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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风细雨拂过长江南京段，一艘 3000 吨位、近两层
楼高度的货船正“安静”地划破水面。由国网南京供电公
司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共同打造的长江流域最大载重吨
位电动货船“船联 1号”，在南京成功首航。

“外观看似与其他货船无异，却‘内含乾坤’。”江苏省
造船工程学会理事、副秘书长周社宁介绍，与以往全新的
电动货船不同，此船填补了我国大吨位燃油货船全电改
造领域的空白，助力水上交通领域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噪声大、冒黑烟，长江也要“喘口气”

“新能源电动汽车现在随处可见，电动货船还是第一
次听说。”“船联 1 号”的成功首航，引起众多南京市民的
关注。殊不知，远离日常生活的江面上，也有着难以诉说
的“交通压力”和“生态压力”。

据了解，“船联 1 号”从前燃烧的是柴油，长期往返于
南京龙潭港和南钢码头之间进行煤炭运输。3000 吨级
船舶航行的每分每秒，都伴随着隆隆的发动机响声和巨
大的油品消耗，并带来污染排放。

“每次运货时，两个人在船里的动力舱根本听不到对
方讲话，说话全靠吼。”身为“船联 1 号”的船长，侯加波向
记者回忆道：“船上的烟囱也‘突突’地冒黑烟，船尾根本
不能站人。而每次卸货加补给，也会让码头感觉‘喘不过
气来’。”

据统计，目前，江苏内河流域约有船舶 7.2 万艘，90%
以上的水运船舶都是采用燃油动力作推进系统，年燃油
消耗量超过 2700 万吨，其产生的二氧化碳、硫氧化物排
放仅次于燃煤电厂和机动车辆排放，对长江生物及沿线
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

作为整个长江流域生态负荷最重区域之一的长江江
苏段，航运船舶用电能替代燃油成为新趋势。

效率快、收益高，用能成本降低81%

“在大吨位电动货船领域，根据我们调研，国内外均
没有特别成熟的技术。”南京供电公司齐路介绍，“改造的
难点主要在于船舶本体，因为船的结构复杂，且油改电需
要彻底更换原来的系统，所以难度很大。”

项目立项后，国网南京供电公司打破技术壁垒，最终
攻克燃油货船全电动化改造难题。“通过我们团队的联合

攻关，实现了核心技
术国产化率达 90%以
上。”齐路说。

拆除原来柴油动
力 系 统 的“ 船 联 1
号”，被装上了两组总
重 34 吨 的 可 移 动 磷
酸铁锂电池，相当于
30 多 台 电 动 轿 车 的
电池容量。

“现在这艘船充
满 3 小 时 电 ，就 可 航
行 120 公里以上，如果换电的话就更快了，只需要 10 分
钟。”侯加波向记者介绍，改造后的货船不仅噪声小、工作
环境变好，就连经济效益也提高了。“按年用电量 65 万千
瓦时算下来，总电费约 41.71 万元，降低了不少用能成本，
保守预计 6年就可以回本。”

同时，江苏船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克兵
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原来 使 用 清 洁 轻 质 柴 油 年 用 油
量 约 300 吨 ，按 目 前 柴 油 6.5 元/升 计 算 ，年 用 油 费 用
约 220 万 元 。 改 用 电 后 ，预 计 年 用 岸 电电量为 65 万千
瓦时，总电费约 41.71 万元，降低成本 81%。折算下来每
年大概少燃烧 225 吨标煤，有效减少了二氧化碳和二氧
化硫的排放，成为长江上船舶中减污降碳的“排头兵”。

零排放、无污染，助力长江生态环境修复

“电能作为整艘船的唯一能源，真正实现零排放、低
噪声、无污染。”周社宁介绍，此次改造也为同类型燃油货
船节能改造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范本。今年，将在这
艘船首航的基础上，持续开展同类短途大吨位运输船舶

“油改电”试点，促进形成电动船泊系列标准，助力内河航
运绿色低碳转型，推动长江生态环境修复。

近 年 来 ，江 苏 全 力 推 进 内 河 航 道 水 污 染 治 理 ，在
运输侧推广包括货船、拖船、游船、公务船舶等在内的
全电化改造。同时，江苏被确定为国家岸电系统受电
设施改造试点省份，在港口全力推广燃油船舶靠港后
的岸电系统。

目前，南京供电公司基本实现全市沿江主要港口岸
电系统全覆盖。绿色能源的深化应用，让这座城市天更
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关中地
区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目标
任务全面完成，根据陕西省铁腕
治霾工作点评会会议要求，3 月
上旬，陕西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开
展了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
坚行动重点工作督导帮扶。

