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公报绿色公报绿色公报绿色公报

6 版 2024年1月31日 星期三 责编/徐贤礼 美编/李鸳 校对/邱舒 绿色镇江

广告

敬请关注
微信公众号

“中山东路4号”

绿色头条

短评

本报记者 朱婕 本报通讯员 吴秉志

新年伊始，长江经济带生机勃
发、活力涌动。镇江绿色港口近日亮
相央视《新闻联播》，在“新思想引领
新征程”栏目之《万里长江新气象 高
质量发展绘宏图》中，镇江港口高质
量发展、进一步推进绿色港口提档升
级的做法成效获报道。

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
新的一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更大力
度、更实举措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绩。身处其中的
镇江，近年来持续聚焦长江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突出环境问题整改、生态

修复、绿色转型发展和体制机制优化
等重点工作，做好“当下改”和“长
久立”两篇文章，守护长江经济带生
态屏障。

其中，镇江港作为长江流域江海
河联运的重要枢纽之一，同时是我市
经济、临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发
展绿色低碳交通是服务推动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面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毫不动摇坚
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
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指示，加快推
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发展，我市在绿
色智慧港口领域不断探索实践，全力
推进港口高质量发展。”市发改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市持续强化重
点项目支撑，聚焦可再生能源应用、岸
电设施建设、节能技术应用、粉尘防治、
生产运营智能化等六大领域，谋划实施
了一批绿色低碳重点项目。

去年11月，镇江港务集团大港分公
司3.6894MWP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成
功并网，这一项目采用“自发自用，
余电上网”模式，并网发电后，预计
平均年发电量为362.26万千瓦时，投运
后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090吨，每年
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3000吨、二
氧化硫排放量约0.366吨、氮氧化物排
放量约0.551吨、烟尘排放量约0.08
吨。此外，惠龙港14mw风电、5mwh
储能项目开工，建成后产生的绿电占
惠龙港加工生产用电量90%以上。

推进船舶岸电系统建设、实现岸电
全覆盖，同时为绿色港口建设注入了强
劲动能。数据显示，2023年岸电共接电
46199艘次，接电时间44.38万小时，用
电量539万千瓦时，各项指标较去年同
期均增长100%以上。

镇江因江而生、因江而名、因江而
兴，长江段里程115公里、夹江54公里，
通航里程为江苏之最。如何让黄金水道
发挥绿色效益？我市建立港口岸线利用
评价指标体系及实施细则，开展港口岸
线使用效益评估，对17个项目进行升级
改造、市场化整合等，通过准入退出机
制，加速推动岸线资源集约高效利用。

在此基础上，我市将推进绿色港口
提档升级、提质增效。《镇江市港口高质
量发展实施方案》今年正式实施，将聚
焦主要问题、关键领域，部署实施存量
岸线整合提升、港口结构优化转型、港
产城融合发展、运输结构优化完善、港
口发展品质提升五大行动。

根据这一方案，到2025年，我市建
立健全港口岸线准入机制，完成首批
岸线资源整合项目；优化明确港区功
能分工，专业化泊位数量占比提升5个
百分点，实现内河集装箱码头运量及
航线新突破，全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50万标箱，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3亿
吨，煤炭、金属矿石吞吐量跻身全省

沿江港口前三，夯实现代化综合性枢
纽港口地位；进一步加强临港产业集
聚，沿江地区GDP占比提升至75%。

岁末年初，好消息接二连三。前
不久，2023年度江苏省绿色港口等级
认定结果发布，镇江港国际集装箱码
头有限公司获评省四星级绿色港口，
国家能源集团谏壁发电厂获评三星级
绿色港口。至此，我市共有5家港口企业
获评省星级绿色港口。上述方案提出，
到2025年，我市完成主要干散货码头清
洁化改造，新增绿色港口2个以上，建设
智慧港口2个，形成全市港口规模化、集
约化、专业化协同发展局面。

答好生态保护时代命题
绘就发展“最美底色”

朱婕

长江生态保护，需要统筹好保护与
发展的关系。

镇江因江而生、因江而兴，港口岸
线资源独具特色，在向“江”图强推进长
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同时肩
负着守护生态屏障的使命和担当。

如何答好生态保护时代命题，绘就
发展“最美底色”？近年来我市持续在绿
色智慧港口领域探索实践，全力推进港
口高质量发展。此次镇江绿色港口亮相
央视，是港口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展示，
更是对镇江践行“双碳”战略、推进绿色
低碳发展的“赞”。

新年伊始，这样一份礼物鼓舞人
心，亦催人奋进。让“黄金岸线”实现绿
色增长，释放更多的“黄金效益”，我们
还需全神贯注、全力以赴，答好“创新
题”“发展题”，解码与江共生的“绿色答
卷”，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绿色动能。

