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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头条

朱婕 王伟

位于丹徒区高资街道的江苏鹤林水泥
有限公司，厂区绿树成荫。除了脚下的林荫
绿道，鹤林水泥近年来坚持控碳减碳的绿色
路径也正在延伸。

近年来，鹤林水泥重点围绕深度减排、
减碳，推进技术与管理提升工程，坚持低碳
水泥产业化布局，推进各项技术改造、工艺
装备更新提升、智能化工程，生产综合能耗
持续走低。截至2022年底，企业实现单位污
染物排放下降41%，清洁生产水平全面提升。

2020年，鹤林水泥根据碳排放核算结果
“精准画像”，在生产 1吨熟料二氧化碳排量
0.8352吨的基础上，建立内部碳排模型，从减
污染、减能耗、减排放和优管理发力，推进智

慧工厂建设，多渠道、多层次推进减排降碳
工作，明确第一阶段减碳目标力争到2025年
1吨熟料二氧化碳排量降至0.8吨以内。

在鹤林水泥中控室，一个操作工代表一
道工序。4500吨/天的生产线上，操作工毕仁
源正盯着电脑屏幕上的绿色圆点。“一个绿
色圆点代表一台设备，生料的30%-40%来自
废弃物循环利用。”他点击鼠标操作生料磨，
水泥厂的绿色生产从第一道工序开始。

与此相对应的“数字孪生生产线”上，相
关模块一旦打通，就能实现 5秒采集一次用
电数据、8小时上传用能情况。鹤林水泥相
关负责人盛新军从电脑端进入“后台”——
能源和碳排放管理企业级平台：“反映‘碳家
底’的线条平稳，就表示我们的运行平稳！”

鹤林水泥作为试点启动了企业级碳平
台建设，在内部构建起平台感知网络，通过
相应配套设施，采集设备级用能数据。“通过
数字化建一条‘孪生生产线’，哪里能耗高
了、碳排放高了，平台数据都有反馈，可以针
对性改进提升，这是我们企业精细化管理、

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盛新军说，这些年鹤林
水泥一直在进行绿色低碳的探索和实践。

在此过程中，鹤林水泥进行窑炉富氧燃
烧技术的探索，通过促进完全燃烧，达到减
排效果。企业相关负责人解释，实验探索发
现，富氧浓度在29%左右时为最佳，这正是膜
法富氧的最佳浓度范围。这一技术于 2019
年先行在1号窑应用，根据使用效果标定、核
算，节煤率 5.1%、年节煤 5900 吨，2021 至
2022年推广应用于 2号、3号窑。“按保守估
算，节煤3%，年节省煤粉1.75万吨，综合年节
能 1.20 万吨标准煤，减少碳排放量 2.22 万
吨，这对执行国家能源双控、减煤、减碳指标
的完成具有积极作用。”

低碳水泥的研究，则成为“双碳”战略在
企业侧推进实施的另一生动实践。鹤林水
泥成立研发小组，重点研究低碳水泥的生产
技术与产业化实施，优化熟料矿物组成，大
幅降低石灰石的使用量，从而减少因石灰石
分解面产生的碳排放。

不仅如此，鹤林水泥持续加大清洁能源的

开发利用。在前期建立了尾气余热回收发电
替代20%以上电能消耗的基础上，推进改造办
公楼、原料堆棚顶部结构，安装光伏发电设备、
建设光伏电站，总装机负荷超过5MW，提升清
洁能源利用率，降低电网用电量。

燃料替代工程也在同步实施。秸秆放错
了地方是污染，用对的地方便是“宝”。在鹤林
水泥，秸秆正在变废为宝。在水泥窑炉中，部
分采用秸秆等生物质“废物”替代原煤、垃圾衍
生燃料替代使用等技术，将可燃废弃物替代煤
炭，节约一次能源，实现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
会效益。鹤林水泥力争到2024年使用废旧轮
胎、生物质和燃料垃圾衍生替代比例超20%，
2027年超35%。根据测算，上述燃料替代工程
达到预期目标，一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0万
吨以上。

值得期待的是，“十四五”期间，鹤林水泥
将继续深入推进减排技术提升工程，包括SCR
（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技术引进投入、消音治
理设施的升级、岸电系统改造以及美化、绿化、
亮化工程落实等，构建全链式减碳路径。

水泥厂变身“绿色标兵”——

鹤林水泥探索全链式减碳路径

我国快递包装绿色治理工作取
得初步成效

截至2023年9月底，全国电商快
件不再二次包装比例超过90%，使用
可循环包装的邮件快件超8亿件，回
收复用质量完好的瓦楞纸箱超 6亿
个，快递包装绿色治理工作取得初步
成效。

