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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白 雪

节能降碳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抓手，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促进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支撑。“十四五”以来，各地区、各

部门以“双碳”工作为引领，认真落实节约

优先方针，大力推进节能降碳工作，推动全

国2024年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同比分

别降低3.8%、3.4%，“十四五”前4年累计

分别降低11.6%、9.3%，经济社会发展质量

和效益显著提升。

从工业车间到公共建筑，从交通路网

到数据中心，作为碳排放“大户”，重点行业

企业正通过前沿技术应用、全产业链协同

和政策机制创新，实现了从“被动减排”向

“主动创效”的跃升。

工业领域节能减碳是重点

工业领域的节能减碳始终是全国能耗

“双控”的重点。我国工业领域能源消费量

约占全国能源消费量的2/3，碳排放量占全

国碳排放量70%以上，是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的重点领域。要下大气力推动钢铁、有

色、石化、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加快工业领域低碳工艺革新和数字化转

型。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是培育绿色

低碳新动能，形成产业发展新优势的有力

举措。

江苏省盐海化工有限公司以2750万

元投入，围绕清洁生产、低碳转型目标，对

公司部分工艺及设备进行全面升级。通过

工艺优化、资源再生和余能回收技术，项目

实现了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大幅降低，在不

新增用地和产能的情况下，为同行业提供

了可复制的节能改造模式，推动整个烧碱

行业能源利用水平提升。

河南利源集团的技术改造则聚焦于

传统冶金行业的绿色转型。该公司投资

7200万元，将原有2×25000kVA半封闭

硅锰合金矿热炉改造成全封闭炉，并配套

余气回收装置。改造后，硅锰合金单位产

品冶炼电耗降至3791.86kWh/t，综合能

耗839.80kgce/t，达到国家先进值标准，

年回收煤气量1.056亿立方米，折合标准

煤3.24万吨，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

的双赢。

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改造更是为节能

降碳注入新动能。冀东水泥铜川公司打造

的万吨熟料智能化工厂，通过数字模拟设

计和全流程智能化技术，使生产效率提升

20%，运营成本降低15%，年节省标煤超

2000吨，熟料单位综合能耗优于国家一级

标准，每吨熟料碳排放强度降至751公斤，

打破了水泥行业“高能耗、高排放”的固有

标签。合肥南方水泥则依托窑磨智能优化

控制、替代燃料项目等数字化技术，每年节

约标煤4.2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7

万吨，关键工艺参数波动率降低30%，成

为水泥行业绿色转型的标杆。

交通运输行业是能源消耗和温室气

体排放的主要领域之一,也是推动能源

结构转型、化石能源替代的重要力量，近

年来，交通运输行业能源结构转型创新

模式不断涌现。中国石化与宁德时代以

“产业+资本”双轮驱动，携手构建全国换

电生态。今年计划投建超 500 座换电

站，剑指万座目标，统一管理运营换电资

产，为新能源车主打造高效便捷的能源

补给网络。

江苏省苏州市交通率先破题，在苏台

高速七都至桃源段打造国内首个全线综合

性光伏体系。创新利用中分带、声屏障等

路域空间，装机9.328兆瓦。项目独创光

伏组件与交通安全设施融合技术，通过严

苛防眩光测试，并以光伏板替代传统隔音材

料实现降本增效。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

网”模式，年发电830万度，可完全满足高速

日间运营所需，年减排二氧化碳8300吨。

这标志着交通基础设施正从单纯的通行载

体，向集能源生产、减排降碳于一体的复合

功能体跃升。

当交通动脉注入绿色动能时，城市能

耗“大户”的建筑领域也在不断积极探索。

江森自控亚太总部以5.4万平方米体

量，成为中国首座斩获三重绿色认证的建

筑。其区域能源系统、智能数字化解决方

案及节能改造综合应用，树立了低能耗、高

舒适、可持续的行业新标杆，被誉为中国绿

色智慧建筑新地标。

绿色转型深入社会各个方面

绿色转型不仅发生在工厂车间，更深

入社会运行的各个方面。机关、高校等公

共机构率先探索绿色治理新路径。

北京科技大学构建“制度+教育+技改”

