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时 事 纵 横２０２４年５月２３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佟欣雨 于心月

“黔中无闲石，贵地多宝藏。”

这句广为流传的谚语，生动诠释

了贵州的丰富矿产资源。作为全国唯

一一个没有平原地形的省份，遍布黔

山贵水的 125.8 万个山头，富集着门类

齐全、品位优质的矿产。

亚洲磷都、中国金州、中国汞都、

西南煤海……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号彰

显贵州先天资源禀赋，也是贵州突出

的比较优势。然而，传统化工产品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弃物，成为制

约贵州可持续发展的负担。

“家里有矿”，也要精打细算。多

年发展中，贵州总结出“富矿精开”的

发展路径。今年 3 月，贵州省委、省政

府印发《关于强力推进“富矿精开”加

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

的意见》，提出在精查探矿、精准配矿、

精深加工、精细开发上发力，加快推动

资源勘查、资源配置、资源开采、资源

精深加工、重大科技攻关实现新突破。

“富矿精开”，落点在“精”。有限

的矿产资源如何实现循环利用，传统

高耗能产业如何向“绿”涅槃？答案离

不开科技创新。

在贵州一家磷化工企业负责人何

光亮看来，“富矿精开”既是绿色发展

的 实 践 路 径 ，也 是 思 维 创 新 的 突 破

口。“资源是有限的，而创新的空间无

限。合理开发利用是对资源最大的敬

畏，我们追求的是‘用好米做好饭’。”

无水石膏包装箱、高精度砌块、石

膏基自流平……5 月 10 日，在上海举办

的第八个中国品牌日活动中，这家企

业参展的系列产品，吸引众多参观者

的目光。

“相较于传统纸箱，无水石膏包装

箱防水、防潮、抗压，各项优势明显。”

展位上，工作人员拿起一个灰白色包

装箱介绍道，应用 1 吨无水石膏包装箱

可减少近 1 吨树木砍伐，且生产过程中

不产生污水。

更令人惊喜的是，这些产品都是

由生产磷酸时产生的固体废弃物——

磷石膏深加工而来。在传统工艺中，

每生产 1 吨磷酸将产生 4 至 5 吨磷石

膏，而它的随意排放堆积严重破坏生

态环境。总磷浓度超标，是长期困扰

乌江流域的环境“痛点”。

然而，在企业相关负责人陈忠华眼

中，磷石膏只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经

过持续技术创新，他们在磷石膏综合利

用领域突破系列关键核心技术。曾经

的工业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绿色环保

的包装箱、高品质的建筑材料。

今年 3 月，该企业联合中南大学研

发的新型无水石膏基胶凝剂浆，成功

应用于磷矿井下填充。这一无害化处

理的创新成果，不仅大幅提升矿山开

采的安全性，每年还能多消纳超 10 万

吨磷石膏。

为了实现生态保护、科学治污，全

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越

来越多高耗能企业向科技创新要解决

方案，实现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初夏时节，走进黔西市一处煤矿

山 ，山 头 满 目 苍 翠 ，涓 涓 溪 水 潺 潺 而

下。另一边，智能掘进、智能采煤系统

一改采矿作业“灰头土脸”的印象，瓦

斯发电综合利用让有害气体变为清洁

能源……这样保护与开采齐头并进的

场景，在贵州屡见不鲜。科技创新引

领，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成

为贵州交出的一份优异答卷。

工业废弃物变身高品质建材

“富矿精开”科技兴绿

赤水河奔腾蜿蜒，梵净山万木争荣——这是铺展

在贵州大地上的绿色。

智慧工厂机器轰鸣，绿色金融蓬勃发展——这是

融入贵州发展血液的绿色。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多彩贵州，

“绿”是当之无愧的发展底色。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贵州的保护与发展

协同并进。乌江流域铁腕治污、晴隆石漠化治理取得

显著成果，绿色科技创新、产业向绿转型，让贵州实现

荒变绿、绿变富的精彩蝶变。

如今的贵州，生态美、百姓富、经济兴。“两山”

