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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召开的 2024 年高校院所
走进镇江产学研合作大会，透过项目
路演、成果发布、洽谈对接等方式，力
促产学研成果在镇转移转化，传递共
塑产业新动能、共培新质生产力的强
烈心声。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梳
理大会现场签约的 16个产学研合作
项目，“含绿量”与“含新量”等量齐观。

“新能源车用柔性智能车载光源的研
发及产业化”“高性能动力电池涂碳铝
箔关键技术研发”“长江黄金水道航运
污染综合控制技术及系统研发”……
一个个绿色元素饱满的科技项目活力
迸发，一批批从实验室对接生产线的
低碳技术落地有声，推动科技创新与
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作为专业从事研究开发并生产各
种电池机械自动化生产线等非标设备
的公司，近年来，琦瑞科技（江苏）有限
公司在科技部门牵线搭桥下，与高校
院所开展紧密的产学研合作，推动创
新发展驶入快车道。此次，琦瑞科技携
手江苏大学，共同开展产学研合作。项
目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校企对接，彻
底解决高速生产下原电池精度和质量

难以控制的矛盾，加快实现国内首创、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高可
靠、高精度制造原电池智能成套装备
及产业化，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节能降碳作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保障，是实施“876”创新引领工
程，服务支持各产业链更新迭代、提质
增效的必然选择。作为大会活动之一，
南京工业大学专场产学研对接会聚焦

“节能降碳”前沿领域，搭建校地校企
交流合作平台。索普集团、鼎胜新材、
孚能科技等镇江企业与南京工业大学
专家团队展开交流，现场促成对接合
作 8项，为后期研究成果转化应用奠
定良好基础。“我们带来的项目主要涉
及锌离子电池、电解水制氢、相变储能
等方面。”南京工业大学能源科学与工

程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朱玉松表
示，校方专家团队希望与镇江企业就
余热利用、电解水制氢、新能源开发等
项目深化合作，将高校研究成果带到
企业并转化成生产力，提高镇江在新
能源领域的竞争力。

同样作为今年产学研合作大会子
活动，“创业江苏”科技创业大赛智能
制造专项赛决赛开赛，来自省内智能
制造领域的优秀创业者同台角逐、激
烈比拼。一批兼具智能化和绿色化的
项目，既关乎智能制造系统的创新突
破，也涉及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前沿探
索，覆盖领域广、绿色底色鲜明。“作为
全球首家实现薄膜沉积系统可视化的
企业，我们自主研发的‘多功能高温热
台 ’升 降 温 速 度 可 以 达 到 每 分 钟

100℃，大大提高了实验效率，解决了
传统设备盲烧和低效的痛点。”苏州基
元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团队负责人许向
鹏介绍。最终，该公司凭借“二维半导
体材料可视化薄膜外延沉积系统”获
得大赛二等奖。一批绿色新技术、新产
品各展所长，创新资源加速集聚镇江，
有力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

创新热浪奔流劲涌，绿色科技新
风扑面。市科技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
抓牢科技创新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核心要素，我市将紧扣绿色低碳主攻
方向，推动产学研合作协同攻关，突破
绿色核心关键技术，全力打造在特色
领域有竞争力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地、科技创新策源地、产业发展新
高地。

创新热浪奔流劲涌 绿色科技新风扑面

产学研合作，携手创新厚植“含绿量”

中国石化首座长江干线
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投用

近日，中国石化首座长江干线水
上绿色综合服务区——燃料油公司江
阴 水 上 绿 色 综 合 服 务 区 正 式 投 入
使用。

江阴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由原靖
江水上站全面升级改造而成，以打造
长江水上能源驿站、环保驿站、生活驿
站、红色驿站为目标，围绕“高配置打
造服务功能、高标准改造外观形象、高
品质配套营销活动”高标准推进。结合
海事要求，服务区重点增加完善了污
染物接收、船员生活补给、健康淡水供
应等多项功能，并个性化定制健身房、
阅读室等功能区域，为船员提供更有
温度的配套服务。

服务区投用后，江阴水上绿色综合
服务区预计每年能够接收生活污水超
4000吨、生活垃圾超40吨，为来往船舶
提供绿色环保服务超8000次，为长江大
保护践行央企责任与担当。

国务院：
推广绿色建材、清洁取暖
和分布式光伏应用

日前，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深入
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
行动计划》的通知。

文件指出，推进绿色智慧城市建
设。推广绿色建材、清洁取暖和分布式
光伏应用。加快居住区充电设施建设，
推动公共停车场、具备条件的加油
（气）站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配建快
充、换电和加氢设施，开展公共领域车
辆全面电动化试点。

