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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绿色头条

本报记者 朱婕 本报通讯员 杨正跃

抽水蓄能具有调峰、填谷、储能、调
频、调相和紧急事故备用等作用。“十四
五”是碳达峰也是抽水蓄能发展的关键
期和窗口期。近期，市发改委委托华勘
院进行的资源调查显示，我市抽水蓄能
电站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在省内相对
优越。初步研判，句容石砀山、韦岗青山
湖、永兴坝（韦岗铁矿）等区域具备抽水
蓄能项目开发条件。

那么，镇江将如何抓住机遇充分发
挥资源优势，打造抽水蓄能电站示范
集群？

势在必行

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
力系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
新形势下，加快抽水蓄能发展已势在必
行。抽水蓄能是当前技术最成熟、全生
命周期碳减排效益最显著、经济性最优
且最具大规模开发条件的电力系统灵
活调节电源，加快发展抽水蓄能是构建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迫

切要求。
从现状来看。据预测，2030年前，江

苏存在2100万千瓦抽水蓄能规模需求，
已建成、在建和外省送入的规模存在较
大缺口，加快抽水蓄能发展势在必行。
目前省能源局正在组织编制江苏省抽
水蓄能发展专项规划，经初步梳理，全
省抽水蓄能项目资源主要集中在镇江，
下一步将组织专家团队对镇江抽水蓄
能项目进行全面调研，同时省能源局提
出要将镇江打造成江苏省抽水蓄能电
站示范集群，并建议我市加快推进项目
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8月，省发改委
副主任、省能源局局长戚玉松在镇江调
研期间，对我市结合矿山开采、修复和
产业发展，系统研究、谋划抽水蓄能电
站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抽水蓄能电
站站址是宝贵的资源，支持镇江按照综
合效益最大化原则，优选投资方，抢抓
机遇，加快建设。”

“蓄”势待发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石
砀山、韦岗青山湖一期项目己纳入国家
相关规划；永兴坝抽蓄单点选址报告已
上报至省能源局，力争增补纳入国家
规划。

以句容石砀山铜矿抽水蓄能电站
为例，项目选址位于句容市宝华镇，拟
定装机容量120万千瓦，已纳入国家“十
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选址是以上
世纪90年代的采石宕口扩建为上水库，
以石砀山铜矿地下开采矿坑建设下水
库，以此实现废弃矿坑的绿色开发再利
用。目前这种地下矿坑资源综合利用建
设抽水蓄能电站做法在全球尚属首创。
根据估算，电站投运后每年可节约耗煤
量约25万吨，相应减少二氧化硫3400
吨、二氧化碳50万吨、氮氧化物1400吨、
烟尘1600吨。

12月4日，市发改委再次组织相关
方召开石砀山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推进
会。市发改委主任谈沁磊说，句容抽水
蓄能电站建设对推进全市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要将
石砀山抽水蓄能电站打造成为我市抽
水蓄能电站集群建设的样板，积累可复
制、可借鉴的工作经验，为下一步抽水
蓄能电站集群建设探索新模式、新路
径、新方法。”

一举多得

传统抽水蓄能电站是通过对山体
等进行直接开挖，形成上下水库，一般
按照“先破坏，后建设，再修复”的“三步

走”开发流程。目前在建的仑山湖抽水
蓄能电站项目正是采用这一模式建设。
工程竣工后，结合地方已有资源，可形
成湖泊景观和工业旅游景点。

拟建的石砀山、青山湖、永兴坝三
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均为矿坑修复型。

“矿坑修复型抽水蓄能电站利用开采的
矿坑作为上下水库，将生态修复与资源
利用融合发展。”华勘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镇江西南韦岗地区生态自然资源得
天独厚，矿石资源丰富，但由于长期开
采，遗留下大面积的“生态伤疤”，生态
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矿地修复型
抽水蓄能项目通过“矿地融合”将单纯
的矿山环境治理转变为综合治理和资
源高效利用，既引导社会资金参与了废
弃矿山治理，减少政府投入，修复了矿
山生态环境，美化了矿区环境，消除了
视觉污染和地质灾害隐患，又高效利用
了原有存量废弃土地，推动了地方经济
发展。

据分析，我市拟建的3处抽水蓄能
电站主体工程都利用或部分利用开挖
后的矿坑、尾矿库和地下矿洞建设，且
靠近国省干道，对外交通道路已形成，
可充分利用抽水蓄能建设契机，推进矿
地融合，不仅实现矿产开挖后转型升
级，又可实现废弃矿坑绿色开发再利
用、多能互补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示范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明确11条禁止事项

近日，沪苏浙生态环境部门和长
三角示范区执委会联合印发《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生态环境
准入清单》，推动示范区“三线一单”
（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
利用上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制度实施和落地应用。

