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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
年报（2020）》发布

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中
国 移 动 源 环 境 管 理 年 报
（2020） 》（以 下 简 称 《年
报》），公布了2019年全国移
动源环境管理情况。据 《年
报》统计，我国机动车保有量
持续增长，已连续十一年成为
世界机动车产销第一大国。
2019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到3.48亿辆，比2018年增长
6.4%。其中，新能源汽车保
有量达到381万辆。

八部门推进
快递绿色包装标准化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加强快递绿色包装
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提
出到2022年年底前，制定实施
快递包装材料无害化强制性的
国家标准，基本建立覆盖全
面、重点突出、结构合理的快
递绿色包装标准体系。

据估算，我国快递业每年
消耗的纸类废弃物超过900万
吨、塑料废弃物约180万吨，
并呈快速增长趋势，对环境造
成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加
强快递绿色包装标准化工作，
支撑妥善处理快递包装污染问
题，已成为行业转型升级、可
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河北引进共享电动车

近日，为缓解交通压力，
促进绿色出行，满足百姓3—5
公里便捷、安全的出行要求，
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优驱出
行”首批400辆共享电动车投
放运营。该项目分三期实施，
设置80个停取点位，覆盖了城
区主要商业网点、居民小区。
优驱出行共享电单车采用物联
网定位，设置有电子围栏、无
桩共享、定点停车等高新技
术，明确了使用范围和停放区
域，微信扫码即可付费骑车。
切实提升了车辆共享的使用效
率，方便了居民出行。

（整理 曾海蓉 周民）

本报记者 司马珂
本报通讯员 王超军

浩浩长江，一路奔腾向东。依江
而建的镇江因港而兴，镇江港口经
济早已与长江的命运休戚相关。近
年来，“长江大保护”的发展战略为
镇江港口的发展带来了新理念、新
机遇和新方向。

2018年，镇江港务集团立足港
口建设现状，提出“环保是港口的生
命线”这一理念，通过加大环境整
治、项目推进、完善设施、改进技术
等一系列举措，以攻城拔寨的勇气，
全面打响了“长江大保护”的持久
战，誓卫一江碧水向东流……

下好“一盘棋”
环保理念深刻嬗变

7月 22日清晨，港务集团中理
公司环保员居珍又开始了她一周例
行的取水行程。港务集团 4家子公
司沿江排开，9套污水处理系统 11
个取水点，居珍每周都会对11份水
样的浊度、COD、pH、氨氮等指标进
行检测。

“8个 I类水质，3个 II类水质，
远高于标准！”看到检测数据，居珍
笑了：“污水经过处理之后是不下江
的，会被循环利用。现在水质真是越
来越好了！”而在中理公司环保实验
室成立之初，曾出现每月水样都会
不达标的情况。

对比往昔，检测数据变化，能够

看到港务集团环境治理面临的挑
战，也可以看到港务集团在环保治
理中迈出的坚定步伐。

环保工作涉及多个方面，情况
复杂多样，很难靠毕其功于一役。环
保设施投入、技术提升、港口转型
……都需要一一突破。但港务人旗
帜鲜明地亮出了观点“环保是港口
的生命线”，环保工作被提至集团工
作的核心地位。

镇江港务集团制定路线图，实
施三年行动计划，“堵”“治”“调”多
措并举对症下药 ，明确各相关部门
和分子公司水环境综合治理的工作
任务，聚力攻坚，下好环保工作“一
盘棋”。

“一零两全”
绿色担当频出实招

走进港务集团外轮服务公司，
简洁的办公大楼坐落于绿树浓荫之
中，干净整洁的花园式港口令人耳
目一新。“外服公司主营业务包括船
上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的接收。随
着港务集团环保经营理念的落地，
集团将外服部门‘升格’成了集团直
属的子公司。”镇江港务集团外轮服
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许诚告诉记者,

“升格改变的不仅是外服公司在集
团的位置，更是环保理念在公司经
营中的植入。”

环保不再是“紧箍咒”，而成了
“必修课”。据了解，港务集团生产作
业公司此前每一两个月就要组织员
工对江岸边飘浮的垃圾进行打捞清
理。现在水体变干净了，自去年7月
以来，公司没有再组织垃圾清理工
作。“生态好不好，就看水里的鱼往
哪儿跑。”外服公司员工方敏高兴地

说，“十多年没有看到的江豚，现在
经常回来了！”

