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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菡娟）10月 16日上午，
内蒙古蒙西基地库布其200万千瓦光伏治沙项
目（简称库布其光伏治沙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该项目是我国单体规模最大光伏治沙项目，标
志着“光伏+治沙”生态综合治理进入新阶段。

库布其沙漠是我国第七大沙漠，位于河套
平原黄河“几”字弯里的黄河南岸，是内蒙古乃
至全国沙漠化和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地区之
一，也是京津冀地区三大风沙源之一。

据介绍，库布其光伏治沙项目由亿利资源
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亿利集团”）所属亿利洁能
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三峡新
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投资建设。项目
总占地面积10万亩，包括周边荒沙修复整治区
2.2万亩和光伏发电核心区7.8万亩。

项目建成投产后，年上网电量将达41亿千
瓦时，可满足超160万户家庭年用电量，与同等
规模的燃煤电厂相比，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
12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321万吨。同时，该
区域植被覆盖率有望由不足3%提升至60%以
上，将有效构筑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保障黄河长
治久安，保障京津冀生态安全。

同时，库布其光伏治沙项目采用“板上发
电、板下种植、板间养殖、治沙改土、带动乡村振
兴”五位一体循环产业发展模式，统筹对荒漠的
资源化利用与生态功能改善，实现对荒漠的“一
地多用”立体生态修复，实现共同富裕与乡村振
兴协同发展，并带动鄂尔多斯市装备制造产业
和氢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库布其光伏治沙项目将充分发挥
三峡集团与亿利集团在沙漠治理和新能源产业
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优势，凝聚创新合力，为内蒙
古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强国贡献更大力量。

我国单体规模最大光伏治沙项目正式开工

“光伏+治沙”进入新阶段

本报讯（记者 高志民）当前正
是小麦播种最佳时间和关键时期，黄
淮海等小麦主产区晚播面积有可能
扩大。入秋以来多次连阴雨过程给
冬小麦播种造成一定困难。为科学
指导“三秋”抢种抢收工作，中国农业
科学院按照农业农村部统一部署，派
出专家分赴河南、河北、山东、山西、
陕西等五省，开展抢收抢种技术指导
服务。目前 104位农科专家已全部
到位。

据介绍，此次科技保障，中国农科
院作科所、植保所、蔬菜花卉所等17
个研究所组成18个专家组、2个技术
指导组（玉米专家为主的抢收组和小
麦专家为主的抢种组），对接服务5个
重点省份20个地市的69个重点县。

专家组将下沉到重点县，包县包乡、进
村入户、深入田间指导农民抢收抢种；
实地调研农田积水、作物受灾等情况，
协助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开展玉
米收获烘干、小麦整地播种技术指导
服务，加快秋收秋种进度；跟踪了解秋
收秋种进度，以及农机、农资保障情
况，及时反映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建议。

据悉，中国农科院在前期派出专
家参与支援河南24县救灾指导服务
工作两个多月后，又紧急派专家组参
与“三秋”抢收抢种技术指导服务，就
是要坚持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服务现
代农业建设主战场，继续发挥科技支
撑国家粮食安全、支撑乡村振兴的先
锋队和主力军作用。

百位农科专家保障百位农科专家保障““三秋三秋””主产区主产区

近日，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
人峰会上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
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
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第一批国家公园涉及青海、西
藏、四川、陕西、甘肃、吉林、黑龙江、
海南、福建、江西等10个省份，均处
于我国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关键区
域，保护面积达 23 万平方公里，涵
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植物种类。

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史上的里程
碑，这意味着经过 5 年多的试点探
索，在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十四
五”开局之年，建设美丽中国有了新
样板、新高地。

首批国家公园有何特点，让我
们一起去了解：

三江源国家公园：
守卫生命之源

三江源国家公园，世界海拔最
高、中国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它
地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腹地，是
全球气候变化反应最敏感的区域
之一。

雪山、冰川、河流、湖泊、湿地、
高寒草原草甸，多种元素共同构成
了三江源灵动而壮美的风景。这片
19万平方公里的园区内，分布着1.6
万 个 大 小 湖 泊 ，湖 水 总 面 积 达
2354.25平方公里，湿地面积7.33万
平方公里；有雪山、冰川近 2400 平
方公里，冰川资源蕴藏量达2000亿
立方米，是名副其实的“山的王国、
水的世界、江河的摇篮”。其在水源
涵养、蓄洪防旱、气候调节、维持生
物多样性等方面对于全国乃至全球
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江源独特而典型的高寒生态
系统，孕育了独特的生物多样性。
核心区可可西里是我国面积最大的
世界自然遗产地，也是全国32个生
物多样性优先区之一。这里60%的
哺乳动物、超过 1/3 的植物是青藏
高原特有物种，包括：藏羚羊、藏野
驴、藏原羚，绿绒蒿、雪灵芝等。