《清单》提出了禁止事项11条，主
要明确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重要湿地、河湖岸线、水生生物保护
区，以及化工园区、落后产能等管控对
象的具体禁止事项。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上
上海展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
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二阶段
会议正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中国
将继续作为主席国，领导大会实质性
和政治性事务。作为中国代表团中唯
一的城市代表，上海代表团将于12月
14日（当地时间）举办上海日主题展
示，突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特色，向
世界展示、传播上海的生态文明建设
探索和实践成果。

“中国山水工程”入选
首批世界十大
“生态恢复十年旗舰项目”

据自然资源部消息，近日，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以下简称环境署）致信自
然资源部，正式通知“中国山水工程”
入选首批世界十大“生态恢复十年旗
舰项目”。颁奖仪式于北京时间12月13
日21时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

环境署评价指出，“中国山水工
程”是全世界最有希望、最具雄心、最
鼓舞人心的大尺度生态修复范例之
一，能够获得首批世界十大“生态恢复
十年旗舰项目”，是由于其采取将所有
生态系统视为“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方
法，通过不懈努力恢复了中国数百万
公顷的土地。 整理 朱婕

本报记者 陈志奎
本报通讯员 李伟 张扬

“屏对屏”“线连线”，日本农业
专家田中一久根据自己研究经历，介
绍了三重县农业研究所的组织架构，
草莓种植中“夜冷育苗技术”的运用
以及草莓走向市场过程中销售模式
的比较和选择。这是上个月市科协成
功举办的“中日现代农业经验交流
会”现场，我市农业专家和农户代表
与田中先生展开深入交流的场景。

时代楷模、农技专家赵亚夫交流
中感谢科协搭建的中日交流平台，希
望通过学习借鉴，努力推动镇江向中
高端农业转型。“我们的合作联社要
担当起这个职责，把农民组织起来，
联合起来，做好农业技术推广，拓展
农产品销售，为农民提供更多的服
务，带着农民共同致富，让农业成为
有奔头的产业。”

这并不是今年仅有的中日线上
农业技术交流活动。今年7月，市科
协就曾举办中日现代有机农业技术
线上交流会。日本农业专家永渊晴
彦围绕柑橘种植为大家上了一堂精
彩生动的农技课。早在2009年和
2010年，经日本农文协推荐，永渊先
生曾两次赴我市指导橘农修剪和嫁
接优良品种，并对当地柑橘发展规

划提出建议。赵亚夫还特邀永渊先
生和市农科院等中日专家倾心帮扶
江心洲柑橘产业发展。2017年起，永
渊多次赴丹徒江心洲和句容戴庄村
分别开展柑橘、日本甜柿和猕猴桃
的先进实用栽培技术的指导，并积
极与镇江农科院果树研究室开展技
术交流，传授自己长年积累的绿色
栽培经验。

亚夫科技特派员李金凤介绍，在
永渊先生和赵亚夫的悉心指点下，江
心洲五套村爱媛28号柑橘在全省精品
水果评比中获得第一名。这两年江心
洲柑橘新品种价格拉高，市场不但没
有遇冷，反而迎来“不够卖”的热销场
景，有力带动促进了当地农民增收。如
今，在江心洲五套村红美人橘园示范
带动下，周边新发展种植了100亩红美
人，预计明年还会增加50亩左右。

受疫情影响，此前，对外交流线
下活动几近停摆。市科协迅速转换
思路，积极搭建线上平台，保持与海
内外科技社团交流联系常态化。农
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技术现代化。
市科协深入实施中国科协“海智计
划”，尤其是疫情以来，多次与日本
农文协合作，开展中日现代农业技
术线上交流。市科协与日本农文协
开展人才培养、技术引进等多项合
作交流活动，推动海智工作基地先

后引进日本农业先进实用技术和品
种20余项（个）。

不只是向日本专家取经，今年
我市还针对高端装备产业，大力开
展国际科技交流对接。聚焦镇江先
进制造业，广泛征集俄罗斯优质技
术项目近百项，积极与镇江高校、新
型研发机构、企业开展对接技术需
求，组织中俄高端装备制造技术项
目对接会，邀请俄罗斯高校、企业
等，围绕开发用于园艺种植护理和
收获的机器人综合体、基于相变材
料的热蓄能装置等6个项目进行线
上路演和推介。活动中，市科协与俄
罗斯仪器制造和信息通信国际联盟
达成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协议。

市科协相关人士表示，明年将
继续突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的镇
江特色，充分发挥中国科协海智基
地平台作用，拓宽领域、深化合作，
大力推动国际交流和海智工作。积
极与海外科技团体及高层次人才保
持联系，动员和凝聚广大海外科技
工作者带着技术或项目来镇创新创
业。“面向全市产业体系，我市将梳
理企业发展内在需求，开展有针对
性的牵线搭桥，实现人才与需求的
精准、有效对接，提高海外人才和项
目的落地成功率，发挥海智基地引
才引智示范作用。”

