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化”强市
成陕西经济重要增长极

榆林市位于陕西省最北部，在该地区，
平均每平方公里地下蕴藏着 622 万吨煤、
1.4 万吨石油、1 亿立方米天然气、1.4 亿吨
岩盐，资源组合配置之好，国内外罕见。

自上世纪 80 年代，榆林进入发展“快
车道”，先后成为“西煤东运”的腹地、“西
电东送”的枢纽、“西气东输”的源头，并
于 2017 年被国家批复为现代煤化工产业
示范区，2019 年启动创建榆林能源革命
创新示范区建设， 是名符其实的能源化
工大市。

榆林市能源化工基地建设推进服务中
心数据显示，2020 年， 榆林地区原煤产量
5.17 亿吨、原油产量 1048 万吨、天然气产
量 210 亿立方米， 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
13.2%、5.3%和 10.9%； 电力总装机 3587 万
千瓦，全省占比 53%。

在能源化工产业的带动下， 榆林经济
一路高歌。 特别是“十三五”期间，榆林地区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9%，先后迈上 3000 亿
元和 4000 亿元两个新台阶，经济总量跃居
呼包鄂榆城市群第 1 位、西部第 7 位，成为
陕西经济增长的第二极。

公开报道显示，即便在 2020 年一季度
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榆林市依然
实现了当期 “较陕西省和全国分别高出
9.8 个和 11 个百分点，增速居全省第一”
的逆势开局。 强大的能化产业体系和实
体经济基础， 为全国疫情防控工作贡献
了“榆林力量”。

化黑为白
探索资源城市转型形势紧迫

然而，站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当口，面
对今年以来国家从严从紧管控“两高”项目
上马的要求，对榆林而言，过去经济发展过

度依重煤炭的老路将一去不复返。 取而代
之的是，“处理好减污降碳与能源安全的关
系， 摆脱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高碳锁
定”，正成为当务之急。

对此， 陕西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明确要求， 榆林要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积极开展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努力构
建高端低碳现代产业体系。

面对此种情形，“我们邀请了多位院
士，研讨榆林碳达峰碳中和发展路径，提出
资源开发由坚持‘三个转化’向保障国家综
合能源供给安全转变、 产业体系由能化主
导向多元融合多极支撑转变、 发展动力由
资源驱动向科技引领创新驱动转变， 形成
高碳城市低碳发展新思路。”榆林市发改委
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围绕这一思路，榆林在布局未来五年
发展时，从“十四五”规划盘子中主动压

减了 40 多个总投资 7000 多亿元的 “两
高”项目。

榆林市拥有全国储量最大的优质煤，
也因此以“榆林煤”著称，又称“环保煤”、
“洁净煤”。 榆林市委书记李春临曾公开
表示，榆林的转型升级就是要依托资源优
势， 做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这篇 “大文
章”，也就是把“榆林煤”这一自家地里长
的小麦 ，不仅要磨成 “面粉 ”，还要做成
“面包”“蛋糕”。

以此为指引，促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
多元化、低碳化发展无疑是现实出路。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家能源集团榆
林化工有限公司正进行 180 万吨/年煤制
甲醇和 40 万吨/年合成气联产乙二醇项
目建设，致力于通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走出一条从煤炭到可降解塑料的煤炭综
合利用 “新路 ”，持续探索废水 “近零排
放”工艺，实现从煤炭到甲醇，再到聚烯
烃及各种低碳环保化工产品的 “由黑到
白”的重大转变。

科技引领
瞄定创建碳排放达峰示范城市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榆林能源革
命创新示范区创建方案已报省政府， 即将
上报国家发改委。 区内能源革命示范的各
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据上述榆林市发改委负责人介绍，示
范区总体建设思路是，锚定碳达峰、碳中
和国家战略目标，超前布局碳中和路径与
模式，围绕可再生能源多能互补与规模应
用、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与耦合替
代、低碳化智能化多能融合三条路线，建
成多能融合科技创新试验田、国家重要的
清洁能源供应地、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示范
城市和能源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先
行区。

