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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润泽湿地，循环共生”科
普展在中国科学技术馆开展。展
览通过富有创意的互动装置和艺术
化的表现手法，让观众了解到生物
多样性保护与“一手减碳、一手固
碳”的重要性。

图为观众观看材料循环使用相
关视频。

本报记者 洪星摄

生态保护

循环共生

锚定现代化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改革再深化
◎本报记者 王迎霞 通讯员 周冬芝

◎本报记者 韩 荣

激发产业发展新动能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本报记者 王禹涵

1月 13日，宁夏举行“稳增长 促发

展”系列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宁

夏科技厅副厅长陈放围绕“科技创新引

领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升级”的主题，举

了这样一个例子：“我区通过煤矸石道

路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在乌玛高速实

现了百万吨级煤矸石填筑路基产业化，

节省约 110 万吨石料，减碳量约 5000

吨，让大量煤矸石变废为宝，而且有效

降低碳排放。”

这仅仅是宁夏为产业发展升级注

入新动力的缩影。为厚植创新力量，宁

夏聚焦现代煤化工、新型材料、清洁能

源、数字信息、特色农牧业等重点产业

技术需求，持续展开投入。仅 2024 年，

宁夏便投入 3.6亿元财政资金支持开展

科技攻关。

厚植创新力量 开展
科技攻关

近日，宁夏 300 万吨/年 CCUS（碳

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示范项目二期

项目合作方案正式签订，标志着我国最

大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全产业链示范

项目迈入全面提挡加速阶段。该项目

一期工程已于 2024 年 8 月竣工验收，

2024 年 9 月成功打通全流程并产出合

格产品，到 2024 年底已累计生产液态

二氧化碳产品 10.82万吨。

据统计，宁夏煤炭保有量为 321 亿

吨，居全国第九。如今，当地正立足资

源禀赋，倾力推进能源洁净化、洁净能

源规模化、生产过程低碳化。

国能宁煤的煤制油首次应用到长

征运载火箭，维尔铸造研制的高铁枕

梁应用到时速 400 公里的高铁列车；

破解奶牛高产长寿密码，使奶牛生产

寿命由 2.3 胎提高到 2.8 胎，选育的耐

盐 碱 春 小 麦 新 品 种 亩 产 达 372.42 公

斤，实现耐盐碱作物育种新突破；康亚

药业治疗糖尿病并发症的仿制药“昊

畅—羟苯磺酸钙胶囊”达到进口原研

药标准，国内市场占有率攀升至第一

位……在宁夏，一批重要科技成果转

化落地并脱颖而出。

“如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明显加

快，为产业发展升级催生了新潜力。”陈

放说。

2024 年，宁夏科技厅聚力打造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洼地，围绕重点产业组

织实施 585 项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转化近 400 项科技成果；在五市及宁东

