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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
定为7月10日至16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
发出《关于开展 2023年全国节能
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的通
知》，部署相关活动。今年全国节
能宣传周定为 7月 10日至 16日，
活动主题是“节能降碳，你我同
行”。全国低碳日定为7月12日，
活动主题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河南首个风储智能
制造产业基地投产

6 月 26 日，远景能源濮阳大
兆瓦智能风机装备制造基地，成
功下线首台 6.25MW智能风机产
品。继 2022年 9月远景台前智慧
储能基地正式投产，此次主机下
线标志着河南省首个风储装备制
造产业基地正式建成。

川渝建立我国
首个新污染物治理
省际联防联控机制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6月 26日
对外公布，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部
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当天联合签署《关于建立川渝新
污染物环境风险联防联控机制
协议》。该协议是全国第一个跨
省域的新污染物治理联防联控
机制。 （整理 朱婕）

本报记者 朱婕

秸秆的综合利用被称为“捡回另一半
农业”。在丹阳市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园，迪飞生物技术丹阳有限公司从田
头收回来的小麦秸秆进入了绿色循环圈：
经过加工后变成牛、羊饲料，剩余的残渣
发酵成有机肥。

“原先小麦收割后，秸秆过量累积，会
造成田间秸秆分解难，还易引发病虫草
害，影响后茬作物生长。”司徒镇培棠村书
息家庭农场负责人岳金祥告诉记者，今年
镇政府联系了第三方企业免费帮助种粮
大户打捆收集小麦秸秆，他第一时间就报
了名。

迪飞生物正是种植户口中的“第三

方”。公司总经理张亦飞介绍，“三夏”期
间，他们组织了专业团队，分成多个小组
深入司徒、珥陵、延陵、丹阳开发区等地的
小麦收割现场，与村干部、种粮大户统筹
好小麦机收后的秸秆收集工作。“我们通
过一体化收集、打捆机械协同作业，这样
可以提高农田秸秆的收集效率。麦收期
间，收集小麦秸秆打捆面积近3万亩，计划
下半年将水稻秸秆机械化收集打捆的面
积扩大到5万亩。”

在迪飞生物循环农业产业园里，远不
止“秸”尽其用。

如何实现多类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
如何做好绿水青山文章？张亦飞与他的团
队以生态循环开启创业之路，并希望以此
助力乡村振兴。他说：“我们以循环经济理
论和生态农业理论为基础，探索以畜禽粪
污收集、处理、利用为主的农业有机废弃
物资源化生态循环新模式，利用微生物好
氧发酵法处理畜禽粪污，生产优质肥料，
实现农业废弃物高值化利用，打通循环的

‘最后一公里’。”
进入产业园，扑面而来的绿意、古色

古香的布景，更像是进入了生态园。正是
在这样的环境里，每天上演着“化腐朽为
神奇”。数据显示，迪飞生物年综合利用畜
禽粪污 10余万吨，服务农田面积 2.2万余
亩；年产出黑水虻虫 1680吨，产值 510万
元；年收集粪污加入秸秆及其他辅料加工
成肥料1.68万吨。

“养殖户畜禽粪污处理一直是老大
难，处理不好既不能产生经济效益，更会
对环境造成污染。”张亦飞由此打开了一
个个连环套式的绿色循环：收集来的畜禽
粪污经过处理，发酵成有机肥服务于周边
的种植区域；有机肥发酵过程中需要干物
质，收集起来的秸秆可以加工后加入其中
作辅料，降低有机肥加工成本，也解决了
秸秆的去向问题。

一条高效生态循环农业产业链呼之
欲出。值得一提的是，“虫专家”黑水虻在
其中功不可没。养殖架中的黑水虻不断进

食破碎处理后的厨余垃圾，仅需7天，这些
小小的昆虫就可以从 1毫米左右的虫卵，
变成身长 2厘米的成虫，并且吃掉比自己
重 1万倍的厨余垃圾。“转化 6吨的餐厨垃
圾，可以产生1吨的鲜虫，产生大概五六百
公斤的虫粪有机肥。”张亦飞说，养殖黑水
虻为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探出了新路子，
不仅实现了零排放，而且变废为宝，我们
同时利用黑水虻虫作为饲料养殖螃蟹等
水产，可以形成绿色循环产业链。

目前，迪飞生物循环农业产业园正着
力打造“3+2”循环农业产业模式。“3”包括
黑水虻养殖示范基地、水产健康养殖示范
基地、农业废弃物综合处置利用示范基
地，“2”包括花卉种植基地、地域特色循环
农业科普教育基地。“我们的目标是将高
端的循环农业技术与现代化的管理理念、
专业化的市场运作结合，提供优质的产品
和高品质的技术服务体系，进而推广循
环、环保农业技术，助力乡村振兴。”张亦
飞对未来充满信心。

