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8 美丽中国 责编：刘发为 邮箱：rmrbmlzg@163.com责编：刘发为 邮箱：rmrbmlzg@163.com

2022年11月8日 星期二

眼下，一套套竹纤维餐盒从重庆瑞竹植
物纤维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下线，销
往国外。

中国是竹子的故乡，竹子种类、储量、
技术水平和贸易等方面处于世界前列。

今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期间
举行的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发布了 《全球
发展高层对话会成果清单》，其中明确提出：

“中国将同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以竹代
塑’倡议，减少塑料污染，应对气候变化。”
用小竹子来支撑全球“减塑代塑”事业，为
环保和可持续提供“竹子方案”，受到国际社
会的广泛关注。

从古到今，竹子为许多人所喜爱，它生长
速度快，3到 5年即可成材，成材之前“可咸可
甜”用于食品笋加工，成材之后“可固可变”用
于建筑、家具、纺织、造纸和交通等多个领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竹林具有吸收二氧化碳、释放
氧气的生态功能，是一种绿色可再生的碳捕

集碳封存复合系统。”国际竹藤中心研究员王
戈一直致力于竹纤维的加工和利用，在他看
来，“竹材是高效廉价的碳封存体，推广使用
竹材制品，固定在其中的碳就基本不再释
放，对于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在中国科技部相关政策的支持
下，国际竹藤中心的科研人员深入一线帮助
企业优化工艺、改进自动化生产线，联合制
备出了环保安全的竹纤维餐盒，并应用于工
业化生产，帮助企业转型发展，服务地方绿
色转型需求。

国际竹藤中心博士研究生陈晓怡全程参
与了竹纤维餐盒的研发，她说：“这种竹纤维
餐盒不仅生产效率高，而且综合性能优良，
为替代塑料制品提供了理想的选择。”

那么，竹纤维环保餐盒废弃后是否需要
生物降解？对此，国际竹藤中心副研究员陈
复明说：“针对植物纤维容器材料使用时需要
强度和耐水耐油、废弃后需要快速降解之间
的矛盾，我们利用微纳气泡技术，大大提高

了竹纤维的降解效率。”
不只是小小的餐盒，竹子的应用场景还

可以有很多，其中就有“中国名片”——中
国高铁。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竹子百折不挠的特质自古以来就为人所赞
颂。国际竹藤中心的科研人员发现，竹子因
其自身特殊、多尺度的精巧结构，具备了较
高的强韧性能和阻尼性能。

能否将竹材结构仿生应用于高铁、地
铁、轻轨等交通轨道的车辆车厢底板？国际
竹藤中心博士研究生韩善宇回忆道，一次偶
然机会，我们团队到福建和其昌竹业有限公
司开展试验时，看到公司满车间生产的竹木
集装箱底板销往国外，大家开始有了想法。

要想让竹子应用于高铁车厢底板并不容
易，需要同时解决轻质高强、耐磨阻燃、减
震抑振和耐疲劳等挑战，综合性能还要满足
高铁的几十项指标要求，而且还要成本可
控，有市场竞争力。

经过近 3 年的持续攻关，国际竹藤中心
的科研团队和福建和其昌竹业有限公司共同
研发出了一种轨道交通车辆底板，并通过了
相关上车测试和第三方检测，相关科研成果
也受到了材料领域知名国际期刊的关注。

从环保餐盒到高铁底板，小竹子也可以
有减碳大作为。国际竹藤组织东道国事务部

主任傅金和表示，从科研成果到企业实践，
再到国家行动、全球倡议，中国作为负责任
大国，将充分挖掘竹子的价值，助力全球绿
色发展。

上图：在江西省泰和县桥头镇毛竹制品
加工厂，工人正在晾晒毛竹半成品。

邓和平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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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立足
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
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
行动。

抽水蓄能电站作为目前技术
最成熟的大规模储能方式之一，
是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重要
保障，能够有力促进风电等清洁
能源发展、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本期我们走进南方电网
储能股份有限公司三座抽水蓄能
电站，探寻抽水蓄能产业高质量
发展，守护绿水青山，为美丽中
国赋能。

起舞绿水青山，护
航绿色湾区

广州从化，以荔枝、温泉和
森林公园闻名，也因一座超级

“充电宝”享誉世界。在当地南
昆山脉北侧的青山绿林中，一座
大型抽水蓄能电站——广州抽水
蓄能电站 （以下简称“广蓄电
站”） 建设运营 30 余年，将清
洁能源送至千家万户。