2023 年初，国家邮政局提出实
施“9218”工程，明确到年底前实现电
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比例达到90%，
深入推进过度包装和塑料污染两项
治理，使用可循环快递包装的邮件快
件达到 10亿件，回收复用质量完好
的瓦楞纸箱8亿个。下一步，国家邮
政局将继续推广快递绿色包装，强化
快递绿色包装标准实施，加大宣传力
度广度深度，联合其他部门共同传播
绿色消费理念，引导社会公众使用绿
色包装，增加公众感知度和参与度，
全面完成“9218”工程各项目标。

《深圳市绿色投资评估指引》印发
10月 15日，深圳市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印发《深圳市绿色投资评估
指引》的通知，通过制定和实施《指
引》，进一步明确金融机构投资前评
估及投资后管理的具体工作内容及
工作方法，推动金融机构将环境风险
管理纳入投融资全流程，实现投前风
险识别、投后动态监控，并持续建立
健全绿色投资评估管理制度和业务
流程。

新一代绿色环保乙烯运输船顺
利下水

10月 16日，由南通中集太平洋
海工为德国一家企业定制化设计、建
造的一艘 7200 立方米乙烯运输船
（LEG）在江苏启东顺利下水。

此次下水的乙烯运输船总长约
116米，型宽18米，型深12.3米，设计
吃水7米，载重量约6300吨，该船采用
MAN双燃料主机，与传统小型LEG运
输船相比，在满足最新的排放要求的
同时，显著降低了运输过程中的二氧
化碳排放，是新一代绿色环保船型。

本报记者 单杉
本报通讯员 杨越

“多巴胺”夏日结束了，“美拉
德”风席卷了这个秋天。金桂、银
杏、红枫……无不以温暖浓郁的

“美拉德”风色彩，给人舒适疗愈
的感觉。当城市山林遇到“美拉
德”，秋日里的景区处处彰显生态
之美。

美拉德反应，亦称非酶棕色
化反应，是广泛存在于食品工业
的一种非酶褐变，具象的表现就
是牛排煎熟过程中颜色由浅到
深的一个变化。最初“美拉德”
风指棕色系、大地色系的穿搭。
秋风渐起，放眼整座城市，金黄
落叶的“焦糖色”与其也有着相
似之处，从夏日葱茏到秋日金
黄，“美拉德”风的景区不禁让人
感叹，太美了。

忽闻桂花香，方知秋已至。
焦山公园的桂花进入盛放期，行
走于“江中浮玉”，阵阵花香沁人
心脾。一江秋色江南岸，十里恍
然忘人间。除了桂花，焦山公园
的银杏也是秋日绝美景观。大雄
宝殿前、御碑亭旁、观澜阁下、别
峰庵内，都是观赏银杏的绝佳地
点。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地方都
有百年银杏树，等天气再冷一点，
银杏叶黄了，叶片落在地上，绵延
百余米路，仿佛黄金大道。

秋日美景离不开细心呵护。
近年来，焦山公园对古树名木不
断养护复壮，才有现今美景。据
了解，养护人员在前期巡查过程
中发现，公园绿化带内的 3株古
银杏树长势欠佳，就进行了专业
的“体检”针对情况制定专项保护
方案并安排施工。目前，树干保
护措施主要是修剪病虫枝，清理
腐烂部位，做好防病虫害处理、空
洞部位填充、接缝部位防水处理，支撑稳固树体、树体输液
促芽及配制营养土等。相信这个秋天，这几株银杏树与古
寺、古碑相依为伴，展现焦山生态之美、文化之美。

提到银杏，南山的高崇寺可以说是深秋“网红”。几棵
巨大的百年银杏将小小的寺院遮了个严严实实。等到深秋
时节，黄色银杏叶落在寺院房顶交叠的青瓦上，落在院中沉
静的小路上，千年古寺掩映在百年银杏间，前来观赏美景的
游客都不忍大声喧哗，只是不停按动快门，用镜头记录一下
这份“秋日限定”美景。

南山景区内，经过复壮的银杏也重获生机，等着秋风
起，展示落叶缤纷之美。市南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副主任
刘林琳介绍说，南山的茶文化同样在秋天展现生态之美。
在南山风景区有一项区级非遗项目：南山茶会。今年“双
节”期间，南山茶会也吸引了大量游客。

值得一提的是，南山风景名胜区成立后，公园非常重视
南山茶会的传承，每年举办春季的杜鹃茶会，秋季重阳茶
会，对“南山茶会”的茶俗进行深度挖掘、开发。深秋，来南
山一赏银杏之美，一品茶叶之香，尽享“美拉德”风的景区带
来的凉爽与闲适。