为守护好这里的生灵草木、万
水千山，自试点以来，公园充分遵循
自然生态系统演替规律，注重综合
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修

复，持续增强生态系统循环能力，全
面维护生态平衡。

2020 年，三江源草原综合植被
盖度达61.9%，较2015年提高4.6个
百分点，湿地植被盖度稳定在 66%
左右，藏羚羊、藏原羚、藏野驴分别
达到7万、6万、3.6万头(只)。

三江源有很好的人与自然和谐
的基因。这里多民族文化交融，文
明之美熠熠生辉，形成了珍爱自然、
善待万物的传统文化。园区内，每
户牧民家庭都有一位生态管护员。
生态管护公益岗位“一户一岗”政策
让1.7万多名牧民端上了“生态碗”，
吃上了“生态饭”，从草原利用者转
变为生态守护者和获益者。

大熊猫国家公园：
跨区物种尽享完整家园

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区域地跨
川陕甘三省，纵横岷山、邛崃山、大
小相岭和秦岭五大山系，面积约2.7
万平方公里，覆盖 70%的大熊猫栖
息地，保护 1631 只野生大熊猫，把
过去 82 个相对独立的保护“岛屿”
连接起来，大熊猫和它的“邻居”们
得到一片完整、连续的更为广阔的
家园。

在大熊猫的伞护下，8000 多种
珍稀野生动植物在此繁衍生息。川
金丝猴、扭角羚、毛冠鹿以及大型食
肉动物狼、豺、金钱豹等南北物种，
在这片秘境相遇、共存。自2016年
12月体制试点以来，大熊猫国家公
园管理机构通过“人工+辅助”对栖
息地实行全面监测，实施多项生态
保护修复工程，建设多条野生动物
交流廊道。

12.08 万原住民与这些野生动
物“比邻而居”，152 个乡镇顺着五
大山脉星罗棋布，构成了大熊猫国
家公园的社区。试点以来，各级公
园管理机构设置公益性岗位1.04万
个，帮助当地居民就业增收，累计获
得工资性收入7.38亿元。大熊猫国
家公园还规划了一批入口社区、熊
猫小镇，创新性打造园地共建，自然
教育、生态体验、自然景观游憩、探
秘多元民俗文化等新业态，带动“大
熊猫生态友好型”特色产品应运而
生，助力地方经济转型发展，成为平
衡保护与民生发展的重要举措。

（本报综合）

认识首批国家公园（一）

本报讯（记者 王菡娟） 近日，
由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

“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
省水利厅编制完成的《韩江流域综合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获水利
部批复。《规划》 是韩江流域开发、
利用、节约、保护水资源和防治水害
的重要依据。

韩江流域涉及广东、福建和江西
三省，流域面积30112平方公里，干
流长470公里。流域洪涝旱灾害频
繁，局部河段水污染严重，流域中上
游山区和丘陵区水土流失现象较为普
遍，治理、保护任务繁重。随着《海
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赣闽粤原
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等区域发展

战略的实施，对韩江流域防洪安全、
供水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等提出了新
的更高要求。

据介绍，《规划》按照打造幸福
韩江的总体目标，在系统分析流域水
安全现状、存在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的基础上，科学制定流域保护、
治理与开发的总体方案，建立和完善
流域防洪减灾、水资源节约与利用、
水生态环境保护和流域综合管理四大
体系，确定了防洪减灾、水资源开发
利用、水资源与水生态保护控制指
标，加强农田水利、工程性缺水和中
小河流治理等薄弱环节建设，为推动
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水安全
支撑和保障。

水利部批复韩江流域综合规划水利部批复韩江流域综合规划

10月 15日，在北
京市丰台区西罗园小
学“天地梦想 创意
生活”第九届校园科
技节上，同学们脑洞
大开、大胆想象，用一
双巧手将生活中的废
旧物品变成了“别样
的衣裳”，并在“绿色
环保 创意生活”第
六 届 DIY 环 保 服 装
秀上尽情展示。

