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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 瑜

水泥是老牌建筑材料工业，在我国有 100 多年的发展历史。

提及这一行业，人们对其印象总是“工作环境四处扬尘、工人灰头

土脸”。然而近年来，一些现代化水泥工厂依靠科技创新，一改旧

貌，摇身变为“智慧工厂”“花园式工厂”“森林工厂”。

“通过绿色化改造，水泥行业正在全面转型。”金隅冀东水泥吉

黑区域党委书记李晓明告诉记者，水泥工业生产与工作环境相较

过去发生了极大改变。不久前，记者走进金隅冀东水泥黑龙江公

司，探索水泥工业绿色转型的发展实践。

金隅冀东水泥黑龙江公司位于哈尔滨市阿城区玉泉镇境内，

水泥生产线紧邻玉泉威虎山森林公园。金隅冀东水泥黑龙江公司

党总支书记、经理严桂忠说：“我们厂区洁净无尘，是国家级绿色工

厂。不少工作人员经常在午休时间去工厂后山散步，拍照发朋友

圈，为有舒适绿色的工作环境感到自豪。”

严桂忠介绍，公司全面推进绿色工厂建设，除留用原有的近万

株树木外，他们还在厂区补种大量树木，厂区绿化率达到50%以上。

“通过燃煤替代来降低能耗是公司绿色化改造的特色做法。”严桂忠

说，“公司进行燃煤替代与节能改造，丰富燃煤替代使用品种，通过对橡

胶颗粒、生物质、垃圾衍生物、热解炭黑、有热值燃煤炉渣的有效应用，目

前公司全年燃煤替代率达到20.21%，全年减少原煤使用量4.75万吨。”

严桂忠说，金隅冀东水泥黑龙江公司还通过应用节能设备，将

均化库底和煤磨罗茨风机更换为新型气悬浮风机，节电率达 2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五部

门发布《水泥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计划》。该计划提出，2024 年

至 2025年，通过实施水泥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用能设备更新形成

节能量约 500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 1300万吨。

“在《水泥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计划》指导下，公司将聚焦落

实‘双碳’目标，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发展。”严桂忠说。

水泥工厂化身“森林工厂”

环保时空环保时空

◎本报记者 叶 青

◎通 讯 员 韩沁言 何新社 艾克帕尔·艾力
本报记者 朱 彤

◎本报记者 韩 荣

巍巍太行，滔滔汾黄，在山西大地上，黄河从北到南沿

着晋陕大峡谷奔流，哺育了三晋儿女。

自偏关老牛湾入境，至垣曲马蹄窝出境，黄河在山西

省干流流程 965公里，干支流覆盖全省 11市 86县（市、区），

面积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73.1%。

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

上，山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吴伟表示，山西作为黄河中

游重要省份，是京津冀的重要生态屏障，落实黄河战略、抓

好黄河治理，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近年来，山西省开展了重点山川、河流、湖泊的生态修

复治理，实施总投资上千亿元的“一泓清水入黄河”重大工

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实验区建设取得

了积极进展。

沙化治理有良方

山西省是黄河流域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也

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其北部 6市 44县位于黄河

“几字弯”攻坚战主战场，省内的沙化土地主要集中分布在

晋北、晋西北。位于晋蒙交界、毛乌素沙漠风口地带的山

西右玉县便在其中，绿色曾是这里最稀缺的颜色。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

门。”新中国成立之初，右玉全县林木绿化率不足 0.3%，土

地沙化面积占到了 76.2%，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发。

右玉县马头山村植树造林大户李云生回忆，他小时候

家乡风沙很大。“白天一阵风沙吹来，天像晚上一样黑，在

教室上课都需要点起煤油灯。”

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右玉县人靠着一把铁锹、两只

手，展开了一场持续 70多年的绿色接力。在几代人的不断

努力下，这片 290 多万亩的土地上，90%以上的沙化土地得

到有效治理，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近年来，山西省全面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规划纲要》《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规划》等文件的要求，将扩绿、经营双“提质”、省直林区、