文件明确，引导工业基础良好地
区深入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专项
行动，培育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
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引导资源能源富集地区促进
能源化工、大数据等产业集群高端化
绿色化发展。

江苏南通：
开展“海上风电+储能”
“光伏+储能”项目试点

8月9日，南通市人民政府印发关
于加快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实施意见的
通知。

通知指出，依托现有储能产业基
础，开展“海上风电+储能”“光伏+储能”
项目试点。拓展电化学储能路线，支持
重点企业布局研发固态电池、钠离子电
池、液流电池等新技术、新产品。布局机
械储能、氢储能等储能领域前沿技术，
招引培育一批重点企业，探索建设一批
示范应用项目。 （整理 陶立波）

本报记者 朱婕

交通运输绿色低碳发展是服务推动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市正以数智赋能，积
极推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专项行动，覆盖交通运输结
构优化、绿色出行、资源集约、装备升级的绿色低碳交
通运输体系呼之欲出。

根据《镇江市碳达峰实施方案》，到2025年，我市
集装箱多式联运量年均增长率超过10%，城市绿色出
行比例超过70%。

近年来，我市持续调整优化运输结构，加快新能源
清洁能源装备替代，交通运输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取得了
积极成效，尤其是立足港口资源优势，打造绿色港口方
面，成效明显。今年初，镇江绿色港口亮相央视《新闻联
播》，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栏目之《万里长江新气象
高质量发展绘宏图》中，镇江港口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
进绿色港口提档升级的做法成效获报道。

在此基础上，《镇江市碳达峰实施方案》明确提出
实施交通运输绿色低碳专项行动，我市将持续推动交
通运输低碳发展，加快构建高效联运体系，促进货物
运输“公转铁”“公转水”，提高铁路、水路在大宗货物
运输和中长距离运输中的比重，同时积极构建便捷高
效的多式联运体系，研究完善江河联运体系，提升内
河集装箱运输能力。目标是，到2025年，沿江主要港口
利用铁路、水路、封闭式皮带廊道、新能源汽车集疏港
大宗货物比例总体超过95%，内河集装箱运输实现零
突破。

不仅如此，我市还在积极拓展低空经济场景，并
于7月初解锁了“低空物流”新模式，镇江油桃2小时就

“飞”到了浙江建德。作为省内首条跨省低空物流航
线，镇江至建德助农低空物流航线首飞，标志着我市
低空物流应用场景实质性落地。

全力抢拓新领域新赛道，助力低空经济加速起飞。
市发改委副主任石子刚介绍，“发改部门接下来将立足
我市江河交汇资源优势，坚持市场化原则，联动相关企

业积极拓展长江、运河流域过往船舶低空物资配送应用场景，加强市场培
育，做好试点示范，打造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镇江样板。”

与此同时，随着绿色低碳装备和设施的应用，交通运输绿色转型不断提
速。今年6月，在位于扬中的江苏润华物流有限公司码头，一套2000千伏安的
岸电系统成功投运。该码头由此成为我市最大的岸电码头。经初步测算，这
一项目年替代船用柴油使用量将达到1158.3吨，折合年替代标油量
1181.35017吨，预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3608吨，二氧化硫排放量4.6332吨。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岸电桩由国网岸电云网平台统一管理。除了
船舶用电，平台还为船员提供了统一结算、移动支付等便捷服务。扬中市
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将持续对接港口岸电服务，加大电能替代
推广和跟踪服务力度，“通过‘以电代气、以电代油、以电代煤’等多种形
式，提升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

《镇江市碳达峰实施方案》提出，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专项行动中，我
市将持续推进公共领域电动化，以及清洁能源在内河运输船舶中的应用，
港口岸电设施和船舶受电设施安装、升级改造，港口非危码头岸电泊位覆
盖率100%。

持续优化绿色出行体系是此次专项行动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根据行
动计划，在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优化公共交通线路和站点布局的同时，我
市将提升交通需求管理，建设城市智慧交通网，科学调控高峰时段出行需
求，强化城市交通堵点分级治理，减少城市拥堵。不久前，以“数字交通·助
力壮大现代交通运输产业”为主题的江苏省第八届数字交通论坛在我市
开幕，数百位专家学者带来的数字交通发展新模式、新场景、新成果，为我
市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新思路。

值得关注的是，专项行动还提出了“慢行交通”和“共享交通”，引导公
众绿色低碳出行。到2025年，城市绿色出行比例超过70%，市区公共交通
出行分担率达26%，保持城区公交站点500米覆盖率100%，当年新增新能
源、清洁能源动力城市公交车比例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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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单杉 本报通讯员 李媛

