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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探索打造“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综述

长三角腹地的安徽宿州，采煤沉陷区

的水面上，一排排蓝色光伏板吮吸着阳光

在微波中漂浮，鱼儿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

安徽合肥十五里河的水岸边，水草丰

茂，百鸟翔集，一汪清水入巢湖……一幅

幅“绿色发展、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徐徐

铺展。

从采矿区的“变废为宝”到流域的“人

水和谐”，这是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节能”）深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为安徽提

供的“生态环境治理+”综合解决方案的绿

色样本。

近年来，中国节能通过全产业链和菜

单式定制服务，突出治理重点，并采用灵

活的业务模式和商业模式，在治理的基础

上推进相关产业发展，探索以“绿色发展、

生态优先”为导向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与

产业经济发展共同实现的一体化治理路

径，充分融入地方区域发展经济圈和生态

文明建设圈。

治河清源 促进人水和谐

治湖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

源。

十五里河发源于大蜀山东南麓，全长

27.2 千米，河道弯曲，除了具有防洪、蓄

水、生态等功能外，还保持自然特征以满

足亲水要求。同时，作为一条穿城而过、

流入巢湖的重要河流，十五里河水质与巢

湖水环境密切相关。

巢湖作为五大淡水湖之一，2021 年

成功入选中国首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和修复十大工程。中国节能所属

中节能国祯十五里河流域治理一期项目

是本工程重点子项目之一，内容涵盖城

市点源、面源、内源污染治理以及生态补

水、生态修复和综合监测工程等，投资近

15亿元。

项目除了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外，还将污水处理厂尾水作为河

流生态的补水，提升至十五里河上游，有

效改善河道水质、恢复河道生态功能、提

升生态系统多样性，补水规模达到10万立

方米/天。

中国节能加强流域内污染物产生、疏

移及排放全过程控制，采用源头减量、过

程拦截、末端治理相结合方式，每年调蓄

初期雨水总量约1500万立方米，削减氨氮

污染物约 200 吨。此外，在沿河种植水生

植物，打造水清岸绿的城市生态网，为市

民营造了“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

谐”的休憩空间。

十五里河流域打造出的景观生态廊

道和人居环境治理样板工程，助力合肥市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实现巢湖生态

良性循环、鱼水和谐及生态文明建设奠定

了基础。同时，中国节能还提供了一套针

对城市河流具有典型特色的清洁流域综

合治理方案，为流域一体化治理提供可借

鉴、可复制的示范模式。

变废为宝 助力生态修复

中国节能将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方面

多年积淀的探索与创新，不仅应用到十五

里河，更是从点、线到面，推广到区域生态

环境系统性修复，所及之处，一块块“废

地”变成“绿地”和“宝地”。

安徽省宿州市有着数十年煤炭开采

史，曾是重要的能源基地，但是也付出了

沉重的生态代价，形成了十万余亩的采

煤沉陷区。一些采煤沉陷区被废弃后，

由于长期缺乏管理，垃圾遍布，杂草丛

生，这座老工业城市面临着发展和治理

的新问题。

为了做好生态系统的修复，中国节能

所属太阳能公司因地制宜，综合利用宿州

市埇桥区朱仙庄镇采煤沉陷区形成的水

面，创新打造了水面光伏电站，项目整体

装机 7万千瓦，每年生产清洁电力约 7500
万千瓦时。

利用水上浮台将光伏组件漂浮在水

面上进行发电，让“废水”再生成为全新的

电站载体。不只是发电量的增加，漂浮式

光伏电站还是一座水上“生态净化器”，利

用漂浮系统技术，降低水面蒸发量、抑制

水中微生物的成长，净化改善水质。

漂浮式光伏电站在不改变地形地貌、

不影响水面生态的基础上，对水体环境治

理进行了有益探索，对于推进采矿沉降区

综合治理、促进传统能源煤炭转型升级，

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为区域生态安全和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郴州市苏仙区西河流域，曾经的采矿

选矿企业多达 250 余家，众多企业生产不

规范，技术落后，导致周边土壤中铅、锌、

镉、砷等指标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标情况。

流域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水土

流失、水质恶化、土壤污染等问题。河道

两岸堆满了尾矿砂，河水污浊，鱼虾绝迹，

寸草难生。

为了以最快速度、最大力度修复当

地生态，中国节能所属中节能铁汉生态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节能铁

汉”）打造了尾矿治理工程，通过多项工

程手段，切断污染源，建立生态软质护

岸，使水、陆系统相互沟通，形成湿地生

态系统，打造水生植物—微生物系统、

陆生—潮生—水生生态群落，营造具有

自我调节、能力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

传递功能的生态环境。

西河流域进行底泥清理后，再对河堤

和施工场地进行生态修复，因地制宜修建

了西河湿地公园，同时建设了一系列生态

修复及周边配套设施，打造滨水景观，还

西河一片青山绿水。水清了，鸟和鱼儿回

来了，空气新鲜了，西河湿地公园成为市

民休闲娱乐的好场所。

系统治理 打造最优方案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

各省市协同推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的愿望也越来越迫切，按照“系统思维”推

进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日益成为共识。

“单一治理某一种污染，也只是‘按下

葫芦浮起瓢’，必须统筹解决，才能彻底改

变区域生态环境。”中国节能党委书记、董

事长宋鑫总会反复提及和强调，生态环境

治理要在“系统思维”上下大功夫。

赤水河，为中国长江上游支流，因河

流含沙量高、水色赤黄而得名。赤水河流

域生态地位独特，具有重要的生态、历史、

文化价值，保护好赤水河流域对于筑牢长

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大意

义。2021 年 11 月，中国节能所属中节能

铁汉顺利中标赤水河流域七星关区清水

铺镇独山湖、沔鱼河新庄生态系统治理项

目。经过中节能铁汉实施完成污染环境

整治工程、农业面源治理工程、农村湿地

生态园工程、生态修复工程等，助力完成

全区水土流失治理13平方千米，实现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此外，中国节能还完成当地基础设施