三维节能体系：实施电能定额管理，对教学

科研用电全面收费；开展“分小萌”桶前值

守等百场环保活动；建成“智慧食堂”实现

餐饮垃圾减量85%，并通过雨水收集、中水

回用、光伏发电等技术，全方位打造绿色校

园，案例入选国管局“2023～2024年度公

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入围十佳典型案例”。

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机关行政事务管

理中心于2024年8月引入合同能源管理

模式，由专业的第三方能源管理机构协助

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进行能源托管、节能技

术改造和平台建设。建设完成后节能效果

显 著 ，2025 年 1～4 月 份 用 电 量 为

458180.0千瓦时，对比2024年同期用电

量635190.0千瓦时，用电量下降177010.0

千瓦时，同比下降27.87%。

从“被动减排”向“主动创效”跃升

□ 本报评论员 杨 禹

“苏超”是真火。

刚刚，常州主场面对南京，“笔画保卫

战”的现场观众达到 36712 人，刷新了“苏

超”纪录。南京 4 比 0 获胜，暂登“苏超”榜

首，被网友称作捍卫了“南哥”名号。这场

球，照例上了热搜。线上“泼天的流量”和

线下接踵而至的赞助商，正追逐着每一

场“苏超”。

“苏超”的魅力在于对抗。这种强烈的

对抗性在群众体育范畴里是很少见的。

它把“散装江苏”“十三太保”之间的“恩

怨情仇”嵌入到一轮轮的捉对厮杀里，有

趣亦有料。这既符合了现代足球依托城

市文化、社区文化的运动规律，也符合了

互联网时代饱含社交属性的传播规律。

关于“十三太保”，告诉你一个“冷

知识”——

早在 20 多年前，江苏就建立了“南北

挂钩”合作机制。苏南的五个城市与苏北

的五个城市不是“捉对厮杀”，而是“捉对

挂钩”——南京与淮安、无锡与徐州、常

州与盐城、苏州与宿迁、镇江与连云港。

前几年，挂钩机制进行了调整，“2.0版”的

结对者之间从过去的“结对扶持”更多转

向“携手合作”，从“单向帮扶”更多转向

“双向赋能”。

“南北挂钩”货真价实、成效显著，很

大程度上缩小了苏北与苏南的发展差距。

所以，这个“冷知识”只是相对于眼下“苏

超”之热而言。对8500万江苏人来说，“南

北挂钩”下的携手建园区、促合作、谋发

展，一直热火朝天，从来都不“冷”。

“苏超”本身，也是协作的产物。

“文旅体商”围绕“苏超”，形成了跨

行业的生动“链接”。所以江苏省里的会

议强调，“充分发挥城市足球联赛撬动作

用，促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

“十三太保”之间，赛场上是对手，赛

场下是伙伴——大家在交通支持、消费

引导、衍生动作上相互配合、相互支撑。

大家很默契地创造着一个又一个“较劲

梗”“自嘲梗”。在社交媒体时代，“梗”的

逻辑是反差，较劲的底色是友谊，自嘲的

底色是自信。

如果说“南北挂钩”“苏超”等都是依

托城市展开，那么，今天江苏省内的“协

作”还有一条主线，就是打破行政区域概

念，按照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来形成

布局、展开合作。

比如，目前在“苏超”赛场上几战皆

负、排名垫底的常州，在长三角汽车产业

圈里占据着重要位置。把整车厂设在常州

的民营新能源汽车企业理想汽车，它的供

应链体系充满“近地化”特征——从零部

件采购额看，30%在常州，50%在江苏，80%

在长三角；它的一级供应商，有32家在常

州，有112家在江苏省内的其他地区。

江苏省提出，鼓励苏南、苏中、苏北地

区围绕全产业链进行分工协作，优势互

补，协同发展。显然，在城市之间“结对”