“绿色环保 创
意生活”环保服装秀
展示活动是西罗园小
学校园科技节的传统
项目，学校希望通过
这项活动的举办传达

“低碳环保”的绿色生
活理念，为共创绿色
校园、共建美丽丰台
作出贡献。

（王蕊 郭乔丹）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通报“十三
五”期末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考核结果，浙江省再次获得优秀等
次，并首次排名全国第一。

提起浙江，很多人想到的就是江
南水乡、河流众多、水资源丰富。的确，
全省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955亿立方
米，单位面积产水量位列全国第4位。

这样的省份还需要节水吗？
“虽然浙江总体不缺水，但水资

源空间分布与经济布局并不匹配，沿
海平原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经
济总量占全省2/3以上，而水资源量
不足全省1/5。”浙江省水利厅副厅
长冯强说。

“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将
节水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提出

‘节水就是减污降碳、节水促进企业
增效、节水惠及民生福祉’的理
念，深入实施节水行动，为全国提
供了丰水地区节水的浙江样本。”冯
强表示。

日前，记者跟随“节水中国行·
媒体看浙江”采访组，实地探寻浙江
的节水密码。

居民用水：
中水也是宝

仲秋九月，阳光沐浴下的义乌卿
悦府小区里树影婆娑、绿草如茵。走
进小区花园，物业工作人员正在使用
中水浇灌绿化。

“你们看到的这些景观和浇洒用
水都是再生水，也就是中水，我们还
用来冲厕、保洁，比自来水每吨便宜
5毛，算下来每年能节省两三万元物
业成本。”义乌卿悦府东区物业管理
服务中心物业经理黄健介绍。

据工作人员介绍，“水厂以义乌
江为水源，五水共治以后，义乌江水
质常年稳定在较好的三类水水平，经
水厂净化消毒处理后，中水达到城市
杂用水水质标准，可满足城市冲厕、
道路清扫、消防、绿化、车辆冲洗、
建筑施工等非饮用水需求。”

“说实话，刚开始有点不是太能
接受用中水，总是担心水质有问题，
但用了一段时间觉得特别好，省了不
少水费，现在中水可是我们小区的一
个招牌呢。”居民告诉记者。

千万别小看家庭中不起眼的“冲
厕所”“打扫卫生”，工作人员还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中水占比约占家庭用
水的21%，按照每户每月用水16吨
计算，一户人家每个月中水使用量约
为3.4吨。卿悦府小区一共有630户

住户，整个小区每个月中水用量
2200吨左右。

如果扩大到整个城区，节约的水
可是非常可观。

“我们早在2007年就有实施分质
供水设想，但由于工程庞杂，当时条
件还不成熟。去年正好赶上5.78平
方公里的老城区城市有机更新改造，
我们就乘势而上，全面展开工作。”
义乌市水务局副局长邵志平说。

推行居民小区分质供水前期，义
乌进行了调查测算：5.78平方公里有
机更新区，园林市政、生态环境、冲厕
用水年使用中水量将达到100万吨，
相当于节约了一个小型水库的水量。

义乌卿悦府小区于是成了金华首
个分质供水试点小区。

目前，全域分质供水工程全面推
进，预计到2022年将形成12万吨每
日的供水能力，2030年形成38万吨
每日的供水能力，年分质供水规模达
到1亿吨以上。

义务的分质供水只是一个缩影，
也正是从不起眼的“小事”着手，近年
来，浙江用水效率连年提高。

数据显示，浙江省城市供水管网
漏损率仅为 5.6%，位居全国前列；
人均综合用水量256立方米/每人每
年，在南方省市中排名第三。

农业用水：
智能系统实现“零直排”

只需打开手机上的小程序，就能
远程启动溪水水泵，为农田进行灌
溉。在永康市舟山镇舟三村，记者还
见识了浙江省首个“农村智能节水综
合管理及调配系统”。

据当地水资源供水管理中心副主
任周同高介绍，这里灌溉的水都是农
村污水处理后的尾水，经管道输送至
田头的喷淋装置，灌溉用不完的再生
水，经当地种植荷花的人工湿地净化
后再排入河道，实现了生活污水“零
直排”。

据介绍，舟山镇所辖的舟一村、
舟二村、舟三村共计1278户，多年
来主要依靠周边坑塘水库供给生活用
水。由于历史原因，村内供水管网布
局不清，计量设施不健全，管理收费
也不到位，管网漏损情况难以掌握，
水资源浪费严重。同时，生活污水直
接排放至附近溪流，虽经简单处理，
对水库水源保护仍然不利。

