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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 8月 19 日电（记者

柴海亮 王学涛 张栩）走近阳泉，公路

两侧山上出现成排的风力发电机，像

巨大的灯塔。空气清新，天空湛蓝，与

煤炭城市的刻板印象形成鲜明对比。

阳泉采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

宋时期。清末，随着一条铁路的修

通，境内开始大规模开采煤炭。

山西煤炭资源丰富，是中国主要

的煤炭产区和能源基地，支持了中国

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不过随着

资源减少和环保节能的需要，曾经闪

亮的乌金色正在逐渐褪去。

娘子关发电厂是 20 世纪 60 年代

依煤而建的工厂，如今已关闭多年。

兴盛时，厂里有 5000 多名工人和家

属，现在仅留守 50余人管护资产以及

为退休人员服务。

这座发电厂是当时全省最大的

电厂之一，安装了山西第一台 10万千

瓦高温高压凝汽式汽轮发电机。那

段时间，人们的梦想是进厂当工人。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煤炭生产

国。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3 年，中

国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

重为 55.3％，比 2022年下降 0.7个百分

点；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

发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的比重为

26.4％，上升 0.4个百分点。

2019 年，山西省正式获批牵头开

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煤炭巨

头们加快走上绿色转型路。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曾是中国重要煤炭企业之一，它已在

2020 年更名为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不仅从事煤炭生产，还进

军到钠离子电池、光伏、高端碳纤维、

生物降解等新能源新材料领域。

在山西华储光电有限公司新建

的光伏产品制造车间，工人们正忙着

操作机器生产。曾在阳煤三矿当过

10年采煤队长的车琳智，因三矿资源

枯竭关闭，选择来到山西华储光电有

限公司参加新厂的就业考试。

“考试内容包括光伏组件的基本理

论和生产程序。”车琳智说，“这些对我

来说是全新的，自己提前做了功课，虽

然没拿高分，但现在已熟悉这个行业。”

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

清洁能源生产国。中国的水电、风

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稳

居世界第一。由于中国对清洁能源

的大规模投资，从 2010 年到 2021 年，

全球太阳能光伏装机成本下降约

82％，陆上和海上风电装机成本分别

下降约 35％和 41％。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健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机制”“加快