据悉，此次督导帮扶主要是
督促关中各市（区）全面完成生态
环 境 部 等 17 部 委 印 发 的

《2021-2022 年 秋 冬 季 大 气 污 染
综合治理攻坚方案》中关于产业
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运输
结 构 调 整、用 地 结 构 调 整、能力
建设等 204 项任务，实现 2021 年
—2022 年 秋 冬 季 空 气 质 量 改 善
目标。

工作组通过查阅资料、现场
调研、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进行督
导和帮扶。与市级相关任务的牵
头部门就各项任务进展情况进行

深入座谈；同“一市一策”团队就
重污染天和 PM2.5 两项指标的完
成可达性情况开展分析研讨；详
细调阅各项工作完成过程中的
相 关 资 料 ；实 地 调 研 部 分 重 点
区 域、重 点 行 业、重 点 企 业秋冬
季大气污染治理情况，尤其是对
工业源污染治理、重点工业行业
VOCs 综合治理、在用车管理、扬
尘综合整治、环境监测监控网络
建 设 等 工 作 进 行 明 察 暗 访 ，帮
助 关 中 各 市（区）查 找 问 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提升企业绩效
水平。

通过此次督导帮扶，有力推
动了全省铁腕治霾工作向纵深开
展。各市（区）表示，将以此次督
导帮扶为契机补齐短板，深挖减
排潜力，力争完成目标任务，打好
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胡静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云南省
生态环境厅举行的“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系列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近年来，昆明市聚力环境
质量改善，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攻
坚克难、全力以赴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取得明显成效。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陈
军介绍，近年来，昆明市着眼污染
防治攻坚战，成立了由市委书记、
市长任双主任、双组长的生态文
明建设委员会、生态环境保护委
员会、环境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
组等机构，先后印发实施《中共昆
明市委 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全
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昆明
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
方案》《昆明市污染防治攻坚成效
考核实施办法》等文件，压实工作
责任、细化工作措施。

2021 年，昆明市空气质量优
良 率 达 98.63% ，全 年 优 级 天 数

209 天，连续两年突破 200 天，连
续 5 年排名省会城市前五名。纳
入国控的 27 个地表水断面中，水
体优良率达 70.4%，珠江、长江流
域优良水体比例分别为 66.67%、
70.83%，消除劣Ⅴ类水体。全市
重 点 建 设 用 地 安 全 利 用 率 达
100%，完成省级下达目标任务。
完成重点监管企业周边环境土壤
监测 21 个点位、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报告 42 份、完成 517 个行政村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完成 78 个
尾矿库污染治理“回头看”核查。

陈军表示，下一步，昆明市将
紧盯治污攻坚目标任务，深入打
好“三大”保卫战，重点抓好以细
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为重点的
大气污染防治，持续推进滇池、阳宗
海等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巩固劣
Ⅴ类断面整治成果，开展危险废
物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确保完成
省级下达的重金属削减任务。

陈克瑶

本报记者张黎北京报道 记者日前从北京市
水务局了解到，通过近年来开展的河湖生态复苏
工 作 ，截至 2021 年底，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位连续
6 年累计回升 9.64 米，超采区面积比 2015 年减少
82%；健康水体达到 86%，水生态环境正不断向好。

北京是特大型缺水城市，曾一度为河水断流、
地下水超采等问题所困扰。北京市水务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为让北京市河湖再现生机，水务部门通
过 4 次生态补水工作，探索出“以水开路、用水引
路”生态治理模式，基本形成了多年干涸河流复苏
模式。去年在潮白河等流域推广实践，断流 22 年
的潮白河干流实现全线水流贯通。

在“南水”有力支撑、人水矛盾初步缓解的背
景下，北京市严格贯彻“节水优先”战略，全市生产
生活年用水量控制在 30 亿立方米以内。同时，统
筹调度密云水库、官厅水库、南水北调、再生水
等多水源，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将洪水化
害为利、高效利用。

北京市水务部门充分利用现有砂石坑、蓄滞
洪区、河道水网回补地下水，去年以来，全市平原
区地下水增加储量 29.4 亿立方米。此外，通过近
年来的努力，北京市健康水体从 60%提升到 86%，
浮游植物种类从 210 种增加到 447 种，底栖动物种
类从 44种增加到 230种，生物多样性进一步丰富。