广蓄电站是中国自行设计和
施工的第一座高水头、大容量抽
水蓄能电站，也是全球已投运的
最大抽水蓄能电站之一，被誉为
中 国 水 电 建 设 “ 五 朵 金 花 ”
之一。

广蓄电站所在的南昆山以原
始次森林为主，厂区绿化覆盖率
高，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
高。长期以来，广蓄电站与自然
保护区相伴相融。每年 9月，白
鹭便会如约来到广蓄电站休养生
息，觅食嬉戏，或在下水库平静
的水面上翩翩起舞，或在岸边枝
头伫立，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白鹭
到我们电站过冬，去年更是达到
了上千只。我们平时也会做空气
质量检测、水质检测，保护树
木，电厂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广蓄电站高级经理王韬表示。

据了解，广蓄电站在建设期
间，就注重最大限度减少对生态
的破坏，采取边建设边恢复的措
施。电站建成后，周边依然保存
着完整的生态林，加上电站上、
下两座水库，形成了绿水青山相
映成趣的美丽景点，成为当地的
一张亮丽名片。截至目前，广蓄

电站已累计种树 70 万棵，植草
15万平方米。

广蓄电站投运以来，在支撑
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完成了多项重大活动保
供电任务。截至今年 9月，电站
8台机组累计启动 24万余次，运
行61万余小时，调峰发电693亿
千瓦时，应对电网紧急情况启动
340 台次。有了广蓄电站保驾护
航，大亚湾核电站得以安全满载
稳定运行。广蓄电站也为香港电
网服务，为香港特区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高效利用水资源，
共绘美丽画卷

“没想到，如此海天一色、
湖山相映、漫山樱花的山海公园
美景，同时也是一座大型电站的
上水库。”游客们口中的山海公
园就是中国首座位于超大城市市
区内的抽水蓄能电站——深圳抽
水蓄能电站 （以下简称“深蓄电
站”） 上水库。

从规划、设计、建设到运营
全过程，深蓄电站将环保理念融
入各个环节，实现同步设计、同
步实施、同步投入使用。电站投
产后实施生态景观提升工程，上
水库区域作为深圳盐田区“半山
翡翠”公园带组成部分，对市民
免费开放，成为深圳市民徒步休
闲的热门景点。

为保障市民用上干净、清洁
的水，深蓄电站地下厂房排水系
统创新采用“清污分离”设计，

设置了清水、污水两套独立的排
放系统，分别把水引入不同的集
水井。岩石渗漏清水直接抽排入
下库，不浪费水资源；生产污水
经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后接入市
政排污管网。深蓄电站上水库、
下水库水质长期稳定在二类饮用
水标准，2021 年供水超过 630 万
立方米，实现水资源利用和生态
环境效益最大化。

深蓄电站是中国可再生能源
发展规划中的重点建设工程，也
是西电东送的落点和粤港电网的
连接点。“深蓄电站直接接入深
圳城市电网，承担调峰、调频、
调相及黑启动等功能，提升了电
网调节的灵活性，促进了清洁能
源输送和消纳。如果城市出现大
面积停电等极端事件，电站最快
可以在 120 秒内启动机组，单小
时送电能力高达 120 万千瓦时，
是粤港澳大湾区不折不扣的绿色

‘充电宝’。”深蓄电站相关负责
人表示。

深蓄电站投运以来，每年平
均节约标准煤约 18.57 万吨、节
省天然气约 13.96 万立方米、减
排温室气体总量约 68.18 万吨。
截至今年 10 月，电站累计发电
已超 60 亿千瓦时。奔涌而下的
水流形成的清洁电能，为大湾区
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强

大动能。

生态环保先行，绿
色引擎发力

2021年，海南琼中抽水蓄能
电站 （以下简称“琼中电站”）
被国家水利部授予“2021年度国
家水土保持示范工程”称号，这
是海南省首个获得国家水土保持
示范工程的项目。

琼中电站位于海岛之心的海
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南渡江
上游黎母山深处，黎母山是海南
的名山又是黎族人民的始祖山，
山势险峻，林海茫茫，风光旖
旎，拥有丰富的热带天然森林，
是一个热带植物王国，也是野生
动物的乐园。

为了避免对黎母山原始生态
环境的破坏，琼中电站坚持“节
约优先、保护优先、绿色建设、
环境友好”的总体方针，在保护
中建设、在建设中保护，科学运
用新理念、新设计、新技术，竭
力打造一座工程与环境协调发
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电
站，助推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

