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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志奎

为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
近年来，我国全力推进散煤污染治理，实
施清洁能源替代。着眼于储能技术推陈
出新，位于句容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江苏金合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续专注
于高性能复合相变储热材料研发及材料
衍生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走出了一
条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的新路子。

此前，国内多地通过燃烧煤或者燃
烧天然气加热产生热水。这是相对比
较传统的供热技术，但还远远谈不上能
量储存。而煤和天然气两者又都是化
石能源，极易产生二氧化碳大量排放，
进而导致环境污染问题。尤其，因为水
的储能密度相对比较低，所以储存它的

装置体积较大。
告别粗放式供热方案，相变材料储

能则提供了新路径。金合能源董事长
任爱介绍，作为热储能的一种，相变储
能技术利用相变材料的储热特性来储
存或释放其中的热量，在一定程度上调
节和控制该相变材料周围环境的温度，
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根据自身积累
的先进材料技术，金合能源自主研制了
蓄热式电锅炉。该产品在储热阶段，利
用电加热元件将电能转换为热能，经循
环风机增压的空气与电加热元件换热
升温，热量通过对流和辐射传递给储热
材料实现热能的存储。而在放热阶段，
关闭电加热元件，经循环风机流入储热
装置的低温空气与储热材料换热后升
温，再与换热器进行热交换，最终满足
末端的供热需求。

“如此一来，弃风电、弃光电或者廉
价的低谷电就可以转化为热能进行储
存利用。”公司技术总监金翼告诉记者，
由于储能密度较高，蓄热式电锅炉尺寸

较小，可以直接在用户原有的锅炉房进
行改造安装，避免由于场地受限现场安
装的麻烦。此举不仅可使能源利用方
式清洁化，还可节省用户用能成本，为
清洁供热和火电机组深度调峰提供技
术支撑。目前蓄热式电锅炉已经在北
京、青海、新疆、内蒙古和河北等多地
应用。

随着交通物流的发达，冷链运输行
业日益兴起。冷链储能技术需求也越
来越突出。相对于热能而言，具有冷却
作用的能量，则称为冷能。金合能源紧
跟市场步伐，开发了可用于储能式冷藏
车和移动冷库的复合相变储热材料及
装置。金翼表示，冷藏车在运输途中不
需要外在油电等能源即可连续稳定释
放能量，通过自然对流或强制通风的方
式将存储的冷能释放到车厢中，以保证
车厢温度满足食品和药品冷藏或冷冻
的要求。

相较于传统机械式冷藏车，该产品
可以实现运输全程无源制冷不断链，以

避免机械故障造成食品和药品变质，从
而引起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安全问
题。尤其采用集中式大型压缩机充能，
不仅能源转换效率更高，还能利用廉价
低谷电，用能成本更低。通过实现车厢
内部恒温控制，避免温度波动而影响冷
藏保鲜效果。“当前句容大力发展应时
鲜果产业，对冷链储存运输的技术需求
非常大，我们创新发展这样的技术产
品，可以及时补位，解决行业痛点，助力
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任爱告诉记者。

当前，国家“双碳”战略加快落地实
施，金合能源正持续聚焦储热、蓄冷和储
电等储能技术和产品的开发，积极对接
储能需求，拓展储能市场。“去年公司实
现营收1.3亿元。今年我们抢抓‘双碳’
战略机遇，深耕清洁供热、火电灵活性改
造、电力辅助服务、可再生能源消纳、冷
链基础设施建设等市场，在手合同订单
充足，全年营收有望实现同比80%左右
的增长，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努力提供
绿色储能解决方案和产品支撑。”

专注储能技术 服务“双碳”战略

金合能源：冷热之间的绿色创新之路

重庆累计减免环保税10.1亿元

重庆市税务局在环保税合并
申报系统上线后，先后 50余次针
对性优化了申报系统，减少 13个
环保税申报填报栏次，并编制申报
操作指南，进一步便利企业享受政
策红利。数据显示，2018年1月至
2023年5月，重庆市累计减免环境
保护税约10.1亿元。