布局建设技术市场，宁夏登记科技成果

1770 项，同比增长 41.72%，技术合同成

交额达 47.88亿元，同比增长 18.19%。

科技牵手产业 全面
深度融合

亮眼的成绩，得益于宁夏加速推进

科技创新主体培育，激发了产业向好发

展的新动能。

2024 年，宁夏科技厅把企业作为

连接科技和产业的关键，强化政策辅导

和精准培育，推出了科技型企业和高成

长创新型企业的梯次培育计划。宁夏

全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已突破 700 家，

三年翻了一番。

不仅如此，宁夏还支持银川高新区

等 5 家园区组建首批自治区产业科技

创新联盟，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

企业“抱团”创新，再攀高峰。

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是优秀的“课代表”。该企业联合宁夏

区内外的 8 家单位组成创新联合体，在

矿山机械等领域持续取得突破。特别

是钻井深度达千米、扩孔直径达 7 米的

智能化反井钻机，将对煤矿、金属矿山、

水利水电、铁路和公路隧道等各类岩层

的井筒开挖工程技术发展产生深远影

响。

宁夏科技厅还加大了对科技创新

的 政 策 资 金 激 励 。 2024 年 ，该 厅 对

1700 多家企业研究开发费用补助资金

2.45亿元，通过“宁科贷”“宁科担”等科

技金融手段，撬动金融资本 56.57 亿元

支持企业创新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结合地方发

展实际，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陈放

表示。

聚焦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

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的技术需

求，宁夏科技厅将着力增加高质量科技

供给，在煤油气化工耦合、高性能金属

材料精深绿色加工、生物医药清洁化生

产、枸杞开发高值化加工、高端乳制品

生产等领域实施一批重大重点科技攻

关项目。此外，宁夏还将深入实施企业

梯次培育计划，高度重视中试基地建

设，着力培育创新平台载体。

一个点燃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科技

强引擎，风头正劲。

宁夏：创新“马力”十足 产业发展“有方”
1月 16日，记者走进山西潞安煤基清洁能源公司，

只见在潞安 180 万吨/年高硫煤清洁利用油化电热一

体化示范项目（以下简称“180项目”）生产现场，百米高

塔比肩耸立，银色管道纵横交织，一幅现代煤化工产业

蒸蒸日上的发展新图景正在绘就。

2024年 12月 31日夜里，在潞安化工集团山西潞安

煤基清洁能源公司调度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生产数

据不断跳跃着。在 2024 年的最后一秒钟，大屏幕上的

数据停止跳动，定格在了 102.88万吨。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项目投运至今，年产量

首次突破百万吨！”该公司生产技术部副主管呼延俊敬

激动地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作为一家传统的能源企业，

潞安化工集团用了近 20年时间，实现了从“一块煤”到

“一滴油”的转变。如今，“点煤成油”的神奇“魔法”已

成现实。

向“高”攀登，攥牢能源命脉

早在 2006 年，潞安化工集团这家传统煤矿企业

便走上了向精细煤化工转型的道路。潞安化工集团

山西潞安煤基清洁能源公司首席师张国华介绍，当

年，潞安化工集团与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合作，建

设了国内首个煤基合成油示范项目。其后，山西省

提出建设重大转型标杆工程 180 项目，由山西潞安煤

基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管理运营任务。

“作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发展煤制油

产业势在必行。”张国华回忆，在项目运营之初，由于山

西的煤炭特性与煤粉气化技术匹配性较差，煤炭原料

需要去陕西、内蒙古购买，仅运输成本每年就需花费数

亿元。

“山西人坐在‘煤堆’上，却要去外地买煤，增加了

产品成本不说，还不利于煤化工产业的发展。”这样的

情况，让张国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煤质特性研究是山西煤炭原料化利用的必经之

路。”张国华认为，此前研究多从生产端入手，而要想

真正实现煤化工原料煤本地化，必须关注煤炭的使

用端。

因 此 ，张 国 华 2022 年 牵 头 组 建 潞 安 清 能 实 验

室，开展本地煤气化原料适应性研究及助熔剂研发。在建立国内典型高灰

熔点煤种煤质特性数据库基础上，张国华及团队深入山西多地采集煤样。

通过不断调整不同助熔剂原料配比，历经上千次试验，团队研发出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液态排渣气化炉原料煤助熔剂，解决了山西煤化工行业使用山

西煤的问题。

把煤的价值“吃干榨净”的同时，潞安化工集团的产品不断迭代升级。如今，

这滴“潞安油”已经敲开了国产化替代的大门。该企业生产出了高密度燃料油、

高端润滑基础油、液体石蜡等系列产品，开发出 5大类 54种产品 270个型号的煤

基合成产品，部分产品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

向“新”而行，掀起绿色革命

穿过数千米的各类管道和反应器，黑色的煤炭变身为 CTL 全合成基础油、

费托烯烃、液体石蜡、稳定轻烃等，经过燃烧等反应后，废气会通过回收利用，而

留下并缓缓排出的只有水蒸气等无污染气体。这是记者在山西潞安煤基清洁能

源公司看到的一幕。

当今时代，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如何答好绿色低碳发展这道时

代 必 答 题 ？ 山 西 潞 安 煤 基 清 洁 能 源 公 司 用 行 动 作 答 ：不 断 推 动 绿 色 技 术

“上新”。

“曾经，处理生产废气需要点燃 156米高的火炬，排出的火焰有三四十米高，

远远望去高耸夺目。”该公司项目技术部潘利鹏介绍，如今，经过技术攻关后，这

些气体的有效成分被应用到 3 台锅炉里，和煤进行掺烧，实现了回收利用，不仅

变废为宝，还提升了经济效益。

除了变“废气”为“燃气”，潞安煤基清洁能源公司在节水方面也有妙招。该

公司安全监察部环保专员高阳介绍，化工原料在反应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水作为

介质。为了实现废水的循环利用，潞安煤基清洁能源公司将整个水系统升级改

造为“零排放”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通过预处理、生化、中水回用、膜浓

缩、蒸发结晶等工艺处理后全部回用，实现了废水“零排放”。

在持续的探索中，该公司于 2023 年 3 月获得了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国家

级“绿色工厂”称号。

潞安化工集团的转型突破之路并不是一个孤例。近年来，我国煤化工产业

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紧跟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升级方向，不断植入“绿