在电站建设过程中，建设者
们不仅是在景观设计方面充分考
虑与自然环境相融合，也十分注
重珍稀动植物保护。电站的工作

人员对工程建设区域内的国家重
点保护植物等逐一进行编号、挂
牌、标记和备案。“现在无论是
在大坝上还是道路两旁，时常可
以碰到猴子、老鹰、成群白鹭、
野山羊、眼镜蛇等野生动物。”
电站员工张柳琦说道。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
养以成。今天，漫步于琼中电
站，道路两侧草木丰茂，绿意盎
然，远处山间云雾缭绕，猿啼鸟
鸣，好一派“工程平地起，人在
绿中行”的景象。

作为海南岛目前唯一的抽水
蓄能电站，琼中电站因启停灵活
而成为保障电力系统调频、调
相、黑启动等电网操作的首选电
源，能在大面积停电情况下进行
电网恢复，有效提升海南电网抗
击台风等自然灾害的能力。

自 2018 年 7 月全面投产以
来，琼中电站累计发电近 10 亿
千瓦时，为海南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筑起坚实屏障，为海南自贸港
建设供应绿色电能，成为推动海
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引擎”。

上图：每年 9 月，白鹭如约
来到广州抽水蓄能电站休养生
息，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文明和
谐共生的画卷。 陈龙骧摄

左图：梅州抽水蓄能电站。
陈志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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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低谷或风电、
光伏发电量大时“充
电”存储，用电高峰
或风光出力不足时放
电，还可作为工厂企
业、数据中心或通信
基站的备用电源……
当前，储能设备的应
用场景日渐丰富，正
在成为电力系统“削
峰填谷”、提升新能源
并网消纳能力的关键
基础设施。

《“十四五”新
型 储 能 发 展 实 施 方
案》 提出，新型储能
到 2025 年“由商业化
初期步入规模化发展
阶段”、到2030年实现

“ 全 面 市 场 化 发 展 ”。
储能产业走向发展壮
大，折射出中国新能
源 开 发 规 模 快 速 增
加、能源结构向绿色
低碳转型的趋势。

从 装 机 结 构 来
看 ， 截 至 2021 年 底 ，
中国非化石能源发电
装机容量突破 11 亿千
瓦，首次超过煤电装
机 容 量 ， 其 中 ， 水
电、风电、太阳能等
发电装机容量均稳居
世界前列。未来，这
些具有波动性、间歇
性的可再生能源将大
规模、高比例接入电
网，必然需要构建更
加灵活、更有韧性的
新型电力系统。在这
样的需求推动下，发
挥着“稳定器”作用
的储能行业迎来加速
发展。

而从发电结构来
看，尽管新能源发电
占比提升明显，但煤
电发电量仍占总发电
量的六成左右，中国能源资源禀赋以煤为主的国情
尚未改变。因此，只有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
将传统能源的逐步退出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
代基础上，才能平稳构建起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
能源体系，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积极稳妥推进能源绿色转型，要持续增强新能
源的全产业链优势，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确保新
能源“立”得又稳又好。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形
成较为完善并具有一定优势的新能源产业链体系，
其中光伏产业在多个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
新的“中国名片”。未来，新能源要提高行业竞争
力，仍需加快关键基础材料、设备、零部件的技术
升级，以创新驱动降本增效。

积极稳妥推进能源绿色转型，要在发挥煤炭等
传统能源兜底保障作用的同时，促进其清洁高效利
用。可喜的是，中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超低
排放清洁煤电供应系统，全国目前有超 10亿千瓦煤
电机组，达到与天然气发电相当的排放限值要求，
煤电超低排放水平进入世界领先行列。未来，还应
继续推动煤炭与新能源的优化组合，提升能源供给
质量、利用效率和减碳水平。

积极稳妥推进能源绿色转型，还应充分发挥市
场机制作用，坚定不移推进能源领域市场化改革，
还原能源的商品属性，完善电价等能源价格机制，
让提供调峰调谷等辅助服务的主体获得合理收益，
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能源市场。

新旧能源的转换替代，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有机
组成部分，是一项复杂工程和长期任务，不可能毕
其功于一役。我们要抱定信心、稳扎稳打，在保障
能源安全的前提下，找到可持续、经济合理的方
案，为“中国号”巨轮在新征程上劈波斩浪注入强
大的绿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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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新步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
引下，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新时代，新奋进。自今日起，“美丽中国”版特开设“踔厉奋
进新征程”栏目，关注中国各地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呈现中国
坚定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奋进历程，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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踔厉奋进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