助力长江流域水上交通低碳转型

最大载重吨位电动货船南京首航最大载重吨位电动货船南京首航
◆关欣悦 张健

地下水位6年“增高”近10米

北京水生态环境不断向好

资讯速递

陕西开展秋冬季大气治理攻坚督导帮扶

204项任务助力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实现

昆明多举措压实治污攻坚责任

全年优级天数连续五年排名省会城市前五
在方大达州钢铁动力厂水处理中

心，职工王浩经常利用工作闲暇，来到厂
区新建设的小花园里散步休闲。“平常天
气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过来晒太阳、聊会
儿天，感觉非常惬意。而在前几年，这是
不敢想的。”

作为达州老工业区的一块招牌，达
钢曾是达州的骄傲，而随着经济社会的
不断发展和城市的不断扩张，达钢也一
度成为长期影响达州环境质量的“老大
难”问题

“想尽一切办法消减污染。”达州市
委市政府迎难而上。

方大达州钢铁轧钢厂副厂长蒋峻松
介绍说，为打赢治污攻坚战，达州钢铁在
做好老厂区超低排放改造工作的同时，
实施“推动企业搬迁，狠抓老厂环保”的

“两手抓”战略，持续提升和改善厂区及
周边环境质量。

据了解，2021 年，方大达州钢铁共
实施 32 个环保和环境改造类项目，投入
资金 2.49亿元，环境治理水平显著提升。

“达钢的转变，只是达州市加强工业
企业分类施治，调整优化工业布局的一
个缩影。”刘政介绍说，近年来，达州充分
运 用 经 济 、市 场 、执 法 和 技 术 等 手 段 ，

“改、关、搬”一批城市周边重点排污企

业。
“搬”，指对不在合规工业园区内，安

全、环保风险较大，但有搬迁或重组意愿
的企业，如达钢搬入第二工业园区、航达
钢铁搬入宣汉柳池工业园区，通过搬迁
进入合规化工园区，达到规划、区划、安
全和环保要求。

“改”，针对达兴能源、宝化炭黑、玖
源化工、瓮福化工等符合相关规划、区划
要求，安全、环境风险较低，尚未达到安
全和环保要求的企业，“经评估认定，通
过改造能够达到安全、环保标准的，就地
改造。”

“通过改造仍不能达到安全和环保
要求的，就要依法责令关闭退出。”刘政
说，目前，已关停了渠江铸管及环境风险
较高的“散乱污”企业。

“两高”产业比重的不断降低，为优
质低污染产业腾出了空间。目前，达州
正以锂钾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天然气“二
次创业”为契机，积极开展国家级高新区
创建、川渝合作示范园建设，依托中石
油、方大、正威等大企业大集团，联动国内
外相关行业领先企业，打破传统能源消耗
惯性，加快补齐资源开发、金属及非金属
材料、“三纤”新材料、电子信息、智能制
造、农产品加工等产业链供应链短板。

◆◆本报记者王小玲本报记者王小玲

▶聚焦工业源◀
解决突出大气环境问题

达州市渠县临巴镇，在国能四川华
蓥山发电有限公司的集中控制室，监控
大屏上动态显示着粉尘、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等污染物的实时排放浓度。工作人
员正在对各种数据进行实时监控，一旦
出现排放异常，将立即排查原因，及时
处理。

近年来，国能四川华蓥山发电有限
公司大力推进超低排放改造项目，2019
年、2020 年分别对#31、#32 两台机组进
行超低排放改造。完成改造后，两台机
组排放指标优于超低排放标准。

达州，曾是国家“三线”建设的重要
地区，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工业体
系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强化工
业污染源治理，是达州这座老工业城市
实现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达州市副市
长刘政说。

如何让“工业重镇”的天更蓝，让老
百姓呼吸新鲜的空气？近年来，达州市
委、市政府铆足劲，不断加大工业源污染
治理力度。

“既有市委书记研究部署，也有市长
坐镇指挥、实地检查。”刘政说，仅 2021
年，达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就专题研
究工业领域问题 6 次，市分管领导专题
研究 12 次，一线调研、暗访和督导 30 余
次。上行下效，各县（市区）主要领导靠
前指挥调度，亲自带队检查。

同时，修订了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和“一厂一策”实施方案，对工业领域减
排、监测、驻厂、监督等提出明确标准和
要求。制定了应急响应方案 7 个，细化
工业管控措施 100 条，实现应急方案联
动、措施互动、同频行动。