理念铺陈在如画山水间，绿色生产力勃发在绿色产

业里。

写在前面

新质生产力发展面面观③

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加快绿色

能源开发利用力度。目前，总装机

容量 10.01 万千瓦的石阡县顶董坡

风电光伏项目已正式并网。

省会贵阳，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

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一

座低矮的黑色建筑格外引人瞩目。

大楼外侧，黑色玻璃幕墙不只是

建筑材料，还能进行光热发电；走进大

楼，地源热泵装置让室内温度调节不

再依赖于传统空调，而是通过地表和

地下水的温差实现；楼顶，光伏电板、

风力发电机等装置整齐排列，为大楼

源源不断输送绿电。遍布全楼的“高

科技”，让这座办公楼实现用电自给自

足，成为贵州省首栋“零碳”办公楼。

从“零碳”办公楼向南 40 公里，秉

持“灯塔+零碳工厂”的设计理念，贵安

新区一家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通过大

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手段，既

实现全流程智能化管理，还有效降低

生产过程的水耗和热耗。

采用先进技术、领先产品深度参与

绿色转型的，不仅仅是制造业企业。建

设屋顶光伏系统和风力发电系统、余热

回收、蓄冷阶梯利用……在一家数据中

心园区里，大到机房设备蓄冷降温，小

到供热供水、通风照明，都通过智能化

设备实现“绿色算力”的高效输出。

在贵州，一个个“绿色生产”场景，

形成当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的生动长卷，积蓄产业转型升级

的强大动能。在努力实现天蓝、地绿、

水清的过程中，贵州将绿色转型与大

数据、人工智能、5G 等新兴技术深度

融合，实现腾笼换鸟、新旧动能的换羽

新生。

2023 年，贵州省城市绿色经济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46%，“十四五”期

间能耗强度累计下降 8.93%。绿色低

碳 建 筑 、绿 色 交 通 、智 慧 城 市 等 新 产

业、新业态蓬勃兴起，绿色产业成为贵

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抹亮色。

年平均气温 16.9℃，中心城市环境

空 气 质 量 平 均 优 良 天 数 比 率 达

98.6%——良好的生态优势，不仅是旅

游度假的天然招牌，也让贵州成为数

据存储运算的天然“机房”。在贵州大

大小小的山洞里，集聚着全球众多的

超大型数据中心。

从 2014 年将大数据作为全省发展

战略，到成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搏击数字化浪潮的 10 年间，贵州

着 力 推 动 数 据 中 心 由“ 存 储 中 心 ”向

“算存一体、智算优先”升级。

完成一部 3D 动画影视作品渲染

工作需要多久？一台普通计算机需要

几年甚至更久，但在贵安超级计算中

心仅需 3 个月。

超高效率来自庞大的算力资源。

入驻该中心的一家企业负责人介绍：

“ 我 们 拥 有 服 务 器 等 硬 件 设 备 700 余

台，核心算力则由 1000 张高性能图形

处理器和少量中央处理器提供。强大

的计算能力和数据存储能力，能够很

好地解决大量图像渲染诉求。”

算力市场不只是在文化产业。前

不久，2024年一季度贵阳贵安数字应用

场 景 发 布 会 在 贵 阳 大 数 据 科 创 城 举

行。现场发布数十个应用场景，涵盖数

字政府、医疗卫生、智慧城市、人工智

能、农业农村等多个领域。不少市场主

体来此创新创业，数字化转型红利正在

贵州迸发出高质量发展的活力。

“零碳”办公楼用电自给自足

“超级算力”产业赋绿

逐绿“黔”行的精彩蝶变
—贵州省通过培育绿色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观察

■本报记者 于心月

今年 1 月，铜仁市江口县一家中药

企业负责人在办理贷款业务时发现，

依靠累计的“梵净生态积分”，企业贷

款利息节省了 10 余万元。

这家创新型企业，集中药材育苗、

种 植 、产 品 研 发 、销 售 于 一 体 。 多 年

来，企业践行生态环保理念，不断完善

全产业链绿色环保模式，倡导员工绿

色生活方式。再加上企业名下的林木

等生态资产，在满分 500 分中，该企业

获得 453 分的优异成绩。

江口县位于梵净山脚下，随处可

见青山旖旎，溪流纵横。坐拥绿水青

山，如何实现含“绿”量向含“金”量的

转化？2022 年起，江口县推出特殊的

“生态账本”——“梵净生态账户”。针

对农户、企业、个体工商户等 5 类市场

主体，当地从生态资产、生态经营、生

态生活、生态公益等多个维度，将生产

生活行为换算成生态积分。依据积分

额度，对企业或个人开展评级授信、利

率定价。

江口县绿色金融发展中心负责人

张小芳直言：“‘梵净生态账户’不仅让

大家对生态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有了新

认识，更重要的是，它已基本实现生态

产品的价值转换。”