一组数据更是勾勒出江水变化
的根源：镇江推行“一零两全四个免
费”工作后，自去年7月以来外服公
司已发放了8000余份政策宣传单，
为靠驳的 1.2万艘左右的船只提供
垃圾和污水免费接收工作，长江镇
江段（含扬州港）60%的船舶垃圾和
污水处置由外服公司承担……

许诚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仅
船舶污水和垃圾收集、转运、处理，
自2019年以来，港务集团就投入了
1000多万改造和配套了相关设备
设施，每年运营成本达到 500多万
元。近期，公司还准备再投入600多
万元增置一艘船舶污染综合保障
船，可用于油污水的应急处置。虽然
公司投入运营成本高，但这是企业
对社会和未来的绿色担当。

截至目前，港务集团已改造了
荷花池锚地的趸船，配备了污水收
集柜和垃圾箱，设置了污水收集系
统，此外还购置了交通船、收集船，
新上马了污水上岸系统等，推出了
水上服务区、流动收集船、码头污水
接收车三种服务模式，而这也是长
江沿线服务模式最齐的港口。随着
业务能力的增强，港务集团外服公
司的服务范围也由集团旗下的各分
子公司，开始向沿江其他港口码头
覆盖。

技术革新
扩大集团绿色版图

外服公司开展“一零两全”工
作，只是港务集团推进“长江大保
护”工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如今，
技术革新、污染治理等环保措施正

在多个分子公司铺展开来，扩大着
集团的绿色版图。

“新的《船舶水污染排放控制标
准》7月 1日正式实施。此前我们按
照标准完成了多艘拖轮的改造，增
添了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现在船上
的生活污水处理后，不再直接排放
入江，而是通过管路收集至生活污
水舱，再排至荷花池锚地的水上服
务区，最终送入市政管网。我们在船
舶生活污水设施改造中，还预留了
船舶对生活污水中的‘灰水’收集能
力的环保空间。”港务集团轮驳公司
设备保障部部长冀鹏说，“虽然船舶
柴油机的最新排放要求明年才会执
行，但集团正在船厂建造的 3条船
使用的柴油机都是按照新标准中最
高门槛制造的。”

环保技术革新投入，在港务集
团东港公司装备工艺部主管孙晋波
看来，也是真金白银的经济效益。东
港公司投入10万元添置了“江水净
化装置”，可以直取长江水，经处理
后水可以用于港区降尘、清扫。而此
前，港区的自来水用水量平均每月
在1.1万吨左右，仅此一项每月可节
约水费2万多元。

7月，东港公司投入 30多万元
新上马的压滤机设备已经完成试运
行。过去港区里的煤泥水只能靠污
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而压滤机可
以对煤泥水进行分离，分离后的固
体进行干燥后可以成为杂煤，杂煤
的市场价是 150 元/吨，满负荷运
作，压滤机一小时可产杂煤近3吨，
而分离后的水进行净化后，则可以
循环用于绿化、清扫等方面。

让污染“瘦身”，让长江“减负”，
为了一江碧水向东流，镇江港务人
正在一路奔跑……

本报记者 朱婕

把锁在“抽屉”里的科研成果，
转化为经济效益，是一篇大文章。
位于扬中经开区的酵诚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正在“解锁”。

透过一扇小窗，看似不起眼的
瓶瓶罐罐，正在培养的菌种，也许就
在下一刻，会迎来某种国产新药的
诞生。“我们的服务范围，主要涵盖
了生物产品发酵工艺开发、中试放
大和生产工艺建立以及新产品的落
地孵化。”企业总经理王建扬解释，
简单来说，就是打通医药领域的研
究成果，从实验室到大生产的“最后
一公里”。

有资料显示，2018年起，我国本
土创新药进入蓬勃发展期，在国内
创新药审评审批不断提速，新药创
制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
政策的扶持下，一批疗效确切、安全
可靠、价格优势突出的国产创新药
正在打破国外药企的垄断，填补临
床急需国产药品的空白。

不过，业内人士坦言，科研成果

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化，还有一段路
要走。“这些成果往往出自高校院
所、研发机构，受限于客观条件，凭
研发人员的一己之力，破解大生产
前的研发，往往很难走通、走顺。因
此，这段路，由我们来闯。”王建扬介
绍，他们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了一体
化的开放式技术服务平台，目前已
经投资 2000 万元用于一期平台建
设，建有 2000平方米的微生物发酵
研发、中试和生产车间。仅在试运
行期间，企业就完成了华东医药公
司、上海林业总站、上海包晟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和高等院校
的技术服务。