的基础上，围绕产业链展开的深度融合，

有助于让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优质要素

实现跨区域协同共享。

这正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题中应有之义。

江苏所在的长三角地区是中国区域

协调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6 月初，

2025 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

江苏南京举行。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协

同提升长三角区域创新能力，更好发挥

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江苏省领导在

发言时表示，要在长三角三省一市范围

内，“合力推动市场一体化建设”。

再告诉你一个在当地并不“冷”的“冷

知识”——

在江苏“南北挂钩”“1.0版”里与无锡

结对的徐州，在“2.0版”调整中退出了“南

北挂钩”。现在，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

布的《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

市实施方案》，徐州转而跨省结对安徽省

淮北市，从“被帮扶者”变成了“帮扶者”。

这也正是“南北挂钩”的成果之一吧。

“苏超”还会继续如火如荼地踢下去。

走上赛场，就要“刺刀见红”。而赛场之外

的故事，其实也很打动人。

国内很多地方最近在研究“苏超”，琢

磨着怎么“抄作业”。

在学习借鉴江苏人赛场上的生动“对

抗”时，不妨也结合本地实际，学习借鉴

一下江苏人在赛场外的深度“协作”吧。

“苏超”：魅力是竞赛，底色是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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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达沃斯：
“新”意十足，“绿”意更浓

□ 本报前方记者 程 晖 赵庆国

6月24日，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

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场馆内，全自主无人机

巡检系统、气象卫星模型、人形机器人等充满“未来感”的展

区吸引着参会者驻足。

“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将成为论坛核心议题之一。”世界

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杜塞克说。

24日上午十多场论坛中，很多与新质生产力话题相

关——“AI+时代”“解读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新能源+

治沙”“随时随地充电？”“2025年十大新兴技术”“电池技术

新时代”“AI她力量”“AI助力工厂转型升级”“能源转型现

状如何？”，等等。

杜塞克介绍，许多新技术如今正被应用于工业领域，产

生经济影响。本届论坛不仅聚焦未来出行、生物、太空等前

沿科技领域，也特别关注不同领域新技术的融合。中国在

大数据、AI及区块链等领域取得很大的成就，在中国这片

创新热土上举行国际层面的对话，尤其是围绕技术应用场

景的对话，尤为重要。这有助于帮助决策者判断是否可以

凭借这些技术提高生产力和工业竞争力。

随着AI应用的普及，企业正跨行业、跨区域应用AI，

其应用模式也越来越多元。AI的普及与应用有哪些趋

势？24日8点30分，首场论坛“AI+时代”在国家会展中心

剧场厅举办。

医渡科技董事长兼创始人宫盈盈介绍，医渡科技用了

10年时间，致力于更好地了解来自医疗健康体系的大数

据。“我们希望让大数据的处理更加计算化。如今公司已

获取了大约60亿条医疗记录。这正是人工智能在处理大

规模数据资源时能够发挥优势的地方，它具备相应的技术

能力。”

此外宫盈盈还谈到，医生或医院快速采用人工智能与

缓慢采用人工智能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安全性和速度上。快

速采用人工智能能让患者更愿意使用临床服务。如果医院

里有人懂人工智能，了解人工智能平台，那么就能带领一批

医生，形成自己的人工智能团队为医院工作。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资深专家委员、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原副总裁朱民表示，“AI+”的时代已经到来。“AI+”代

表着面向每一个人可以使用的技术。朱民指出，中国的AI

发展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AI应用的广泛性。二是随着应

用规模不断拓展，其成本也在不断改善。三是中国的AI应

用场景非常丰富。面对海量数据，中国已经推出了一系列数据

要素相关政策，包括明确数据要素计入企业资产负债表等，这些

政策意义重大。

世界银行表示，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生产力增长均显

著放缓。不过，以AI和量子计算为代表的尖端科技与创新成

为生产力发展的关键驱动力。面对全球经济挑战，新质生产力

如何助力生产力的持续增长？

6月23日，以“节能增效，焕‘新’引领”为主题的2025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在山东省青岛市启动。图为与会者在节能降碳展上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6月24~26日，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

斯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图为在场馆内，嘉宾

在“能源转型现状如何？”分论坛现场交流。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各地区各部门大力推进节能降碳工作，重点领域向绿而行，“十四五”
前4年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累计分别降低11.6%和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