科 学 建 立 生 态 产 品 价 值 实 现 机

制，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的重要路径。2021 年，在生态文明

贵阳国际论坛上，贵州正式发布生态

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

GDP 之外，GEP 成为贵州省高质量发

展考核体系的又一指标。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绿色

金融日渐成为重要抓手。绿色金融的

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三大

功能，应用于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可

持续利用等领域，不仅可以促进生态

产 品 市 场 与 传 统 金 融 市 场 的 互 联 互

通，还能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

4 月中旬，贵州省首批省级林业碳

票 在 贵 州 生 态 产 品 交 易 中 心 完 成 交

易。开阳县、凤冈县等 10地获得首批省

级林业碳票，1.3 万余亩森林的固碳释

氧功能作为资产正式展开自由交易。

数 据 显 示 ，贵 州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63%，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超 15 亿吨，

林业碳汇这一生态产品在贵州具有独

特变现优势。去年 7 月，当地正式挂牌

成立生态产品交易中心，首期业务便以

林业碳汇（碳票）资源开发和交易作为

切入点。上亿亩森林资源变身“绿色银

行”，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双赢。

贵州生态产品交易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未来，中心业务还将扩展至更

多生态产品，将碎片化、闲置的生态资

源进行收储整合、生态改造、增量升级，

通过资本赋能和市场化运作推动生态

资源变现，进一步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路径，努力跑出绿色发展加速度。”

本版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林业碳汇流入市场交易

“生态账本”金融向绿

在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一家电

梯生产企业，技术人员通过数字平

台实时查看生产状态。

贵州省丹寨县依托生态优势大

力发展山区生态茶种植，走出一条

以茶兴业、以茶惠农的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之路。

5 月 15 日 是 第 12 个“ 全 国 低 碳

日”。各地各部门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

宣传绿色低碳理念，倡导绿色低碳行动。

福建——

“低碳嘉年华”开启趣味体验

碧海蓝天，绿树成荫。阳光照耀下

的福建省厦门市下潭尾红树林公园，美

得像一幅画。

5 月 13 日，不少厦门市民、环保志愿

者来到下潭尾湿地公园游玩打卡，参与

一场“低碳嘉年华”。活动现场，丰富多

彩的科普宣传以及知识互动问答，吸引

众多群众驻足。为了增加活动的趣味性

和吸引力，现场还设置低碳慢骑、红树连

连看、低碳“动感单车”等趣味环节。

脚 踩 踏 板 ，眼 盯 着 屏 幕 跳 动 的 数

字……作为健身达人，市民李兵体验了

一次低碳“动感单车”。运动结束后，系

统自动计算运动时长和碳减排量。“从游

戏中直观的数字，可以看到绿色出行方

式产生的环保贡献。”李兵说，“这样的活

动参与感强，很有意义。”

山西——

古诗词朗诵关注气候变化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 时 时 出 向 城 西 曲 ，晋 祠 流 水 如

碧玉。”

5 月 13 日至 19 日，山西各地中小学

生志愿者在鹳雀楼、晋祠、应县木塔等

山西省知名文化遗产代表地，举办诗词

朗诵、宣言朗诵、气候变化知识科普等

活动。

活动现场，学生们朗诵与文化遗产

相关的经典诗词，专家们向游客及学生

们讲述气候变化对日常生活及文化遗产

传承的影响。他们希望借助本次传播活

动，培养更多的低碳传播使者，让更多人

关注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参与到文化遗

产保护中来。

河北——

线上线下发起低碳倡议

5 月 15 日，河北省生态环境厅结合

全省绿色低碳工作进展，组织一系列“全

国低碳日”主题宣传活动进机关、进校

园、进社区，提升市民低碳意识，鼓励市

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

当天，河北省生态环境厅组织环保

志愿组织，走进河北科技大学，开展低碳

日宣传主场活动。通过布设展牌、发放

宣传手册及低碳小礼品等形式，向师生

普及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双碳”目标相关

知识。

同时，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向市民发

起线上线下低碳倡议，通过公益短信号

召大家共同关注气候变化，践行简约适

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综合各媒体报道）

携手铺展美丽中国新画卷
—从多地开展“全国低碳日”活动看践行绿色健康生活方式

重庆市万州区积极开展长江生态保护与修复治理，打造绿色生态长廊。在筑牢三峡库区生态屏障的同时，建设滨水

绿化带和亲水休闲带，取得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