“解锁”过程，多项发明专利成
为“金钥匙”。

王建扬介绍，每个细菌都有一
个“天敌”——噬菌体，一旦噬菌体
出现，新药研制往往会面临重创。

“我们曾利用相关防控技术，顺利解
决了让药企50小时束手无策的噬菌
体问题。”也因此，酵诚生物科技一
亮相，便引起了知名药企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酵诚生物科技参加了新冠病
毒检测试剂关键核心部分的研发。
目前，企业正在与浙江永农集团合
作，联合华东理工大学，进行生物农
药转化服务。“这个项目将推动传统
化学农药向生物转化，意义重大。”

未来两年，企业将继续投资建
设符合相关要求的 50+500L微生物
发酵和纯化生产线，提供符合上市
许可证持有人的受托生产服务；立
足 打 造 长 三 角 生 物 技 术 的 CRO/
CMO服务中心，打造创新项目的孵
化中心。酵诚生物科技还有一个更
大的目标——5年内，依托微生物和
GMP两大平台，依托镇江已有的生
物反应器制造技术，打造扬中生物
产业园。

“客户的项目成功从我们的平
台走出来，意味着要落地、要走向市
场。”名字中含“建设扬中”之意的王
建扬表示，他愿意打开这扇窗，“解
锁”当地的产业项目招引。他透露，
客户中已有人表达了“留下来”的意
向，他正积极配合当地政府，与客商
对接。

本报记者 曾海蓉 本报通讯员 锁诗洁 章昆仑

近日，谏壁船闸过往船民发现，镇江大运河服务
区文化长廊再添新景，五幅巨型石雕壁画跃然墙
上。从秦始皇开凿徒阳运河到历代镇江运河的杰出
成就，从明代独特的水绕城关盛景到京江画派笔下
的城市山林……镇江运河文化尽显秀美风光、璀璨
文化。

92块展板构成的港航文化宣传阵地、风幽雅静
的连江亭、充满力和美的纤夫群像、贯穿运河古今的
巨型石雕画……一个个精心打造的景观串珠成链，
构成运河岸边独特的文化风景线。经过 1年多建
设，这里逐步成为船民待闸小憩、感受运河古今的最
佳场所。

谏壁船闸航运文化标识项目2018年启动，包括
生态船闸护岸、航运文化主题展示、航运成就展示、
航运历史文化展示以及灯塔、航标、雕塑等展现新时
代大运河航运精神的标志性设施等。“苏南第一标”
谏壁江口二号示位标是苏南运河最大、功能最强的
示位标，2019年被评为江苏省最美运河地标。在市
港航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周明盛看来，文化标识不仅仅是一个船闸、一段水域
的环境提升，更是要打造运河文化和长江经济带的一个突出亮点和文化地
标，“将航运文化刻入运河文脉一路传承”。

保护好生态运河风景如画。上世纪80年代，通过谏壁船闸的船舶种类
多种多样，材质大都为木质船、水泥船、木排筏，钢质船极少。“这些船舶在行
驶过程中噪音大、废油排量大、生活垃圾多，直排运河对运河生态环境危害
十分严重。”周明盛介绍，2002年和2006年，港航部门依据法律法规，分别对
苏南运河镇江段上行驶的水泥船和掛桨机船实施禁航，启动船舶标准化的
进程。按照省交通厅有关规定对过往货轮要求安装油水分离装置，对 400
总吨以上船舶加装空气净化装置，减少油污、废气直排运河。今年更在引航
道、服务区安装了2套船舶生活垃圾、油污水智能接收柜、4套船舶生活污水
智能接收装置，降低运河污染物排放，基本实现镇江运河零排放、零污染。
目前，镇江运河水质已达国家三类水质。

近年来，为鼓励船员使用高效、清洁能源，港航部门对使用LNG（液化
天然气）等清洁能源船舶、集装箱运输船舶实施优先过闸。大力推广运用水
上ETC，截至目前每日通过船闸ETC船舶已占比99%以上，在提升航闸通航
效率的同时减少燃油污染物排放量。“绿色生态理念同样贯穿在三级航道整
治工程中。”周明盛表示，港航部门根据地形地貌不同，将新建驳岸与地形、
地貌相结合，采用多种护岸方案，提升生态环境。如今的运河日趋呈现水碧
岸青、如诗如画的绝美风姿。