自然保护地双“升级”作为转型方向。

2023年，山西省完成营造林任务 456.7万亩，其中黄河

流域 327万亩，超额完成年度任务，人工造林规模连续三年

位居全国第一。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处处长李军介绍，

黄河“几字弯”是山西省三北六期工程建设的主战场。三

北六期工程建设的主要任务是科学实施沙化土地综合治

理，精准实施森林草原质量提升工程，统筹推进河湖湿地

保护修复等。

“近年来，在‘三北’工程建设实践中，科技发挥了第一

生产力的重要支撑作用。”李军说，近年来，山西省坚持“科

技先行、示范引领”的原则，在省内干石山区开展爆破整

地、客土造林，在黄土丘陵区实施径流整地、抗旱造林，在

风沙区推广阴坡堵风、集水造林，形成 20多项集成技术。

“目前，山西省已经初步建成了北部风沙区防风固沙

林、中南部水土保持林、汾河上游水源涵养林、沿黄地区经

济林及平原地区农田防护林等区域性防护林体系，在晋陕

峡谷建成 600 多公里的绿色长廊，使广袤的吕梁山区披上

绿装。”李军表示。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山西水土保

持率达到 64.58%，年均入黄泥沙量大幅减少，蓄水保土能

力显著增强。

水质提升增颜值

“今年 1月至 4月，山西省黄河流域优良水体比例提升

到 91.5%，同比提升了 12.2个百分点，水环境质量得到不断

改善。”在日前山西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山西省生态环

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赵亮公布了这一喜人的数据。

夏日时分，站在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的汾河入黄口

“望河台”上，宽阔的河面波光粼粼，河水缓缓流淌。

在万荣县荣河镇庙前村断面水质自动监测站内，多组

在线监测设备正在实时检测汾河水的化学需氧量、高锰酸

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 5 项参数，确保汾河水达标入黄。

这里是汾河汇入黄河的最后一道关卡，也是检验汾河水质

的一个关键节点。

作为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绵延 710余公里，左携太

行，右揽吕梁，守护着表里山河、无限锦绣。

但在昔日，汾河河道断流，水位下降，一度成为“母亲

河”的伤痛。资料显示，曾经的一段时间内，汾河干支流上

的 13 个地表水国家考核断面里，有 8 个常年为劣Ⅴ类水

质。这对黄河水质造成了一定影响。

近年来，山西深入实施“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

程，谋划十大工程 280 余项子工程，不断让汾河水量丰起

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

日前，记者行走在汾河百公里中游示范区，途经汾河

湿地，看到河道两岸花红草绿、环境优美。曾何几时，这里

还是一片空荡荡、光秃秃的河床，分外荒凉。2021 年 4 月，

中铁十七局承担了汾河百公里中游示范区（清徐段）生态

治理项目，一段汾河河水变清的故事由此展开。

“河水治理根源在堤坡，关键在疏通河道，亮点在景观

绿化。”中铁十七局项目经理陈栋回忆，当时汾河百公里中

游示范区（清徐段）一下雨，河道就容易坍塌，河槽淤沙、水

土流失严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项目团队在蓄水面以下采用三维

固土生态网垫为边坡筑起看不见的防护网，在加固坡面的

同时，有效阻挡河道内污物。

为了还汾河水清岸绿，项目团队还采用松木桩、青石、

波浪桩等生态材料建设河堤，并在沿岸栽种波斯菊、细叶

芒、重瓣黄刺玫等 30 余种花卉草木，让一度荒芜的河堤再

现“风吹百花香两岸”的大河盛景。

湿地保护绘锦绣

时而悠闲徜徉水面，时而弯身梳理羽毛，时而曲颈引

吭高歌……今年初春时节，在山西忻州河曲县黄河转弯

处，摄影爱好者拍到了百余只白天鹅聚集的美景。

河曲县位于山西、陕西、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处，是千里

黄河、万里长城“双龙相会”之地。近年来，当地不断推动

黄河流域湿地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

河曲县黄河湿地生态保护中心负责人王永胜告诉记

者，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河曲县连续几年迎来黑鹳、白

天鹅等各种鸟类，目前已记录到 110 余种鸟类在河曲县栖

息越冬。

记者了解到，2023年河曲县有序开展了黄河湿地生态

保护修复项目，推进沿黄环境污染整治，清理垃圾和固废7.3

万立方米，整治散乱排污排洪口 147处，累计绿化修复土地

2004.5亩，打造沿黄绿色生态长廊，筑牢黄河绿色屏障。

此外，河曲县还打通了县城南北通道，实施雨污分流

改造，让 9万县城居民与黄河和谐共生，打造黄河边生态宜

居的美丽小城。

河曲县的靓丽环境是山西省对黄河流域生态治理

与保护的生动写照。近年来，黄河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

好。数据显示，山西现有陆栖脊椎野生动物 541 种，其中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5 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85 种。