2018年，在长江科学院的指导
下，三个村启动节水试点建设，通过
安装流量计、压力计、RTU 等设
备，智能监测供水管网的流量和压力
信息，并将数据集成至“农村智能节
水综合管理及调配系统”。

“经终端深度处理后产生的尾水
满足灌溉用水水质标准，可用于农田
和各类林果地灌溉，实现了生活废污
水高效回用。”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
院水资源所原所长王士武说。

“近年来，我省农业节灌建设再
升级，我们全力推动高效节水灌溉

‘四个百万工程’建设，全省节水灌
溉面积率达到75%以上。”冯强说。

工业用水：
每一滴水都发挥效益

“公司全部取用中水，做到了不
向外界排放一滴废水。”在浙能长兴
发电公司，工作人员站在中水回用工

程沉淀池旁介绍说。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用

水大户的燃煤电厂，用起水来居然如
此“精打细算”。

据介绍，长兴县政府投入2000
万元，实施输送管网、泵站提升及后
续维护工程，让长电公司“零成本”
引入污水处理尾水。长电公司方面，
则投资9000万元，建设尾水生化处
理工程，可以“吃掉”长兴县主城区
所有处理后的生活污水和开发区大部
分工业污水。

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1 月
底，已经累计回用中水超1.1亿吨，
减少排放化学需氧量约3860吨、氨
氮约414吨。在此基础上，长电公司
又累计投入6000多万元，采用分类
收集、分质处理和综合处理的方式，
进一步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率，彻底
实现超过15类废水的分类回收和处
置消纳，达成全厂“废水零排放”。

在距离浙能长兴发电公司不远处
的华能长兴电厂，也有他们的节水法
宝。

据介绍，华能长兴电厂脱硫废水
零排放项目将脱硫废水进行二次浓缩
处理，真正实现脱硫废水“零排
放”。在阿联酋举行的全球水峰会
上，“华能长兴电厂脱硫废水零排
放”项目获得了“全球最佳工业水处
理项目奖”。这也是中国企业首次获
得该奖项。

“‘十三五’期间，高耗水行业
节水型企业建成率达到93.7%，全省
累计完成清洁生产审核企业5000余
家，淘汰6250家落后和产能严重过
剩企业。”冯强说。

一组数据来看浙江的成绩单。
截至2020年底，浙江省用水总

量从 2015年的 186.1 亿立方米下降
到163.9亿立方米，减少了22.2亿立
方米；全省万元GDP用水量27.4立
方米，较2015年下降37.1%；全省
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从
2015年的79.1%提升至97.5%，水功
能区水质达标情况稳步向好。

“‘十四五’期间，浙江将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落实‘节水优先’，将节
水作为节能减排和水安全保障的重
要举措，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和市场
调节作用，促进用水方式由粗放向
节约集约转变，将节水贯穿经济社
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以
水资源高效和可持续利用助力浙江
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冯强表示。

丰水浙江如何节水？
本报记者 王菡娟

本报讯 （记者 张原 李宁馨） 10月 17日，
随着自动化岸桥将货轮上的集装箱稳稳吊装到岸边
的智能水平运输机器人上，刚刚建成的天津港北疆
港区C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正式投产运营，成为全
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

记者了解到，C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岸线总长
1100米，共有3个20万吨级集装箱泊位，可满足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舶的靠泊和作业，年通
过能力达300万标准箱。“智慧+绿色”，天津港与
合作伙伴成立了创新联合体，自主研发了四项全球
首创，即全球首个真正基于AI的智能水平运输管
理系统，全球首个实现车路协同超L4级无人驾驶
在港口规模化商用落地，全球首个实现真正意义上

“5G+北斗”融合创新的全天候、全工况、全场景泛
在智能，全球首个实现绿电自发自用、自给自足，码
头运营全过程零碳排放。

据测算，新建成的C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较同规
模传统集装箱码头，人员降低60%，减少集装箱作
业倒运环节50%；作业效率可达到39自然箱/小时，
比当今全自动化码头节能17%以上，较同等岸线自
动化集装箱码头减少投资30%。

“未来，天津港集团将锚定世界一流的智慧港
口、绿色港口目标，进一步加快建设‘智慧零碳’港
口，为更好服务交通强国、海洋强国战略实施，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天津市政协常
委、天津港集团董事长褚斌表示。

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在天津港投入运营

废旧物品也能成废旧物品也能成““衣裳衣裳””

浙江省永康市舟山镇舟三村浙江省永康市舟山镇舟三村，，用不完的再生水在荷花池人工净化用不完的再生水在荷花池人工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