沿着北固山公园的古道拾级而上，走到观景台，放眼望
去，层林尽染。近年来，北固山景区按照“普遍提升、重点突
破”的原则，有序推进景区山体“春紫”“夏白”“秋红”“冬绿”
特色植物的花化、彩化建设，做到景区四季常绿，季季有
花。此时正值“秋红”时节，公园随处可见片片红叶，静静点
缀着景区。

北固山景区还对登记在册的 15株古树名木，按照“一
树一策”专业化管护的要求，建立了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
源台账，落实专人定期对古树名木实行动态管理和巡查，确
保景区内古树名木健康生长。

金山寺裹山，橙黄色古建筑与秋叶交相辉映。金山公
园定期对景区内的所有在植的植株、绿篱、草坪等进行修剪
整形、剪割、治虫等日常的养护管理，才让金山公园不只有
庄严肃穆的庙宇，更有市民与游客休闲的绿色公园。

焦山的桂花开了，高崇寺的银杏黄了，金山湖的枫叶红
了，镇江城的秋天来了。当城市山林遇上“美拉德”，秋日的
镇江更显生态之美，让人流连。

陈志奎 沈欣 陈志然

走进双峰格雷斯海姆医药玻璃（丹阳）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几十台高端制瓶
设备正紧张运转。一根根玻璃管经过上
料、切割，被制成一支支晶莹剔透、干净明
亮的医药玻璃瓶。较之于普通的医用玻璃
瓶，这款玻璃瓶最大的特点是免去了复杂
的清洗和灭菌过程，医药企业收到产品即
可直接使用。

这背后是企业锲而不舍地创新研发、积
极探索，最终成功突破免洗免灭医药玻璃技
术壁垒。免洗免灭医药玻璃技术的研发，不
仅凝聚着双峰格雷斯海姆绿色创新的智慧
结晶，也助力企业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步履
从容、愈进愈强。

作为一家专业从事医药玻璃生产和研
发的老牌企业，双峰格雷斯海姆医药玻璃有
限公司前身为成立于1986年的双峰玻璃有
限公司，自 2006年与德国格雷斯海姆集团
成立合资公司，专攻各类医药玻璃管制注射
剂瓶、安瓿、卡式瓶、生命科学小瓶研发生

产，年产量达 20亿支。产品因其良好的耐
水性和耐冷冻性，用于各种生物制剂、冻干
粉针、疫苗、血液制剂等药品的包装。

“这可不是普通的玻璃，而是我们潜心
研发的新产品——免洗免灭医药玻璃。这
款玻璃产品的各项指标非常严格，同时还需
契合客户端需求。”该公司运营总监崔洪告
诉记者，2018年，双峰格雷斯海姆在国内率
先开始研发免洗免灭医药玻璃包装产品，经
过数年孜孜不倦地攻关，目前已攻克免洗免
灭产品生产设备和产线无菌化、产品指标难
达标等难题，成功实现了免洗免灭产品自主
生产能力。

“研制伊始，我们就看好免洗免灭医药
玻璃具有的巨大市场前景。”崔洪介绍，免洗
免灭医药玻璃的最大优势是免去了以往复
杂的清洗和灭菌工艺处理过程，一旦客户收
到产品便可直接投入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生
产效率，有力降低了生产成本。

免洗免灭医药玻璃的研发成功得益于
企业在创新和研发上的不懈探索，尤其产学
研深度融合为企业科技研发提供有力支

撑。成立之初，双峰格雷斯海姆医药玻璃就
设立两个产品研发部，并将每年营收的8%-
10%用于产品研发及设备、工艺提升。作为
国内最大的中硼硅医药玻璃制造商，一直以
来，双峰格雷斯海姆持续加大产品研发力
度，与江苏大学开展校企合作，实现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加大人才引进，为企业创新发
展注入了活力。

目前，免洗免灭医药玻璃技术的产业
化应用加速落地。去年，双峰格雷斯海姆
投资上亿元，重点打造免洗免灭医药玻璃
产品生产线，项目投产后将打破免洗免灭
产品依赖进口的局面，进一步增强企业核
心竞争力。眼下，免洗免灭医药玻璃生产
设备采购正在洽谈之中，全新自动化厂房
也在建设，预计 2024 年正式投产，届时将
给企业带来每年数千万元的销售收入，有
望帮助企业迎来又一波发展高潮。“企业还
将持续增加对创新方面的投入，持续优化
组织架构，不断招引高端科研人才，推动企
业发展再上层楼、再创佳绩。”崔洪言语之
间信心满满。

免洗免灭，一款医药玻璃瓶里的创新之道

秋日金山湖一角。 单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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