亮化提升工程，实现了城镇投资及旅游休

闲价值提升和经济效益增加。系统治理

改善了周边居民生活环境，实现了城镇环

境质量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感提升的社会

效益，未来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赤水河流域

将更加亮眼。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下一步，中国节能将坚持以系统思

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继续发挥生态环

境综合治理优势，与更多地方开展全方

位、深层次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区域生态

环境保护修复和系统化治理，为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绘制万物和谐共生美丽画卷
本报记者 于琳娜 通讯员 常天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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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

加强新能源高效开发利用体系建

设，主要是构建新能源多元化开发利

用新格局，全面提升系统调节支撑能

力，支撑新能源大规模高质量发展。

《蓝皮书》提出，为实现非化石能源消

费占比目标，需要按照规模化、集约

化、基地化方式，大力开发沙漠戈壁荒

漠新能源、主要流域水电、海上风电。

我国新能源基地远离负荷中心，大规

模 新 能 源 安 全 可 靠 外 送 面 临 较 大 挑

战，亟须推动主干电网提质升级、柔性

化发展，从而支撑高比例新能源高效

开发利用。推动分布式新能源就地开

发利用，促进新能源多领域跨界融合

发展，形成新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为

满足分布式新能源消纳利用需求，积

极建设并推广分布式智能电网，提升

分布式新能源可控可调水平。为满足

大规模新能源消纳需求，需充分挖掘

源网荷储各侧消纳潜力，并推动用户

侧多领域清洁能源电能替代，促进新

能源消纳利用。

加强储能规模化布局应用体系建

设，主要是充分发挥新型储能在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中的关键环节作用。《蓝

皮书》提出，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周期

长，应根据电力系统需求、站点资源条

件、省际间和区域内资源优化配置等

因素，合理布局、科学有序开发建设。

新型储能发展布局需充分结合系统需

求及技术经济性，积极拓展应用场景，

在源网荷各侧规模化、科学化发展布

局。充分发挥储电、储热、储气、储冷、

储氢等优势，实现多种类储能在电力

系统中有机结合和优化运行。

加强电力系统智慧化运行体系建

设，重点依托“云大物移智链边”等技

术，建设适应新能源发展的新型智慧

化运行体系。《蓝皮书》提出，为支撑源

网荷储协同控制，需建设适应新能源

发展的新型调度运行体系。为全面提

高电网优化配置资源能力、多元负荷

承载能力及安全供电保障能力，需推

动电网智能升级。打造新型数字基础

设施，实现电力系统生产、经营等核心

业务数字化转型。构建能源电力数字

经济平台，推进数字流与能源电力流

深度融合。

强化三维创新支撑。“三维创新”

指 适 应 新 型 电 力 系 统 的 标 准 规 范 创

新、核心技术与重大装备应用创新、相

关配套政策与体制机制创新。

强化新型电力系统标准与规范创

新，主要通过统筹谋划新型电力系统

标准规范顶层设计，形成多层次协调

统一的标准体系。《蓝皮书》提出，为

统 筹 协 调 推 动 新 型 电 力 系 统 标 准 化

工作，需要完善源网荷储各环节相关

标准，明确各领域和层级标准关系。

为 切 实 保 障 电 力 系 统 安 全 稳 定 运 行

和电力可靠供应，还需加强电力安全

领域标准研究，制定完善电力系统安

全 稳 定 运 行 和 控 制 标 准 。 为 进 一 步

促进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电力资

源优化配置、电力系统灵活调节能力

挖 掘 ，需 推 动 电 力 市 场 相 关 标 准 出

台，助力电力市场机制建设。为充分

发挥电力行业引领作用，需提前谋划

新技术新业态领域标准，助力智慧能

源系统建设。

强化核心技术与重大装备应用创

新，主要从源网荷储各环节挖掘技术

发展潜力，推动支撑新型电力系统构

建的重大技术攻关突破。《蓝皮书》提

出，要在清洁安全高效发电技术装备

领域、先进灵活高效输配电技术装备

领域、规模化、高安全性储能技术装备

领域、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技术领

域，全面推动关键技术研发与装备器

件创新，着力提升系统安全性、可靠

性、经济性、灵活性。

强化相关配套政策与体制机制创

新，主要通过充分发挥体制机制的制

度保障作用，破除传统政策机制的堵

点，加强电力系统全环节、多要素的统

筹协调管理，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

府相结合。《蓝皮书》提出，首先需建立

适应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市场体系，

加强绿证市场、碳市场、电力市场的有

序衔接。需发挥价格政策的关键引导

作用，完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投融

资和财税政策体系。打造自主创新的

技术研发体系，推进新型电力系统与

其他领域“跨界融合”发展，构筑绿色

低碳、竞争有活力的电力工业体系。

完善先进高效的电力行业治理体系，

加强电力规划、建设、运行、交易、价格

等多环节统筹协调。

中国能源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