“黄河好山西才更好，山西美黄河会更美。”吴伟表示，

山西将树牢一盘棋思想，大力弘扬右玉精神，坚持在发展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扎实打好黄河“几字弯”治理攻坚

战，在筑牢生态屏障、激发绿色动能、加强基础建设、深化

区域合作、做好黄河文章上下更大功夫，厚植高质量发展

绿色底色。

造林治水护生态 绿波奔腾入黄河
——守护母亲河，攻坚“几字弯”③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纯新）记者 7月 14日获悉，2024“两湖（东

湖与日内瓦湖）对话”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国际合作洽谈会（以下

简称“两湖对话”）近日在湖北武汉举行。

“两湖对话”是湖北省携手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共同搭

建的平台，旨在促进国内外商业领袖、湖北企业与国际企业之间的

绿色发展与对话合作。本次“两湖对话”以“共商绿色低碳发展，共

建清洁美丽世界”为主题，由湖北宏泰集团、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

理事会、中国国际商会湖北商会联合主办。

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忠林表示，湖北以全国第 24 位的能

耗强度支撑了第 7 位的经济总量，绿色成为湖北高质量发展的鲜

明底色。“两湖对话”活动必将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全球可持

续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近年来，湖北大力推进生态环境

保护治理和绿色发展，产业“含绿量”持续提升，“大美湖北”的生态

名片越擦越亮。

活动期间，国际组织代表以及驻华使节、有关跨国公司高管、

知名专家学者等 400 余名参会代表，围绕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

可持续农业、碳市场碳金融等领域开展系列对接对话活动，共商合

作、共谋发展。

首届“两湖对话”在武汉举行

“未来，这里将会成为‘沙上粮仓’。”近日，看着眼前绿油油的

苜蓿和油菜，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亚喀艾日克乡团结村村民阿布

里米提·阿布都卡地尔激动地告诉记者。

土地荒漠化被称为“地球癌症”，也是造成沙尘暴灾害的主要

原因之一。如今，通过科技人员的努力，莎车县的沙化土地逐渐成

为“聚宝盆”。

近年来，莎车县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通过深入挖掘沙地资

源生态复合功能，积极探索“沙地+”模式，统筹推进民众致富与防

沙治沙工作。

日前，首届“绿梦莎洲”荒漠绿色可持续农业发展论坛在莎车

县举行。绿技行（上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新疆农业大学草业

学院、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等多家单位就“荒漠绿色农业可持

续发展”项目签约。

“我们汇聚各方力量，致力推动边际土地农业发展的绿色化、

数字化、智能化与融合化，着力培育荒漠治理的绿色技术产业链。”

绿技行（上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蒋立峰说。

据悉，绿技行（上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通过调整不同关键材料和

核心配方比例，把原本寸草不生的荒漠改造成具备植物生长六要素的

完整生态系统，逐渐让昔日满目的流动沙丘、漫天的风沙成为历史。

记者了解到，未来 3 年，莎车县将完成 10 万亩荒漠化治理，打

造饲草基地，让茫茫戈壁变成郁郁葱葱的良田。

新疆莎车建设“沙上粮仓”