本报记者 陈志奎 本报通讯员 张扬

不久前，由市政府和省科协联合主
办的数字农业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
活动在句容落幕。此次活动聚集专家、
高校院所、协会学会的高端智力资源，
紧扣茶产业主题，着力推动农业科技合
作和成果转化，打造农业现代化发展绿
色新动能。从现场主旨报告到签约揭牌
再到技术交流，以科技创新主导的数字
化正成为镇江乃至江苏茶产业迈向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江苏茶业产业以量小、质精、高效
而在全国茶业产业中独具特色。数据显
示，全省茶园面积约50万亩，茶叶年总
产量约 1.53万吨，年总产值 31亿元。我
省茶叶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南北两岸的
丘陵地区，因制作技艺精湛、品质风
格细腻、文化气息浓厚，特别是近半
个世纪以来名茶辈出，被业界尊称为

“苏茶”。
作为丘陵山区的镇江大力发展茶产

业，在全省茶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金
山翠芽、茅山长青等知名茶叶品牌享誉
全国。全市现有茶园近 8万亩，年产干
茶 1600吨左右，一产产值 5亿多元，从
业茶农近 2万人。作为镇江丘陵地区特
色最鲜明的产业之一，茶产业是我市现
代高效农业的重要组成，更成为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之一。

去年，全市获评省级农业信息化示

范基地 38家、省级数字农业农村基地 6
家。可观可感的“数字化”“智慧化”已
成为镇江茶产业的“标签”，更是推动镇
江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市建设的强大助
力。活动现场高端智力资源深度对接，
先后举行南农大智慧农业研究院与江苏
茶博园签约、数字农业领域学会联合体成
立、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授予江苏省茶
叶学会江苏茶科园“科创示范基地”揭牌
等仪式，助力镇江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来自我市和无锡、南京等省内科研
院所纷纷“端”出茶产业数字化绿色解
决方案。茶园病虫害是茶叶种植过程中
的常见问题，对茶叶的产量和品质提升
起到重要影响。传统的病虫害检测通常
需要农民手动巡查茶园，这既费时又费
力，并且容易遗漏或误判病虫害情况。
江苏大学团队研发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
的茶园病虫害检测技术，具备高效准
确、自动化、实时性优势，迅速发现并
处理茶园中的病虫害问题，有效减轻农
民的工作负担。

针对茶叶加工过程中品质难控制、耗
能高的难题，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带来
的绿茶智能化加工技术，重点研究绿茶加
工过程中色泽、水分和总酚等物质变化规
律，优化加工工艺参数，提出了基于光谱、
视觉与跨感知信息交互融合技术的在线
监测新策略。应用该技术，以扁形绿茶智
能化加工过程为例，生产成本预计降低约
15%，产品稳定性显著提升。该项技术实

现茶叶加工过程的数字化评价和智能化
监控，有利于茶叶加工过程中节能降耗。

围绕“关于促进茶业融合发展的实践
与思考”主题演讲中，中国农业科学院茶
叶研究所所长姜仁华表示，未来茶产品市
场需求面临多元化、优质化、品牌化、特色
化等特点，茶叶生产方式也将向现代化、
绿色化、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等方向发
展。适应新形势，茶产业要推动三产融合，
走出一条从茶叶走向产业、从茶园变成花
园、从茶香变成茶都的新路。“为此，茶产
业不能局限在种植业环节，还要前后延
伸、左右拓展，与加工流通、休闲旅游和电
子商务等有机整合、紧密相连、协同发展，
构建全产业链全价值链。”

数字赋能农业产业，是推进乡村振兴
的加速剂。市农业农村局有关人士表示，
我市将进一步发挥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和
茶叶品质特色的优势，开发多样化产品，
加快科技创新与应用，发展优质产业基
地，弘扬茶文化，推动茶产业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打造茶叶全产业链，加快推进镇
江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省科协有关负责人也希望，镇江市
科协主动作为，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向现
代农业园区集聚，服务助力镇江农业产
业发展，纵深推进乡村振兴。同时，聚合
专家、企业家，强化交流合作，发挥所长，
坚持科技赋能，应用现代生物、物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助推镇江茶产业改
造提升。