本报记者 陈志奎
本报通讯员 余一凡

朔风凛冽，江苏船山矿业团
山尾矿库销号治理工程现场，回
采完成后的库区早已种上树苗，
新绿初染。这意味着团山尾矿库
贯穿十年的尾矿回采工作宣告结
束，实现销号。

上世纪 80年代，团山尾矿库
建成投用。2009年，江苏船山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过生产线技术
改造，终止向团山尾矿库排放尾
砂。至此，该尾矿库共堆存尾矿
325万立方米，总量达 504万吨。
为彻底消除尾矿库的安全、环保
风险和事故隐患，恢复库区周边
的自然生态环境，充分利用废弃
的尾砂固废物，船山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决定对尾矿库尾砂全部完
成回采后实施销号治理工程施工。

2014年，团山尾矿库开始回
采，但按照最初的工艺实施开采
并不顺利。船山矿业组织相关技
术人员进行技术攻关，通过多种
方式试验，反复通过实践探索回
采工艺，并聘请马鞍山矿山研究
院为技术顾问共同参与，不断变
更回采工艺，通过近 1年时间探
索磨合，最终由原先“排水固结+
采装+运输”露天开采工艺，改变
调整为“排水固结+翻晒+采装+运
输”的工艺，从而为尾矿库顺利
回采解决了技术上的难题。“回采
工艺增加翻晒环节，有效解决回

采车辆设备在库区容易塌陷和尾
砂车辆运输途中抛撒的问题，同
时满足了水泥厂配入尾砂控制水
分的标准。”江苏船山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安全总监王银宽解释道。

尾砂如何处理消耗和综合利
用，是尾矿库实现回采销号的关
键。尾砂固体废物是石灰石破碎
加工过程中经水洗产生的混合
物，其中的成分又包含了水、污
泥和平均粒径小于0.1毫米细颗粒
的石灰石粉。这就为回采尾砂作
水泥原料配料使用打开方便之
门。江苏船山集团统一协调，根
据船山矿业尾矿库回采尾砂量，
适时调整水泥矿的产出质量。需
求方鹤林水泥通过技术攻关，相
应调整采场出的水泥矿与尾砂的
配比，在满足水泥产品质量前提
下，逐步提高配入尾砂量，由最
初的月配入量不到 1万吨到最高
配入量近10万吨。

携手合作，这项创新举措将
团山尾矿库回采产生的尾砂全部
变成了水泥配料，由此充分利用
了尾砂固废物，从而解决了尾矿
库回采尾砂综合利用的难题，为
尾矿库顺利完成全部回采提供了
技术保障。据统计，十年回采期
间累计使用自卸运输车辆运出尾
砂 16.8万车次，平均每车装车吨
位 30 吨，累计回采尾砂 504 万
吨，为通过全部尾砂回采后实现
尾矿库销号治理工程创造了先行
条件。

此后，船山矿业制定销号方
案，启动治理工程。包括原有排
洪系统井架拆除，封堵排水井、
涵管等项目，团山尾矿库销号治
理工程2023年开始施工，当年11
月底竣工。履行规范程序，去年
12月，润州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
对船山矿业团山尾矿库销号现场
进行复核验收，最终做出销号决
定并进行尾矿库销号公告。

“从 2014 年开始回采，2023
年 8 月底完成尾矿的全部回采，
2024年1月2日完成销号公示，恰
好历时 10年。”王银宽感慨，团
山尾矿库回采销号实现安全、环
保、产出效益的有机统一，为全
省其他尾矿库后期通过回采完成
销号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2023年新增风光装机再创新高

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3年全
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
2023年风电、光伏新增装机292.78GW。
其中，光伏新增装216.88GW，12月新增
装机53GW，同比增长144%。

四座氢内燃飞机原型机
完成首飞

1月29日，备受瞩目的世界首款四
座氢内燃飞机原型机在我国沈阳法库
财湖机场成功完成了首飞任务。这款
飞机由工程院院士杨凤田主持研制，
标志着我国氢燃料内燃机飞机研发取
得了重大进展。

此次试飞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试飞员反馈称，飞机动力充足、振动较
小、操纵性能良好。此次成功首飞为下
一步持续性试飞奠定了坚实基础。这
款氢燃料内燃机飞机以氢燃料作为推
进能源，其碳排放量接近零，符合当前
低碳环保的发展趋势。

内蒙古鼓励风电光伏项目
利用露天矿排土场等

1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发布《关于自治区2024年坚持稳中求
进以进促稳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
清单的通知》。

《通知》指出，鼓励风电光伏项目
利用露天矿排土场、采煤沉陷区土地。
对于因采煤沉陷无法恢复的农用地，
根据变更调查技术规程标准，符合变
更条件的按现状调查，上报国家予以
变更。 （整理 朱婕）

本报记者 单杉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总能激发创意无限。一虫一草，就能
维持水系清洁；用好菌群，垃圾也能变废为宝。近年来，我市
不断挖掘“生物力量”、用好“生物元素”，助力绿色发展。

日前，在句容市华阳街道，经过治理的护城河、万家河和
肖杆河支流一改往日黑臭水体的模样。该街道通过生物治理
的方式，以“一虫、一草、一系统”为核心，构建了一条“生物
链”维护水清草绿的水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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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水质得以保持稳定。所谓“一虫、一
草、一系统”，就是采用食藻虫引导水体生态修复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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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活水增氧措施改善河道水动力，提高河道溶解氧
含量，改善河道生态环境。