图为金隅冀东水泥黑龙江公司外景。 受访者供图

废弃塑料瓶搭建出“勺嘴鹬”艺术墙，

废弃地砖变为科普展馆建筑外表面……走

进广州市越秀公园碳中和主题园，一件件

废品华丽变身，成为该园探索绿色技术实

际应用的生动展示。

不久前，生态环境部发布 2023 年绿色

低碳典型案例获选名单，广州越秀公园碳

中和主题园作为基地类成功入选。

绿化垃圾不出公园

在入园处，一棵树木的叶子如同一面

大扇子，它特别的模样吸引了记者的注

意。“这是绿桐，光合作用效率非常高，碳汇

能力高于普通树种。”越秀公园园容绿化部

部长李庆天介绍，碳中和主题园选择种植

绿桐等具有显著碳汇功能的新型树种，以

此宣传林业碳汇和森林碳汇知识。

碳中和主题园所在区域的前身是越秀

公园园林垃圾的处理场地。2019 年，越秀

公园引入园林垃圾资源化处理系统，使公

园内的园林垃圾基本上实现不出园就地处

理。垃圾产出的有机基质被用于公园土壤

改良和绿化管养，实现变废为宝。2021年，

越秀公园对原园林垃圾处理场地进一步升

级改造，将生产、生态、生活及科教有机结

合，打造出占地面积约 1400 多平方米的碳

中和主题园。

碳中和主题园不仅以实际场景展示园

林垃圾处理新模式，还设置林业碳汇、低碳

生态农业、水资源集约再利用、清洁能源、

固废处理与回收等低碳技术展区。“你所看

到的展品，如树叶、树枝桠、树干，大部分取

材于越秀公园物料和园林垃圾。这里的灌

溉用水为回收再利用水，有机基质是园林

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后的产物。”李庆天说，

碳中和主题园在设计上采用互动形式，让

每位游客都有低碳生活的体验感、参与感

和认同感。

废物处理模式创新

在碳中和主题园的园林废弃物处理中

心，堆放着一袋袋有机基质。这些整装待

发的有机基质，正是由落叶、藤蔓、水草等

公园绿化垃圾转化而来，展示着园区变废

为宝的独特实践。

“我们以园林绿化垃圾资源化处理技

术为基础，探索出一种‘全领域覆盖、全流

程监控、全链条参与’的园林绿化废弃物处

理创新模式，可供全国其他城市公园借

鉴。”越秀公园主任刘兴跃介绍。

全领域覆盖处理是指，越秀公园内因

绿化管养、应急抢险等产生的所有园林绿

化垃圾，会被悉数收集，之后收运到园林废

弃物处理中心，实现公园绿化垃圾“不出

园”。为实现全流程智慧监控，园林废弃物

处理中心引入“互联网+”数据系统平台，

实时监控绿化垃圾收集、分类、处理、应用

的全流程。数据即时上传至云端，管理后

台可以实时直观监控。而全链条参与则指

园林废弃物处理中心打造的前端收运、中

间处理、后端应用全产业链运营模式，能够

通过多种应用场景实现产业闭环。

“除了满足公园运营管理的需求，碳中

和主题园的园林绿化废弃物处理模式还与

环保科普有机融合。主题园内有很多环保

新场景，例如将有机基质用于园区林下经

济菌类种植、用树枝枝干制作成覆盖裸土

的彩色有机覆盖物等。”李庆天说，通过这

些场景，公众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废物再利

用的重要价值。

引导市民践行低碳

“低碳小卫士”研学科普活动、用园林

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产物制作公园文创

产品……作为华南地区首个“双碳”主题园

区，碳中和主题园通过各种活动，把“双碳”

概念具体化。

记者了解到，碳中和主题园推进“家校

社园”融合，通过政府支持、公益先行、多方

参与、市场运作的模式，将智慧科技和碳减

排科普融为一体，引导市民感知低碳、践行

低碳。同时，碳中和主题园还充分利用公

园的自然生态，在越秀公园打造出 1.2公里

低碳生态径，串联园内东秀湖水生态修复

区、低碳观鸟点、生物多样性观赏点等，通

过对不同碳减排场景进行科普，为游客开

启低碳生活新体验。

打造碳中和主题园，仅是广州探索绿色

低碳发展的生动实践之一。近年来，广州市

林业和园林局以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

力为主线，以绿色低碳发展为底线，大力构

建以增汇为主的林业园林建设管理新模式，

扩大城市含绿量，提升汇碳量，减少排碳量，

为早日实现碳中和目标贡献林业园林力量。

“以碳中和主题园为基础，越秀公园将

向‘零碳公园’转型发展，把以公园为中心

1 公里辐射范围内的人群融入城市公园生

活圈，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作出积极贡献。”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公

园管理处处长马燕说。

广州市越秀公园碳中和主题园：

“变废为宝”给游客带来低碳新体验

图为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境内的美丽黄河生态画卷。 薛俊/视觉中国

图为广州
越秀公园碳中
和主题园。

受访单位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