系统，避免了多单位服
务器、软件的重复建设，节约资金节能改

造资金达 20 万余元。 ”
据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节能工作管理

员肖香崽介绍， 该平台还具有强大的监测、
分析功能， 实时查询 24 小时的能耗分类分
项数据。 根据日、月、年查询各分类分项能
耗，在任意时间段对不同建筑之间的各项能
耗、进行对比分析，同时对建筑内各类用能
情况进行时段统计和分析，确定节能管理方
向，验证节能管理成效。

在空调管控方面，还可以分户实时监
测计量空调的开关状态、 耗电量、 运行时
间，并远程控制，进行空调能耗分户定额管
理。 “这样既保证了公共机构建筑环境的舒
适度，又达到了节约空调能耗的目的。 ”肖
香崽说。

“截至目前， 我们全区二级公共机构
水、电等能耗纳入‘云’平台监测管控，能耗
监测管控点共 923 个，覆盖率达 100%。 ”刘
慧英告诉记者。

邱永强表示，今后，江西将充分发挥
公共机构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中的示
范引领作用，为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绿色
转型、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
作出更大贡献。

江西，自古享有“物华天宝、人杰
地灵”之美誉。这里既有红色基因衍生
和传承，也是中国最绿的地方之一，森
林覆盖率达 63.1%， 是全国平均水平
的三倍。

近年来 ，江西省坚持把节能减
排作为优化经济结 构 、 推 动 绿 色
循环低碳发展 、 加 快 生 态 文 明 建
设的重要抓手和突 破 口 ， 能 源 消
耗总量和强度 “双控 ”工作取得积
极成效 。 “十三五 ”期间 ，该省能耗
强度累计下降 19 .4% ，能耗增量为
1385 万吨标准煤 ， 超额完成国 家
要求目标任务 。

“在‘十三五’公共机构节约能源
资源工作评估中， 我省综合得分位居
全国第一。 ”近日，江西省机关事务管
理局副局长邱永强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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