该系统中，“C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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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藻虫专吃脏东西，可以迅速提高水体透明度，为沉水
植物生长创造绝佳条件。此外，食藻虫寿命一两个月，本身也
是鱼类的天然饵料，进而能在河道中迅速形成良性生态链。

这三条河的成功治理，打开了水污染治理新思路。2023
年12月，老句容河水也采用该项技术完成生态修复工程，实现水体水质的改善及景
观提升。

“微”生物也有“大”作用。2016年6月，镇江市餐厨废弃物及生活污泥协同处理项
目一期试运行；2023年底，二期项目顺利竣工试运行并通过环保验收。

项目利用生物处理技术，采用“餐厨源头预处理+污泥热水解+污泥、餐厨废弃物
协同厌氧消化+沼渣深度脱水太阳能干化+沼气净化提纯制天然气”工艺方案，以餐
厨废弃物及生活污泥这两种城市有机废弃物为原料，生产出可利用的沼渣、沼液、沼
气等产品，实现城市有机废物绿色、循环、低碳利用的目标。

二期项目现场，绿色罐体很是醒目，江苏泓润生物质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主任李重华告诉记者，这些罐子就是项目核心——厌氧消化系统。在废弃物的处理
处置与资源化方法中，厌氧消化既可以实现其减容减量，又能从中获得沼气形式的
清洁能源。

城市污泥与餐厨垃圾均是常见的有机废弃物，其单独厌氧消化产沼气效果却并
不十分理想。为了较好解决两者分别进行单独厌氧消化时的一些问题，餐厨垃圾和
污泥进行联合厌氧工艺应运而生。

污泥中含有大量微生物，适合作为厌氧消化的菌种来源，而餐厨垃圾含有丰富
的可溶醣，可生物降解性较好，非常适合作为厌氧消化的底物，两者联合厌氧可以促
进厌氧消化优势菌种的形成，有助于混合底物厌氧消化过程的进行，缩短厌氧消化
时间。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罐体内菌群正在进行培养与调试。

协同处理，产生效果“1+1>2”。镇江市餐厨废弃物及生活污泥协同处理项目一期
建设规模为260吨/日，其中餐厨废弃物140吨/日，生活污泥120吨/日。二期规模为360
吨/日，其中餐厨废弃物180吨/日，污泥180吨/日。值得一提的是，二期项目还考虑到城
市厨余垃圾、园林绿化废弃物、畜类粪便、过期食品等其他有机废弃物的协同处理，
项目预留了700吨/日的综合处置能力。

令人欣喜的是，这一城市有机固废协同处置的“镇江模式”得到了资本和市场的
共同认可。2020年，三峡集团与泓润科技进行股权合作；目前，泓润科技餐厨废弃物
和污泥协同处理技术，已经在湖北荆门、江西九江推广应用，在长江大保护中，它将
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本报讯（单杉 李媛）近日，市生态环
境系统2023年度“十佳改革创新案例”出
炉，充分展示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创新作
为，也为新一年工作拓宽思路。

2023年4月，市生态环境局印发《关于
做好2023年度全市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创新工作的通知》，要
求从提升环境质量、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
六个方面，落实“厅市共建”要求，提高共建
工作标准和成效，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
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苦口婆心普法队’与‘动真碰硬执
法队’联动，营造公平正义的营商环境”
生动展现生态环境人服务企业时侠骨柔
肠和打击违法时铁面无私的形象；“重污
染天气应急管控小程序”将天气预警和

“环保脸谱”有效融合，时时掌控企业应
急措施……一年里，全市各地生态环境
部门、局机关处室（直属单位）均有创新
案例值得推广学习。市生态环境局组织
开展2023年度“生态环境系统改革创新

案例”征集评选活动，积极打造交流平
台，为新一年生态环保工作集思广益。

经一系列研究评议，“苦口婆心普法
队”与“动真碰硬执法队”联动，营造公平
正义的营商环境、镇江市重点排污企业
自动监控远程质控建设、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改革实践、戴庄村探索生物多样性
农业、扬中市兴隆污水处理厂实施尾水
提升生态安全缓冲区建设、重污染天气
应急管控小程序、镇江高新区把城市“边
角料”变身“绿空间”、“青春正当时，长江
净滩行”志愿服务活动、促进环境容量
指标“腾笼换鸟”实现环境资源要素优化
配置、用红色力量助推环评审批历史清
欠，10项案例被评为镇江市生态环境系
统2023年度“十佳改革创新案例”。

2024年，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将认真学
习借鉴、推广运用创新案例，进一步巩固和
扩大创新成果，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不
断提升，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江苏船山矿业团山尾矿库成功实现回采销号

尾砂回采，安全环保和效益“三不误”

镇江港口绿色高质量发展获《新闻联播》关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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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态环境系统2023年度
“十佳改革创新案例”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