本报记者 单杉 本报通讯员 李燕楠

“大西路一棵法国梧桐被狂风吹倒，横在
马路中间，汽车已经无法通行。”“东吴路也有
几棵法桐树被吹倒了。”每次强风、暴雨、大雪
过后，沈全绿色民生服务工作室的电话总是
一个接一个。作为110联动单位，在辖区内，只
要接到报警电话，沈全和同事们便立即组织
人员、车辆、机械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绿
化抢险排障，托起绿色民生。

据了解，沈全绿色民生服务工作室是市
城市绿化工程养护处党支部以提升绿色民生
服务为导向，倾心打造的惠民服务品牌。工作
室主要承担市区主干道1.3万株行道树的绿
化抢险排障任务，同时免费为无物业管理的
老小区、孤寡老人解决绿化难题。自2016年成
立以来，工作室年均完成绿化抢险排障、供电
排障、绿色民生服务等任务200余次，先后荣
获省、市级“工人先锋号”、市级党员示范岗、
市国资系统党员示范岗等荣誉称号。

“一些老小区由于物业失管，有些年代久
远的死树会发生倾斜，威胁到居民的生活安
全。”沈全绿色民生服务工作室工作人员回忆
道，2020年4月，有社区工作人员前来反映，江
滨新村片区内多条道路的行道树雪松和香樟
由于常年无人修剪，严重影响行人的视线和
通行，存在安全隐患。接到社区反映后，工作
室第一时间赶到社区查看现场，制定修剪方
案。多次与社区工作人员沟通后，沈全带领工
作室的同事们一起免费为江滨新村片区进行
树木修剪。

同年7月，家住桃花坞五区11号的两位老
人前来反映，居民楼旁的大树由于生长茂盛，
有的枝条触碰到屋顶的瓦片，若遇到大风天
气，屋顶的瓦片极易被树枝刮下，存在安全隐
患；有的枝条遮挡窗户，影响房间采光和通风，
夏季容易滋生蚊虫，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了解
情况后，沈全立即同两位老人一起，到居民楼
现场查看情况，并与老人沟通好修剪时间。到
了约定时间，沈全组织人员、高空作业车等及
时到位，免费将居民楼旁影响老人生活的树木修剪整齐，枯枝杂叶全
部清理干净。第二天，两位老人还专门送来锦旗表达对工作室的感谢。

每年夏冬两季，都是沈全绿色民生服务工作室最忙的时候。今年
夏天，受台风影响，镇江暴雨如注，宝塔路一棵树径80多厘米的法桐
树齐根折断，倒伏在路面，影响市民出行。接到报警电话后，沈全绿色
民生服务工作室立刻全员出动，修剪人员、高空作业车、挖机等第一
时间就位。大家冒雨先将倒伏在路面的树枝一节节截短，然后将修剪
后的法桐重新扶正栽植，打扫清理干净路面，消除安全隐患，确保道
路畅通，保障交通安全。

除了修剪树木，沈全绿色民生服务工作室主动服务城区供电服
务中心，开展道路供电排障。每年春季，随着气温的逐步升高，道路两
侧的行道树由休眠期转入生长期，枝繁叶茂的行道树与高压电线相
遇，长期触碰、摩擦，特别是遇上雷雨天气时，时常会碰撞出“火花”，
极易造成火灾或树木的导电，危及过往行人和车辆，造成安全隐患。
一直以来，市城市绿化工程养护处党支部主动与镇江供电公司城区
供电服务中心党支部互联共建，积极开展主城区供电线路树木清障
工作，对影响供电线路安全运行的树木进行修剪清理，保障城区电力
线路安全运行。

每年中高考季，为做好城区中高考期间安全用电保障工作，沈全
绿色民生服务工作室都会组织修剪队伍、高空作业车到南山路、宗泽
路等城区考点附近的道路，指导专业修剪工人对道路两侧与高压电
线相互缠绕的大树枝叶进行修剪“瘦身”。“每年我们都会花十来天时
间，对城区中高考考点区域的所有行道树进行供电排障修剪，消除用
电安全隐患，确保中高考用电安全。”沈全如是说。

今年以来，市城市绿化工程养护处党支部深入落实市委“党旗
‘镇’红、一线建功”工程、市国资委国有企业红色领航先锋行动以及
文旅集团党委“文旅先锋”竟跑争先行动，以“党建红”为抓手，聚焦群
众绿化难题，积极发挥园林绿化专业特长，扎实开展绿色民生服务工
程。“我叫沈全，是一名‘80后’党员，工作在抢险施工一线，不断锤炼
坚定了我们的信仰，磨炼了我们的意志，也得到了市民的理解，让我
们共同守护城市的一抹‘安全’绿色。”沈全满怀信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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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在省内相对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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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草莓种植技术到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展开密集对接

引智引技，跨国科技合作开花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