值得注意的是， 示范区将充分发挥科
技创新的引领作用， 围绕节能降碳进行超

前布局。“除与中科院签订‘一区三基地’战
略合作协议外，今年 5 月，我们又与西北大
学就共建全国首家碳中和研究院达成了合
作协议。 目前，双方正在积极落实建设条
件。 ”上述负责人说，“我们将充分发挥中
科院技术、人才优势，突破一批卡脖子关
键技术，开展一批颠覆性技术示范，以创
建能源革命示范区为牵引，加快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 ”

事实上 ， 在节能降碳项目落地层
面 ，榆林近期已开启 “捷报频传 ”模式 ，
从而为能化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奠定了
工作基础。

比如， 延长石油集团榆林煤化公司 5
万吨/年 CCUS 示范项目在实现稳定运行
的基础上，计划今年 10 月底完成扩能至 10
万吨/年。 另拟建一套 20 万吨/年二氧化碳
捕集装置，预计 2022 年 6 月投运。

国内规模最大的燃煤电厂燃烧后二
氧化碳捕集示范项目———国能锦界公司
15 万吨/年 CCS 示范项目已通过试运
行 ，试运期间连续生产出纯度 99 .5%的
工业级合格液态二氧化碳产品，成功实
现了燃煤电厂烟气中二氧化碳大规模
捕集，并拟建 10 万吨级“液态阳光”示范
项目。

此外， 榆林城投佰盛公司的综合利用
煤化工尾气 100 万吨二氧化碳、2 万吨碳酸
氢铵及 1 万吨工业氨水项目也已完成备
案，预计明年建成投运。

“就在不久前， 我们全面对标中共中
央相关文件要求，出台了“十四五”能耗
双控 21 条举措， 目的就是要强化能耗管
控力度，确保完成‘十四五’目标任务，实
现碳排放强度降低 19%。 ”榆林市发改委
上述负责人说，“十四五” 是榆林能源低
碳转型进入爬坡过坎的关键期，也是榆林
实现碳达峰的攻坚期、窗口期。 榆林积极
制定碳达峰行动方案、编制碳中和达标规
划，力争创建全国碳排放达峰和空气质量
达标“双达”试点示范城市。

□ 2021年 9月 27日 □责任编辑：张胜杰 □版式：侯进雪
□电话：010-65369491��□邮箱:zgcsnyzk@126.com 中国城市能源26 城市要闻

生态环境部：

拟推动 100 个
“无废城市”建设

本 报 讯 记者张 胜 杰 报
道：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
于公开征求《“十四五”时期深
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工作
方案 （征求意见稿 ）》 （下称
《工作方案》）和《“无废城市”
建设指标体系 （2021 年版 ）
（征求意见稿）》（下称 《指标
体系（2021 年版）》）意见的通
知，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
止时间为 9 月 26 日。

生态环境部在 《工作方
案》中提出，推动 100 个左右
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无废城
市”建设。 到 2025 年，城市固
体废物产生强度稳步下降，综
合利用水平和比例大幅提升，
区域处置设施缺口基本补齐，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用明
显， 基本实现固体废物管理
信息 “一张网 ”，“无废 ”理念
得到广泛认同， 固体废物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得到明显
提升。

《工作方案》提出，将“无
废城市” 建设目标任务纳入
城市或者区域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及其他
相关专项规划，持续推进；因
地制宜编制“无废城市”建设
实施方案，与碳达峰碳中和、
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以
及城市建设管理有机融合 ，
明确任务措施，一体推进，协
同增效； 建立完善 “无废城
市”建设评估机制，推动将建
设成效纳入当地党委、 政府
绩效考核。

而《指标体系》（2021 版）
则与《工作方案》中的任务相
适应：

在碳核算方面新增“重点
行业工业企业开展碳排放清
单编制的数量占比” 等指标，
鼓励重点碳排放行业的工业
企业开展碳排放清单编制，为
科学核算和评估 “无废城市”
建设对城市碳达峰、碳中和的
贡献提供基础支持；

在降碳方面新增“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率”等指标；将
必选指标 “实施清洁生产工
业企业占比”调整为“通过清
洁生产审核验收工业企业占
比”，推动钢铁 、建材 、有色 、
化工 、石化 、电力 、煤炭等重
点行业通过清洁生产降低能
耗，减少碳排放；将可选指标
“开展绿色矿山建设的矿山
数量”调整为必选指标“绿色
矿山建成率”，强化矿山生态
修复对增加碳汇的作用。