色基因”，持续推动传统煤化工与新能源耦合发展，让“高碳经济”“黑色经济”向

“绿色经济”“美丽经济”转变，在创新突围中焕发新生。

（科技日报长治1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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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月 16日电 （记

者陆成宽）记者 16 日从国家能源集

团 2025 年 度 工 作 会 新 闻 发 布 会 获

悉，2024 年国家能源集团完成投资

2656 亿元，10 项一级生产经营指标

全部达成，14 项关键指标刷新纪录。

其中，煤炭产量 6.2 亿吨，煤炭销量

8.5 亿吨，发电量 1.26 万亿千瓦时，供

热 量 5.7 亿 吉 焦 ，铁 路 货 运 量 5.7 亿

吨，船舶运输量 2.77 亿吨，化工品产

量 2802 万吨。

能源保供是重大民生工程、民心

工程，不仅关乎经济平稳运行，更影响

着千家万户的生产生活。2024 年，国

家能源集团坚决发挥能源供应“压舱

石”作用，圆满完成保供保暖保民生任

务，有效实现煤炭板块稳产高产，自产

煤量连续 39 个月保持在 5000 万吨以

上高位水平；大力提升电力顶峰保供

能力，月均发电量达 1047 亿千瓦时；

深入实施“疆煤出区”战略，“疆煤出

区”月均达 200 万吨，全年历史性突破

2400万吨。

科技创新是“国之大者”，是企业

发展的原动力。2024 年，国家能源集

团努力增强高质量科技供给，争当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排头兵。“我们在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攻 关 方 面 取 得 新 突

破 ，实 现 多 个 国 内 外‘ 首 次 ’。 比

如 ，国内首台露天煤矿无驾驶室运

输机器人成功投运，全球首座风渔融

合浮式平台‘国能共享号’成功投产，

全球首批碳纤维复合材料轻量化货

车上线运行。”国家能源集团新闻发

言人黄清说。

同时，2024 年国家能源集团还全

面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我们加快‘沙

戈荒’新能源基地建设，统筹推进水风

光综合能源基地，推动海上风电近海

规模化开发和深远海示范化开发。”黄

清说，国家能源集团 2024 年可再生能

源开工、投产容量双双历史性突破

“3000 万+”，装机占比超过 40%，整体

规模较“十三五”末翻一番，提前一年

实现“十四五”目标；新能源开工 3118

万千瓦、投产 2773 万千瓦，投产规模

创历史新高；水电装机突破 2000 万千

瓦，常规水电在建规模 824 万千瓦、位

居全国第一。

黄清表示，2025 年，国家能源集

团将坚持筑基础、增韧性，着力担当能

源安全“压舱石”；坚持优投资、稳增

长，着力增强可持续发展后劲；坚持深

改革、激活力，着力提高治企兴企能

力；坚持攻专项、促融合，着力培育发

展新质生产力。

国家能源集团2024年完成投资2656亿元

科技日报北京1月 16日电 （记者

崔爽）16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2024

年全年造船业最新数据，我国造船业三

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

手持订单量继续稳步增长，连续 15 年

全球第一。

数据显示，2024 年我国造船完工

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以载重吨

计，分别占全球总量的 55.7%、74.1%和

63.1%。其中，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

量均为我国造船史上最好水平。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书长李

彦庆表示，2024 年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说明中国船舶工业基础雄厚，而且能够

和全球优质供应商协作，是大家共同进

步的成果。中国船舶工业既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

数据还显示，2024 年，我国造船完

工量同比增长 13.8%；新接订单量同比

增长 58.8%；截至 12 月底，手持订单量

同比增长 49.7%。在全球 18 种主要船

型中，我国有 14 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

居全球首位，全国各家造船厂都超额完

成全年经营指标，市场需求增长迅速。

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连续15年全球第一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说的

就是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的陕西省榆

林市定边县，这里曾是黄沙漫天的沙窝

窝。如今，千万株乔灌木筑起了百余里

“绿色长城”，一道生态安全屏障牢牢守

护着陕西西大门。

陕 西 石 光 银 治 沙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董事长石光银在而立之年成立全国

首个“联合农户治沙”的治沙公司，在

荒沙窝、盐碱滩上植树造林 25 万亩，

并带领团队彻底改变了当地“沙进人

退”的历史，在古稀之年获得了“七一

勋章”。

石光银说：“我这辈子，就干了治沙

这一件事。”

战天斗地治“沙魔”

雪后的定边寒风凛冽。“干了几十

年，闲不下来。”72 岁的石光银早早起

身来到苗圃，查看樟子松幼苗的成长

情况。

1952 年出生的石光银，家乡在定

边县毛乌素沙漠南缘。在他的幼时记

忆中，家乡流沙肆虐、土地贫瘠，生活苦

不堪言。

7 岁那年，石光银目睹玩伴被沙尘

暴吞噬，他恨透了黄沙，立下“愚公”