2024年8月15日是第二个全国生
态日，今年的主题为：加快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近日，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
到这样一串数字，2013年至2023年，
镇江PM2.5年均浓度改善48.6%，优良
天数比率提高15.9个百分点。10年
间，全市PM2.5年均浓度下降近一半。
数字背后，体现着镇江全市迎“蓝”而
上的坚定决心，也展现了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所取得的成绩。

天空何以如此湛蓝？在镇江，政
企合力给出答案。

江苏鹤林水泥有限公司通过一
系列“组合拳”，累计投入数亿元用于
环保升级改造，一改水泥行业传统面
貌，走出了一条可持续绿色发展的道
路。企业通过源头管控加末端治理，
实现生产线的深度减排。

江苏华电句容发电有限公司通
过优化煤炭采购结构、持续加大环保
投入、开展机组启动阶段超标管控等
一系列措施，实现大气污染物减排。

在国能江苏谏壁发电有限公司
的万吨码头，国内首台基于荷电多相
流技术的抑制尘卸船机格外醒目。设
备成功投运后，卸船机码头主要扬尘
排放指标下降了90%，抑尘效果已达

行业领先水平。
市生态环境局大气处负责人告

诉记者，截至8月上旬，年度534项治
气工程已完成72.7%，国三及以下柴油
货车已淘汰1850辆，持续推进砖瓦、铸
造等重点行业专项整治，实施排放大户
友好协商减排，全市重点企业烟尘、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下降
12.3%、11.5%、4.3%。开展守护蓝天专
项执法行动，开展国控站点污染源解
析，解决涉气污染问题163个。

帮助企业解决环保难题，实现企业
生产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政府部门的服
务，让企业绿色发展脚步更加坚定。

“天气这么热，你们还来现场指
导，真的太感谢了。”连日来，镇江气
象台发布高温预警信号，高温天气持
续“霸屏”。高温下，环保“铁军”奔赴
一线，为企业送去减排“法宝”，让企
业生产更安心。

日前，在我市一热电企业厂区，
市生态环境工作人员佩戴好执法记
录仪和安全帽，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珠，直奔企业的物料仓。在仔细检查
后，工作人员建议道，在装卸物料的
过程中要加强洒水降尘。

随后，工作人员对企业废气在线
设施进行仔细核查，确认在线管线的
走向，并针对伴热管可能存在加热温
度不足的情况，耐心提供科学合理的

整改建议。
今年以来，我市生态环境综合行

政执法系统坚持利剑出击，守护蓝天
碧水，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企业行业，
持续开展铸造、砖瓦、生物质锅炉、喷
涂、“油替水”、涉VOC储罐等专项执
法行动，运用非现场执法方式，利用
在线监控、走航、雷达扫描和无人机
巡查等精准锁定问题线索，精准打击
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空气质量改善，市民是第一
受益人。“镇江蓝”“水晶天”频现，“蓝
天白云”刷屏朋友圈，无不体现市民
对“蓝天保卫战”成果的满意。

家住美的城的朱小姐告诉记者，
楼下小吃店很多，方便生活的同时也带
来油烟困扰。“经过政府部门合力整治
后，油烟问题得到了有效改善。”她告诉
记者，油烟问题得到解决后，家里的孩
子老人饭后出门散步都变勤了。

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表示，市
生态环境部门将坚持以推动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为核心任务，奋力实现全
年PM2.5浓度不高于35微克/立方米、
优良天数比率达76.9%左右的目标，
让镇江的天更蓝。

华电基层服务队
走访数智低碳院

本报讯（蒋知非）以镇江籍华电在校生
为主的华北电力大学基层服务队，8月13日
走进江苏省海洋资源开发研究院数智低碳
院，开展暑期调研和对接交流，了解现代电
力系统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感受家乡创
新引领产业强市的蓬勃态势。

在数智低碳院，华电基层服务队一行先
后参观研究院展厅、研发实验室及技术创新
中心，体验智能电网、高效能源管理及自动
化控制技术的最新成果。并向技术人员详
细了解岛屿微电网系统、水下观测网供电系
统、智能电表及数据采集系统、绿色能源解
决方案等技术的工作原理和应用实例，观摩
学习如何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
电力系统的精准监控与智能优化。调研过
程中，双方还就电力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及
项目合作进行对接交流。

据了解，江苏省海洋资源开发研究院数
智低碳院位于镇江市润州区五里产业楼，由
省海洋资源开发研究院、润州区政府、江苏
火石科技有限公司三方联合共建。该院集
产学研资源的开发、整合、利用为一体，是重
点围绕数智低碳、智慧电力、新能源等产业
打造的科技创新载体。

PM2.5年均浓度十年改善48.6%

迎“蓝”而上，镇江的天空愈发澄净

北固湾晚霞，水天一色，宁静悠远。 单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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