据悉，除了环境保护税，在绿
色税收体系中，资源税、耕地占用
税、车船税等税种，企业所得税、增
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等税收
优惠政策共同形成合力，激励企业
绿色转型发展。

新疆伊宁绿色氢能创新应用
工程获批

6月 13日，《伊犁州伊宁市绿
色氢能创新应用工程》项目获国家
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并给予支持。

该项目由北京亿华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和伊宁市联创城市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申请，是新
疆首个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的利
用清洁低碳绿色氢能的制储加用
一体化创新应用工程。项目总投
资 19.2亿元，包括建设 100MW光
伏电站、12000Nm3/h的制氢厂、4
座日加注能力2吨的加氢站，投运
重卡、自卸车、叉车、装卸机、推土
机等247辆燃料电池车辆。

湖北宜都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
EOD项目开工

6月13日，长江宜都段生态保
护与绿色发展EOD项目（一期）举
行开工活动。

长江宜都段生态保护与绿色
发展EOD项目（一期），共包含 18
个子项目，作为生态环境部批复的
EOD 试点项目，不仅是推动湖北
省流域综合治理和统筹发展战略
落实的务实举措，也是建设共富共
美现代化新宜都的有力支撑。本
次拟开工7个子项目，包括守敬城
市广场、多功能活动中心、红花套
综合物流廊道、红花套物流码头、
陆城综合物流廊道、陆城综合物流
园、西湖大道延伸段新建工程。

（整理 单杉）

本报记者 朱婕

仲夏时节，瓜果飘香，位于丹徒区上党镇的翰
雅生态园种植大棚里，瓜蔓葱茏，小巧的“白贝贝”
挂在瓜藤上，远远望去像一串串白色的风铃。

“不用怀疑，这个看起来像南瓜的瓜，就是迷你
小南瓜，单果七八两！”翰雅生态园生产主管殷年峰
解开了记者的疑问。今年，生态园根据合作方盒马
鲜生的订单需求，引入了新品种白皮小南瓜，兼顾
色形，取名“白贝贝”。

阳光通透的瓜棚里，“白贝贝”沐浴着阳光，在
光合作用下累积糖分，提高果实甜度。“现阶段叫做

‘转糖分’，已经不需要吸收过多养分，所以杂草暂
时不用清理，这几天就能采摘了。”殷年峰随后解开
了记者关于瓜棚里杂草丛生的疑问，并引出了另一
个话题，“种植基地采用有机种植，作物成长过程中
完全使用自然原料，杜绝使用农药化肥，杂草全凭
人工清理，除草人工费一年高达20万元。”

除了绿色种植带来源头上的安全，“白贝贝”相
较于绿皮小南瓜“绿贝贝”，口感上少粉糯、多甜脆，
更符合孩子口味，因此受到了家长消费者的青睐。
殷年峰介绍，两者的大小、产能以及营养成分都基
本相同，主要是颜色和口感上的差异，让孩子也能
爱上“轻食”南瓜。翰雅生态园目前种植的8亩“白
贝贝”预计这一季亩产1000公斤左右，全部通过订
单式渠道销售。“在生产管理上，这个品种具有产量
高、易管理、耐运输、抗病力强等优点，常温下能储
存半年左右，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