本报记者 单杉 本报通讯员 李媛

提及垃圾处理工厂，脑海中浮现的
景象多半是堆积成山的垃圾、来回穿梭
的垃圾车、异味熏天的车间……然而，
光大环保能源（镇江）有限公司完全颠
覆了人们心中垃圾处理厂的样子。超
30%的厂区绿化率、亭台楼阁、休闲栈
道，说它是一座花园也毫不为过。就在
这座“花园工厂”里，每年有近60万吨的
生活垃圾被处理，年发电量超过 2亿千
瓦时。

走进光大环保能源（镇江）有限公
司，第一感觉就是含“绿”量非常高。厂
区栽种了桃树、梨树、香樟树、桂花树、
月季、金边黄杨等乔灌木，绿树掩映下
的景观湖也显得格外清新。

记者注意到，厂区将“环保”理念落
在了细节上。道路两旁，灌木丛里的灯
带都由太阳能供电。“过去，这里是一片
荒地，项目正式落地后，结合周边环境，
我们栽种了不同的植物，建造了亭台楼
阁、休闲栈道等园林景观，整个厂区被
打造成了一座‘花园’。”提及这里的办
公环境，光大环保能源（镇江）有限公司
安环专工秦又通很是骄傲。

厂区的建设让荒地变成了“花园”，
厂区的建成更是让垃圾“变废为宝”。

这里主要处理镇江市（除丹阳、句
容）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利用余热发
电上网，为镇江提供绿色电力。项目总
占地 135亩，总处理规模为日处理生活
垃圾1450吨，一期项目于2011年9月建
成投产，一期扩建项目于 2015年 5月建
成投产。整个厂区分为厂前区和生产
区。每天，垃圾运输车辆通过物流通道
经过地磅自动称重后进入运输栈桥，然
后到达卸料平台，通过卸料门将垃圾倒
入垃圾仓。垃圾经过充分发酵后入炉焚
烧，焚烧后的高温烟气经过余热锅炉吸
收热量后推动汽轮发电机组发电。

运输过程中异味如何避免？垃圾焚
烧过程中产生的烟气如何净化？焚烧后
炉渣、飞灰如何处理？作为一家环保企业，光大环保能源在将
垃圾“变废为宝”的过程中，也一直在精进自身环保技术，确
保垃圾处理的全流程都不会对环境造成负担。

记者发现，从垃圾存放环节开始，环保等级就很高。秦又
通介绍说，镇江市每天产生的 1600多吨垃圾，被垃圾车运输
到这里，通过卸料门进入垃圾仓。垃圾仓保持密闭负压状态，
可以保证“就算将卸料门打开，臭气也出不来”。全厂共有2个
垃圾仓，最大可以存贮2.3万吨垃圾，以确保垃圾仓内垃圾动
态循环管理和垃圾充分发酵。

值得一提的是，锅炉燃烧所需要的一次风、二次风等都
从垃圾内抽取，温度一般比外面高 10℃。夏天，一般通过 3-4
天的发酵，冬天则需要7-10天的发酵，从而保证垃圾的热值。
可以说垃圾在这里“物尽其用”，形成循环。

紧接着就到了垃圾焚烧环节。秦又通告诉记者，生活垃
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烟气含有污染物，因此烟气排入大气之
前必须进行净化处理，使之达到排放标准和要求。

目前，企业的烟气净化采用优化组合工艺（PNCR+SNCR
高温炉内脱硝+半干法/干法+活性炭喷射+布袋除尘器），烟
气在线排放数据实现在线联网监测，环保排放指标优于欧盟
2000标准。锅炉排气管道控制阀、安全阀，也选用了低噪声型
设备，安装排气消音器，确保厂内噪声达标。

至于垃圾焚烧后的炉渣，在这里也得到了充分利用。
据悉，每吨垃圾焚烧后大约产生 25%的炉渣，炉渣经过处
理，可以用来制作建材砖或用来铺路；产生的飞灰也经过稳
定化处理并经环保检测达标后，才能进入专用的填埋场进行
安全填埋处理。

“企业不仅是物质与财富的创造者，还应该成为环境与
责任的承担者。”正如企业核心价值观所示，光大环保能源
（镇江）有限公司在利用垃圾创造价值的同时，也承担了一系
列社会责任。“我们同时也是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单位、学校
教育实践基地，承担着向公众科普环保知识的任务。”秦又通
表示，希望通过公众开放日等一系列活动，引导大家共同参
与低碳生活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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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近8万亩茶园绿色创新动力强劲

数字化赋能，助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秸秆摇身变饲料，虫子吃垃圾、还能喂螃蟹……

迪飞生物产业园上演“化腐朽为神奇”

6 月 27 日，
镇 江 新 区 丁 卯
街 道 谷 阳 社 区
联 合 镇 江 雅 洁
环 卫 及 谷 阳 新
村 幼 儿 园 开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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