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完善适应

气候变化工作体系”“建立能耗双控

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

近日，中国印发《关于加快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对

加快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推动传

统产业绿色低碳改造升级等作出系

统部署。

《三体》的作者刘慈欣出生在阳

泉一个煤矿职工家庭，在娘子关发电

厂当了 20 多年的工程师。在他写的

一个有关煤矿的科幻小说中，虚构人

物刘欣的父亲患了尘肺病，去世前要

求儿子再也不要下矿井。

刘欣大学毕业后，决定利用先进

科学技术，让挖煤不再是一件危险的

事情，甚至让人们可以在蓝天下挖

煤。他引入了煤炭气化技术。

据了解，由于科学家们的努力，

包括借鉴航天领域喷射器的设计，煤

炭地下气化技术已取得明显进步。

“现在是中国人把科幻小说变成

现实的时候了。”王可琛说。车间里

一张关于钠电池技术进化示意图上，

提到了儒勒·凡尔纳。他在《海底两

万里》中首先提出用大海里丰富的钠

来生产一种新的强大的电力装置。

目前华阳集团生产的钠离子电池已

应用到动力型车辆、煤矿应急电源、

工商业储能等多个领域。

▲7 月 31 日，工人在山西华储光

电有限公司新建的光伏产品制造车

间忙碌。 新华社记者 王学涛 摄

“不向农田抢地，不与草虫为敌，

不惧山高林密，不负山青水绿。”提起

六年前发出的中药生态农业宣言，中

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郭兰

萍言语中充满了激动。

在日前于浙江省德清县举行的第

三届中药生态农业大会上，郭兰萍将

带领团队研发推广中药材生态种植

技术的经历娓娓道来。得益于这一

技术体系，许多农民用很少的化肥、

农药种出了优质中药材，实现了增产

增收。

依靠“中药生态农业创新团队”和

“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等国家

级平台，郭兰萍团队通过建立核心示

范基地、开展模式集成、召开示范现

场会和技术培训等方式，已在 20多个

省份示范推广生态种植中药材 200余
万亩，带动生态种植 1500 万亩以上，

线上线下培训超过 1800 万人次；“中

药材生态种植理论和技术体系的构

建及示范应用”获得 2023年度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为了满足

日益增长的临床需求，人工种植养殖

中药材逐渐兴起。一些农户大量施

用化肥与农药获得高产，却导致耕地

质量恶化，造成中药材发病率增加、品

质下降等问题；中药材和土壤农药残

留及重金属积累更威胁着用药安全。

如何才能不让中医亡于中药？

“大多数药用植物主要生境在林

缘林下、路旁、山坡地、荒地、沙地。”

郭兰萍发现，自然状态下的药用植物

很少发病，林中生物及其土壤微生物

共同形成复杂完整的生态圈，这说明

对特定生境的长期适应是道地药材

品质形成的重要保障。

苍术与玉米间套作，种植密度没

变，土壤肥力却能提高 20％；瓜蒌－

黄豆立体生态种植，可让瓜蒌年产量

每亩增加 150公斤，还能收获黄豆 100
公斤，经济效益提高约 30％……

实践表明，不占农田的“边缘地

带”产量并不低，“逆境”中生长的中

药材品质反而更好，生态系统呈现稳

态，土壤质量也形成了正向循环——

中药生态农业有着化学农业模式无可

比拟的优势，而这些也正是“宣言”所

揭示的中药材生态种植的核心要义。

不仅如此，大力发展林草中药材

生态种植、一地多用，有效防止了耕

地“非粮化”和“林草退化”，这也与我

国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

的政策要求不谋而合。

“中药生态农业改变了中药农业

以往药进粮退、药进林退的不可持续

发展策略，既满足了中药材对特定生

长环境的要求，增加了药农收入，也

为中药材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可

持续利用提供科学有效的解决方

法。”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

院院士黄璐琦说。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新华社拉萨 8月 18日电（记

者 李华 魏冠宇）第二次青藏高原

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成果发布会 18
日在西藏召开。来自中国科学院青

藏高原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

院、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单位的科

研专家相聚拉萨，集中发布本次科

考十大任务七年来的重要成果。

科考发现，作为亚洲水塔的青

藏高原正在变暖、变湿、变绿。过

去 15 年，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呈现

整体趋好态势，其中优良等级草地

和森林面积比例分别提高了 6％和

12％；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防风

固沙服务功能分别提升了 1％、

2％和 70％，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逐

渐提升。同时，青藏高原每年碳盈

余超过 6500万吨，也为全国实现碳

中和作出了贡献。

青藏高原逐渐变绿的同时，因

气候暖湿化导致亚洲水塔失衡，也

带来一些隐忧。科考发现，亚洲水

塔预计在本世纪将进入超暖湿阶

段，在本世纪末部分地区冰川物质

损失将超过一半，湖泊水体上涨超

过 10 米，亚洲水塔整体供水能力

增强，需要实施更有效的水资源可

持续管理措施。

据介绍，七年来，科考人员已

发现超过 3000个新物种，重新发现

了一批被认为已经灭绝或多年未

见的物种。科考还提出青藏高原

最早的人类活动可能出现在 19 万
年前，为人类活动适应青藏高原提

供了新证据。

自 2017 年第二次青藏科考启

动以来，围绕亚洲水塔变化与影响

等课题，持续开展覆盖青藏高原的

全域科考，将对推动青藏高原可持

续发展、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全球生态环境保护产生重要

影响。

8 月 18 日，嘉宾宣布“守护水塔：‘一原两

湖三江’重大标志性科考活动”启动。

新华社记者 姜帆 摄

>>> 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