事实上，“白贝贝”背后，有本绿色“生态经”。
“有机蔬菜、瓜果，不光是不使用农药，不使用化肥，
它首先要有健康的土壤，所以我们一开始是进行土
壤改良，经过长达 5年的土壤改良和品种筛选，翰
雅有机蔬菜已通过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全域和
多品种认证。”江苏翰雅生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赵竞介绍，与此同时，他们坚持生态开发、生
物技术、生命健康三者结合的发展理念，严格按照
有机农业生产标准进行生态开发、环境整治和生产
设施的布局。目前已建成 300亩有机蔬菜园，近 5
万平方米的高标准有机蔬菜种植钢架大棚，300亩
精品茶园，200亩生态果园，900多亩生态防护林以
及400亩生态水面，并且建成了30平方米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室、1500平方米的有机蔬菜初加工
中心和 1200平方米农产品展示中心，基本建成了
一个高标准的“主题+特色+示范”的现代农业生产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凭借多年来对有机农业的精耕细作，翰雅的品质、高效得到
了市场认可，今年与阿里巴巴达成重要战略合作，有机蔬菜盒马村数字农业基
地即将挂牌落成。

走出种植区，进入一片广阔的美学天地：举目所及天幕浩瀚，低头树木成
林、绿意盎然，身边景观成趣、得景随形，飞鸟划破宁静闯入画中……

近年来，翰雅生态园不断探索开拓现代农业企业规范化、品牌化之路，寻求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通过先进的科技创新手段、现代管理理念、专业化市场运
营，逐步打造种植、养殖、农产品深加工，同步发展万亩种子加工、生态保护、农
文旅游、劳动实践与研学教育目的地的“自然生态产业链”，提供高质量产品和
优质服务体系。

“我们的目标是建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用人文美学赋能土地，为大家提
供一种田园式的生活方式。”赵竞对未来充满信心。

本报记者 单杉
本报通讯员 李媛

大自然总有其神奇之处。就拿生
物链来说，生物链一旦形成，各级生物
就凭借一己之力维护着生态系统的平
衡。在句容市华阳街道，辖区内的护
城河、万家河和肖杆河支流就通过生
物治理的方式，以“一虫、一草、一系
统”为核心，构建了一条“生物链”维护
着水域生态。

过去，护城河、万家河、肖杆河支流
是出了名的黑臭水体。“早些时候，这里
水质混浊，一到夏天气味刺鼻。”家住万
家村的居民回忆说，特别是夏天，家附近
的河都成一块心病了，又脏又臭。句容
市华阳街道建设局工作人员刘晓说，万
家河还被列入黑臭水体重点改造对象。

现在，情况大不相同，昔日黑臭水
体，如今水清草绿。3条河流都是河
水清澈见底、水草在水中摇曳，在阳光
的照耀下水面波光粼粼。“现在臭味完
全没有了，饭后我们经常来河边散散
步，看看美丽的河景。”现如今，周围居
民再也不觉得肖杆河是块心病了，反
而成为幸福生活的“加分项”。

刘晓给记者简单介绍了一下3条
河流的“变身”过程。2018-2019年，
华阳街道对万家河黑臭水体、周边雨
污分流改造及两岸景观绿化进行整治
和提升。2020年，华阳街道实施了万
家河、护城河水生态修复工程，2021
年，实施了肖杆河支流水生态修复工
程，最初都是开展治污工作，消除黑臭
水体。河道整治、雨污分流等治理工
作完成后，大家开始考虑，怎样才能维
持治理效果，让河道一直保持清洁状
态呢？在对别的城市先进治理经验
进行学习和观摩后，大家找到了答
案——通过生态治理进行水生态修
复，从而保持水质的稳定。

“如果说黑臭水体治理是 1.0 版
本，那么‘一虫、一草、一系统’的构建
就是2.0版本，能够让水质保持稳定。”

刘晓介绍，在此过程中，食藻虫立了大
功。具体来说，就是采用食藻虫引导
水体生态修复技术。以“一虫、一草、
一系统”为核心，构建“食藻虫—沉水
植物—水生动物—微生物群落”共生
系统，通过“虫吃藻、鱼吃虫、草净化”
模式，形成生物链，恢复水体自净能
力；同时，辅助活水增氧措施改善河道
水动力，提高河道溶解氧含量，以此改
善河道生态环境。