治 理 需 提 早 谋 划 。 在 2021 年 年
初 ，达 州 就 提 早 制 定 全 年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方 案 ，聚 焦 重 点 时 段 和 重 点 工
业领域，针对工业企业臭氧防控、秋冬
季工业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等制订专
项工作方案。

入冬前，开展“散乱污”企业整治，淘
汰建成区 14 台燃煤小锅炉，完成 18 家重
点企业用能在线监测接入和用电监控，
建立工业源专项整治旬（月）报制度，常
态化开展评分管理和服务督导。

科技让治污更精准化。去年，达州
充分利用已建成的固定式激光雷达、环
境空气微站、扬尘智能管控系统、视频监
控系统 24 小时监测重点工业企业周边
各项指标变化。根据监测分析数据，及
时调整工业企业管控等应对措施；根据
气象条件，及时采取焰炉、火箭弹、无人
机作业等方式，精准降雨除霾；根据预警
成因，精准启动行业整治和执行“一厂一
策”。

此 外 ，达 州 对 各 类 污 染 问 题 严 格
管 控 。 在 年 末 大 气 污 染 防 治“7 天 保

▶通过“改、关、搬”◀
分类整治工业企业

卫战”的特殊时期，对工业企业驻厂实
施全覆盖，对在线监测实施 24 小时网
上巡检。

2021 年，达州市在工业领域共立案
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271 起，处罚款 1161
万元。

春暖花开，气温
持 续 回 升 ，汉江也迎
来水华暴发的高风险
时段。日前，湖北 省
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在收到汉江水质异常
情况报告后，迅速进
行分析研判，按照“迅
速摸清水体情况，快
速评估水华风险”的
原则，立即组织省监
测中心站生态与遥感
监测中心、应急执法
室及水环境监测室，
紧急启动应急监测预
案，开展水华预警巡
查监测工作。

喻妙 程继雄摄

本报讯 作为武汉“名片”，东
湖的生态健康状况备受瞩目。湖
北省地质调查院历时一年为东湖
做了一次全面“体检”，近日发布
的结果显示，综合分析认为东湖生
态系统综合健康级别总体为“好”。

近年来，东湖的水质监测已
常态化，但对相关水生植物、湖底
沉积物等的调查评价还缺乏系统
性。2021 年 4 月，湖北省地调院
联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对东湖
湿地进行全面“体检”。这一项目
以东湖水体、沉积物和植被三要
素为主线，综合考虑景观格局变
化及人类活动的影响，从地表水
环境、地下水防污性能、沉积物质
量、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评价东湖
湿地生态健康状况，并提出相关
生态保护建议。

调查结果显示，东湖水环境
和沉积物质量总体良好，湿地服
务功能价值较高，在区域生物多
样性保护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
生态系统较为稳定，活力较强。

水质方面，水质总体能达到Ⅲ类，
多环芳烃污染程度低，对比国内
湖泊处于较低水平；表层沉积物
中新兴污染物微塑料含量在湿地
湖泊中处于中等水平。

项目还通过湖底沉积柱进行
年代学分析发现，大约自 1966 年
以来，以钢铁、机械、化工等重工
业为主体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
化进程加快，导致重金属铅、砷、
镉 和 多 环芳烃的含量显著增加。
2017年后，重金属含量略微下降。

项目负责人刘力介绍，东湖水
质的改善，与近年来采取的截污、雨
污分流、大东湖水网连通等系列
措施有关，但要让水质稳定维持
在Ⅲ类，需解决总磷超标、沉积物
中多环芳烃等潜在生态风险问
题。建议减轻东湖周边工业和生
活废水、农用化学品、塑料制品等
对东湖的影响，通过开展清淤或
增加沉水植物、丰富湖滨带湿生
植物多样性等举措，修复和提高
东湖生态健康水平。 林晶

武汉东湖生态“体检”被评为“好”
水质总体可达Ⅲ类

20212021年达州主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年达州主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天数324324天天，，空气质量达标率为空气质量达标率为8888..88%%

““工业重工业重镇镇””天更蓝天更蓝，，
好好““气质气质””从何而来从何而来??

因工业而立、因工业而强，“工业重
镇”是四川省达州市的一张响亮名片。
2021年，达州工业增加值增长9%，对
GDP增长贡献率为25.3%。

工业发展的同时，达州的空气质量
并没有变差。据数据显示，2021年，达
州市主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24天，
空气质量达标率为88.8%，同比2018年
—2020年优良天数平均值增加13天，
优良率提升4.2%，全省排名第二位。

如今的达州，重污染天气逐渐远去，
蓝天映照下，人们享受着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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