安徽在全国率先
推出“碳指数”服务

本 报 讯 记者张 胜 杰报
道 ：近日 ，记者获悉 ，为引导
企业绿色发展， 安徽省统计
局近日上线全国首创的 “碳
指数”服务，旨在为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提供节能降碳诊断
服务，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
色转型。

安徽“碳指数”服务已于 8
月下旬在全省统计部门企业联
网直报平台上线。“全省规上工
业企业 9 月 1 日起登录系统，
录入数据， 就会自动生成该企
业的碳指数。”安徽省统计局能
源处负责人介绍。

从 9 月起， 安徽将通过
“碳指数 ”服务 ，为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进行节能降碳在线
“诊断”。 作为政府部门提供
的重要公共服务 ，“碳指数 ”
服务将充分发挥统计监测在
能源管理和节能降碳工作中
的基础性作用， 为企业日常
生产经营建立一本碳排放
“明白账”， 推动节能降碳落
实到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

据介绍，“碳指数”系统通
过建立煤 、电 、油 、气能源消
费四大维度计算碳排放指
数，勾画碳指数“体检图”，如
以“碳指数环”显示企业各类
能源消耗的碳排放水平 ，用
柱状图显示企业每月能耗和
碳指数趋势， 让企业及时掌
握自身能耗、 碳排放现状和
趋势， 引导企业以碳减排为
抓手，努力提升生产效能、拓
展市场空间， 加快建立节能
低碳的绿色生产体系。

金秋九月，走进北京市平谷区，山川
秀美、水天一色，宛如置身风光迤逦的山
水画中。

如今，生态宜居、风景宜人已成平谷区
发展的“金名片”。 与此同时，聚焦农业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的“平谷区生态桥”治理工程
也已正式启动。 其通过打造 “资源—农产
品—废弃物—再生资源” 绿色循环经济模
式，将收集来的枝杈、树桩、树叶等农业废
弃物经过粗粉、 细粉等加工过程制成有机
肥，可实现区内每年 20 余万吨的农林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 解决了区内农林废弃物焚
烧带来的空气污染问题， 为平谷区绿色低
碳、生态文明建设探索出一条新出路。

农林废弃物变身有机肥

位于北京市东北部的平谷区，是“中国大
桃之乡”，也是“北京市生态涵养区”。 其中，17
个乡镇（街道）种植有 34万亩果园，每年可产
生 20余万吨的果树枝条等农林废弃物。“以往
这些农林废弃物都被堆在了田间地头、房前屋
后，或被用来烧火做饭，对平谷区生态环境治
理和乡村治理而言，都是棘手难题。”平谷区生
态环境局局长张小勇说。

据统计， 这 20 万吨农林废弃物中有约
40%、8万吨会被堆放在田间、道边，约 60%、12
万吨被用来烧火做饭、取暖。 “若这 12万吨农
林废弃物充分燃烧， 每年将会产生 486吨的
PM2.5。 ”刘家店镇党委书记马超鹰补充说。

为解决 “小树枝” 引起的生态环境治理
“大麻烦”，平谷区委、区政府以刘家店镇为
试点，于 2017 年创新启动了“生态桥”治理
工程， 将果树园枝条等农林废弃物统一收
集、统一处理，加工处理成高品质有机肥，有
序还田，实现农林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位于刘家店镇的“生态桥”农林废弃物
处理中心和科普基地，就是用来堆放、加工

处理农林废弃物的集中区域。 据介绍，该基
地将老百姓收集来的农业废弃物， 通过粗
粉、细粉、辅助发酵等过程制成有机肥，然后
按照农业废弃物与有机肥 1:1 的比例，将有
机肥返给老百姓，形成了老百姓拿农业废弃
物“免费兑换”有机肥的模式，这样一来，不
仅有效缓解了平谷区生态环境治理的棘手
难题，同时也为农户生产投入减轻了压力。

“自 2017 年推行‘生态桥’治理工程后，
2020 年 5 月， 我们又开工建设了农林废弃
物处理中心和科普基地，该基地总建筑面积
达 1.9 万平方米，日处理农林废弃物可达到
60 吨。 “目前，该基地仍在建设改造中，预计
改造完成后，年可生产有机肥 2.5 万吨。 ”马
超鹰介绍。