活态是大运河的显著特点。据《中国大运河史》记载，宋元以后，镇
江运河承担着全国68%的漕粮中转重任，明清两代漕粮数超过以往历朝。
近年来，随着社会各界对运河的日益重视，古老的运河又焕发出新的生机
活力。

2019年苏南运河镇江段已达国家内河三级航道标准，可通航1000吨级
的顶推驳船。江河交汇处的“江南第一闸”——谏壁船闸是京杭大运河苏南
段惟一的直达通江口门。随着谏壁船闸通航能力的提升，内河航道等级的
升级，拉动区域水运经济飞速发展。周明盛表示，建闸40年来，船闸根据地
处沿江口门的特点，采用套闸与通闸相结合的放闸方式，开创了全省首家

“集中控制运调”模式，安全开放船闸14600余天，使谏壁船闸成为江苏省船
舶待闸时间最短、运转效率最高、安全系数最大的船闸之一。截至目前，谏
壁船闸已连续十余年船舶通过量超亿吨，去年船舶通过量更是达到了1.87
亿吨，货物通过量达1.14亿吨，是沪宁铁路全年单线货运量的4.2倍，成为当
之无愧的“水上高速”。

潘晓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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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婕 孙薇

45岁的赵玲是山东人，来扬中
已有 21年，之前跑运输，2011年起，
在当地流转承包土地种植水果。她
称自己也是“乘风破浪的姐姐”，爱
尝鲜、喜欢挑战。最近，她在自己的
旺莲家庭农场里直播带货，挑战转
型“现代农妇”。

从事农业种植的 10年间，赵玲
的果园从几十亩扩大到如今的 200
多亩，“阳光玫瑰”葡萄和“翠冠”梨
等品种，多次在全市应时鲜果鉴评
中摘得金奖、银奖。“我家的特色就
是通过新技术实现‘超前’，比如冷
库冻草莓苗技术，可以把草莓上市
的时间提早至 11月份，今年春节前
可以出售草莓两茬；我们还试种了
果冻橘等新品种，插上吸管就能‘喝
橘子’。”赵玲介绍，不仅如此，她还
玩起了新花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
了直播账号，每晚直播果园。

“这些都是我们果园的产品，现
在下单，明天直接从树上摘下来发
货，送到各位亲的手上……”调好手
机、打开补光灯，晚上 8点“果园主
播”赵玲准时进入网络直播间。身
后的“货架”上是新鲜采摘的梨、桃
子、葡萄，码放整齐，她一边介绍水
果的品种、口味、运输等基本情况，
一边与平台观众互动。

对于这样的线上操作，赵玲已
经非常熟练，在镜头前表现自然。
从 6 月 28 日首次直播至今，每晚 8
点，她都会准时上线，目前已经收获
6000多名粉丝。“昨天晚上直播了 3
个小时，卖了 80单梨、一共 400斤，
今天上午刚发完快递。”赵玲说，网
络直播给农户最直接的帮助就是流
量和推介，“直播店被推送到店铺榜
单后，水果的销量完全不用愁。”

更让赵玲兴奋的是，来自儿子
鹿永杰和顾客的认可，“我妈现在是
网红女主播，直播带货妥妥的”，“这

个 老 板 很 潮 ，而 且 果 子 好 、人 实
在”……

除了每天的直播，自拍杆、手
机、耳机，已成为赵玲随身携带的

“农具”，随时在大棚里录上一段视
频上传到网络平台，与全国各地的

“吃货”网友保持互动。“这样，可以
让大家更直观了解农场水果种植和
管理的全过程，增加黏性、信任度，
积攒下了好评和口碑，也能更好地
为今后开拓市场。”赵玲已然摸到了
当好“现代农妇”的门道。

直播平台还是赵玲取长补短的
重要渠道。“通过直播平台，我已经
拜了好几个师父，他们是全国各地
水果种植的同行，大家互相交流技
术，相互提高。”她说，以前做农业没
经验，拼的是苦干，现在拼的是巧
干，种出品质水果、拓宽销售渠道，
才有定价权。

赵玲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愿：做
一个快乐又时髦的“现代农妇”。

为了一江碧水向东流
——镇江港务集团大力提升环保工作

打通从实验室到大生产的“最后一公里”

酵诚生物：解锁“抽屉”里的科研成果

日前，伴随着连续
的晴朗天气，古城镇江
在山水的包围下显得格
外美丽。

谢道韫 摄

直播带货，种可以喝的橘子……

扬中“现代农妇”这样乘风波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