志，这辈子要制服“沙魔”。“我们祖祖

辈 辈 受 沙 的 害 ，不 能 叫 下 一 辈 再 受

了！”16 岁那年，当选村里生产队小队

长的石光银，带领全村人 3 年种活了

1.4 万棵树苗，开启了“沙漠变绿洲”的

奋斗之路。

1984 年，作为共产党员的石光银，

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允许个人承包

治理“五荒地”的号召，毅然辞去农场场

长的“铁饭碗”，联合 6 户村民成立了全

国第一个农民股份治沙公司——新兴

林牧场（现陕西石光银治沙集团有限公

司），与乡政府签订了承包治理 3000 亩

荒沙的合同，成为全国农民承包治沙第

一人。

没有钱，他卖掉了家里维持生计的

84 只羊和一头骡子。没有人，他在政

府门口贴出了招贤榜：“我叫石光银，成

立了一个荒沙治理公司，要治理狼窝

沙。现榜告四方父老，凡有人愿意与我

一起治理狼窝沙的，一概欢迎。”

狼窝沙，是当地黄沙面积最大的

区域之一。1986 年春季，石光银带领

治沙队打响了“三战狼窝沙”战斗。虽

然扛过了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和六

十摄氏度的酷暑，但石光银没想到，连

续两年，种下的树苗都被风沙摧毁。

他意识到，仅靠勇气和毅力是不够的，

引入科学方法和技术才是治沙的正确

途径。

1988 年春，石光银带着学来的“障

蔽治沙法”第三次挺进狼窝沙，调整树

种、增设沙障，终于破解了在流沙里种

树的难题。

30 多年来，石光银带领群众在荒

沙、碱滩上植树 5300 多万株，成功改造

25 万 亩 沙 地 ，反 复 造 林 面 积 达 35 万

亩。如今，毛乌素沙漠几乎消失了，岁

月和风沙在这位古稀老人的脸上刻下

了深深的沟壑。“老百姓都富裕了，这就

是我得到的，从不后悔。”石光银说。

带领群众奔小康

“治沙造林事业的模范代表，40 多

年坚持与荒沙碱滩不屈抗争，创造治沙

与致富相结合的新模式，为彻底改变毛

乌素沙漠南缘‘沙进人退’恶劣环境作

出杰出贡献。”2021 年，石光银被授予

“七一勋章”，这段出场介绍词，概括了

这位陕北硬汉的非凡一生。

凭着敢想敢干、坚韧不拔的“愚公”

精神，石光银带领乡亲们逼退了肆虐的

黄沙，带动更多的人投入到了防沙治沙

的绿色事业中。如今的毛乌素沙漠，已

有近 80%被植被覆盖，即将成为中国首

个“消失”的沙地。

黄 沙 步 步 后 退 ，日 子 节 节 开 花 。

2002 年，石光银所在的白泥井四大壕

村被定边县命名为小康村，原定边县海

子梁乡被榆林市命名为小康乡。

“开发沙漠资源，向沙漠要效益”，

新时代下，石光银有了发展新思路。他

和团队采用“公司+农户+基地”的经营

模式，带领乡亲大力发展林草经济和畜

牧产业，走出了一条集荒沙治理、苗木

培育、畜牧养殖、休闲旅游等产业于一

体的综合发展之路，先后办起秀美林

场、百头肉牛示范牧场、3000 吨安全饲

料加工厂、林业技术培训中心、月牙湖

旅游景点等 10 多项经济实体，惠及农

户 1000 多户，使沙区群众年人均收入

过万元。

2018 年，石光银当选为第十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履职期间，石光银聚

焦林业产业发展、沙化土地治理、“三

北”工程建设等方面工作，提出了一系

列建议。

近年来，石光银的首要任务是栽植

以樟子松为主的优质树种，开展 10 万

亩低产林的大改造。“你看，那都是今春

栽下的樟子松，80%都成活了。苗圃里

的幼苗也长到 1 米多高了，明年开春就

能栽上。”石光银指向皑皑白雪中远处

的一片林地对记者说。石光银的这个

“10 万亩”计划已后继有人，他的孙子

石健阳自林业技术专业毕业后，接过了

爷爷手里的接力棒。

“我会当好守林人，守护爷爷、父亲

两代人的造林治沙成果，把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理念传承下去，让沙漠绿洲成

为乡亲们持续增收的金山银山。”石健

阳说。

沙海“愚公”石光银：誓将沙漠变绿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