刘晓口中的“食藻虫”，是一种经
过驯化改良、主要以藻类为食物的浮
游动物，直径一般只有 0.5毫米，肉眼
不太容易发现。“这种虫专门吃脏东
西，可以迅速提高水体透明度，为沉水
植物生长创造绝佳条件。”刘晓介绍，
食藻虫寿命很短，只有一两个月，加上
其本身又是鱼类的天然饵料，会被鱼、
虾等吃掉，进而迅速形成良性生态链。

据了解，整个生态系统的构建过
程很快，且造价不高。首先对河水进
行排水、河道消毒、清理，接着装好增
氧设备，就可以进行水草种植了，然后

就可以蓄水、增氧，投放食藻虫、螺蛳、
河蚌，最后再投放鳜鱼、鲈鱼等鱼类。

“正常来说，一条河的施工过程在一个
月左右，平均每平方米造价在 120元
左右，可以说性价比很高。”刘晓说，施
工完成后就进入了养护阶段，“现在我
们只要做好河面日常保洁和曝气设备
正常运行工作就可以，一般雨后5至7
天，河道就能完成自净，水面恢复清
澈。目前3条河流的水质均处于稳定
达标状态。”

华阳街道的成功治理经验也为其
他街道打开了水污染治理新思路，据
了解，已有 4条河流完成了水体生态
系统修复工作，还有 1条河流正在施
工中，相信接下来引入该治理模式的
河流会越来越多。

下一步，我市将聚焦水生态环境保
护和污染防治年度目标任务，持续深入
打好碧水保卫战，扎实推进河道水系综
合治理，全力做好“亲水文章”，让水更
清、岸更绿、景更美，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巧用“生物链”守护水域生态

“以虫治水”，河道水清草绿换新颜
摸清生物家底 掌握生态底数
市区生物多样性
本底调查工作启动

本报讯（单杉 李媛）日前，记者从市
生态环境局了解到，镇江市区生物多样
性本底调查工作已经启动，目前《调查工
作实施方案》正在征求意见，现场踏勘和
样地定位同步进行。

镇江市区位于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
汇处，生态区位优势明显，境内长江沿线
有江河渠道、洲滩苇丛，宁镇丘陵地区有
丘陵岗地、森林泽薮，汇聚了原生湿地、
森林生态系统和人居农耕生态系统，在
生物地理区内具有典型性和独特性。同
时，长江（镇江段）为感潮河段，咸淡水交
汇，是诸多江海洄游鱼类的必经之地，也
是极度濒危淡水豚类长江江豚在长江中
下游的重要栖息地。

6月17日，市生态环境局会同调查团
队来到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和
南山国家森林公园等重点调查区域，开展
现场踏勘和样地定位工作，查看核实了两
个自然保护地内的样线、样方、样点布置，
为下一步开展正式调查打下基础。

现场踏勘过程中，市区生物多样性
状况可见一斑。踏勘中，技术人员共遇
见各类陆生脊椎动物和昆虫50余种，其
中包括国家重点保护鸟类震旦鸦雀、画
眉，生态环境质量指示物种镇海林蛙、黑
脉蛱蝶等重点物种。

据了解，镇海林蛙是一种我国特有
的小型蛙类，从背面看呈棕红色或棕灰
色，栖息于植被较为茂密的森林中，非繁
殖期分散在林间活动，繁殖期则在林中
水塘、临时积水坑内抱对产卵。由于其
繁殖栖息对水体环境和人为干扰较为敏
感，因而被列为我省生态环境质量指示
物种。此外，调查人员还在南山发现了
寰螽，寰螽是一类较为少见的螽斯，其身
体通常呈褐色，翅膀非常短，属于直翅目
的一类昆虫。

下一步，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实施
方案将提交省生态环境厅评审，并按照
省厅评审意见和统一技术规范全面开展
调查。调查工作完成后，市区生物“家
底”将更为明晰，为市区生物多样性保护
指明方向。

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中山东路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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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头条

初夏时节，金山湖
荷花绽放，与金山宝塔
相映成辉。

汤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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