打通基层生态环境治理
“最后一公里”

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这一模式在平
谷区推行以来，口碑怎么样？

寅洞村党支部书记邢数贺向记者介绍，
自 30 多年前，刘家店镇已开始种植果树，如
今，积压的果树枝条特别多，没有实施“生态
桥”治理工程之前，田间、房屋河道边都堆满
了果树枝条，到处都是，“以前，我们村的道
路两旁车都很难通过。 ”

“利用果树枝条免费兑换有机肥，既可
以省去以往购买化肥的费用， 又能改良土
壤、换美化环境，我们当然踊跃支持！ ”村民
胡建江高兴地说。

刘家店镇村民宋淑伟告诉记者，她的家
总共 6 亩地，每年可上交约 4 吨左右的农林
废弃物。 “每上交 1 吨农林废弃物就能免费
换 1 吨有机肥， 相比之前得自己花钱买化
肥，一年能节省 3000-4000 元肥料支出。 不
仅如此，使用这种有机肥后，土壤也得到了
改良，种出的桃口感更香脆，现在桃子的产

量和销量都直线上涨。 ”
据马超鹰介绍，自实施“生态桥”治理工

程之后， 平谷区土壤有机质含量由 2017 年
以前的 1.07%提升到了 3.07%。 粗略估计，通
过果树树枝等农林废弃物加工制成的有机
肥，目前可营养周边 5万亩以上的土地。

据悉，当前，“生态桥”治理工程已完成
全区布局，其将通过“总站+粗粉站”运行模
式， 进一步推动平谷区农业绿色循环发展
和生态文明建设， 解决基层生态环境治理
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争创北京生态文明示范区

记者了解到，通过创新实施“生态桥”
治理工程、“四治一保”等环保专项行动，平
谷区生态环境质量已得到全面提升。

截至 2020 年，平谷区空气中 PM2.5 平

均浓度为 34 微克/立方米， 较 2016 年下降
51.4%，空气质量达到了国家二级标准。

据介绍，未来“生态桥”农林废弃物处
理中心和科普基地还将进一步打造低碳建
筑、光伏等绿色低碳基地，推进平谷区绿色
低碳可持续发展。

“今年我区正在申请创建第五批‘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未来几
年将紧紧围绕‘三区一口岸’功能定位和绿
色发展战略目标， 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后花园、农业科
技创新示范区等建设， 努力争创生态文明
示范区，打造北京市生态文明建设标杆。 ”
平谷区副区长付湘生说。

打造北京生态文明建设标杆———

平谷推进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本报记者 张金梦

““化化黑黑为为白白””，，榆榆林林低低碳碳转转型型待待提提速速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仝仝晓晓波波 张张胜胜杰杰

关注

作为国家“西煤东运”的核心腹地、“西气东输”的重要源头、“西电东送”的主要起点，以及国家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 ，近年来 ，陕西省榆林市经济发展直
追西安———2005 年开始成为陕西第二大经济体；2007 年开始规上工业增加值总量连续 14 年居全省第一；2019 年人均 GDP 超过西安，位居全省第一。

然而现如今，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持下，过于偏重高碳产业的经济发展之路显然已不可持续。 产业结构过于依煤的榆林尤其如此。 就在不久前，总投资超千亿
元全球最大的在建设煤化工项目———陕煤榆林化学煤炭分质利用制化工新材料示范工程突然被按下“暂停键”，令业内哗然。 陕西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更
直言，当前，榆林绿色低碳发展不够，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并要求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在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下，使得这座“乌金之城”，不得不加速自我革命，努力走出一条摆脱资源依赖和路径依赖，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新路子。

�� 平平谷谷区区刘刘家家店店镇镇果果
农农布布施施桃桃木木有有机机肥肥。。

平平谷谷区区刘刘家家店店镇镇农农户户上上交交树树枝枝。。

榆榆林林化化工工全全景景图图

�� 榆榆林林化化工工正正在在建建设设的的可可降降解解材材料料示示范范项项目目
产产品品——————全全生生物物降降解解塑塑料料袋袋。

榆榆林林化化工工中中心心化化验验室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