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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硕）碳中和
目标下，大力发展二氧化碳捕集利
用与封存（CCUS）技术不仅是未
来我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保障能
源安全的战略选择，而且是构建生
态文明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
段。目前，CCUS技术发展状况如
何？如何确定未来的发展路径？近
日，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发布
《中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CCUS)年度报告(2021)》，建议要
明确面向碳中和目标的CCUS技术
发展路径，全面系统评估中国
2021—2060年 CCUS技术的减排
需求和潜力。

该报告由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
院联合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
究所、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
心，组织国内外CCUS领域的49
名研究人员共同撰写，经过13位
权威专家评审完成报告。

CCUS 是指将 CO2 从工业过
程、能源利用或大气中分离出来，
直接加以利用或注入地层以实现
CO2永久减排的过程。

据报告统计，中国已投运或建
设中的 CCUS 示范项目约为 40
个，捕集能力300万吨/年。我国
在CCUS技术研发、试验示范和商
业化探索方面已开展大量工作，呈
现了技术路径多样、项目种类齐
全、部署发展良好的格局。

报告指出，从实现碳中和目标
的减排需求来看，依照现在的技术
发展预测，2050年和2060年，需
要通过CCUS技术实现的减排量分
别为6～14亿吨和10～18亿吨二
氧化碳。从我国排放源与封存汇匹
配的情况看，CCUS技术可提供的
减排潜力基本可以满足实现碳中和
目标的需求。我国CCUS技术整体
处于工业示范阶段，但现有示范项
目规模较小。

报告显示：CCUS的技术成本
是影响其大规模应用的重要因素，
随着技术的发展，我国CCUS技术
成本未来有较大下降空间。预计到
2030年，我国全流程CCUS （按
250 公里运输计） 技术成本为
310~770元/吨二氧化碳；到2060
年，将逐步降至140~410元/吨。

报告建议：首先要明确面向碳
中和目标的CCUS技术发展路径。
其次，完善CCUS 政策支持与标
准规范体系。推动CCUS商业化步
伐，完善优化法律法规框架，制
定科学合理的建设、运营、监
管、终止等标准体系。同时，规
划布局 CCUS基础设施建设，开
展大规模CCUS示范与产业化集群
建设，推动CCUS技术与不同碳排
放领域和行业的耦合集成，加快突
破大规模 CCUS全流程示范的相
关技术瓶颈。

中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年度报告发布——

实现碳中和需碳封存10～18亿吨

市面上的饮用水、矿泉水琳琅满目，如
何选择？在日前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召开
的科技成果评价会上，北京保护健康协会
健康饮用水专业委员会会长赵飞虹介绍了
她选择好水的三个标准：“看水源地、查标
准、喝口感。”

赵飞虹进一步解释说，“首先要看产品
水源地是否是环境友好之地；其次要看产
品所执行的标准；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就
是产品口感是否是自己习惯和喜欢的。”

“民以食为天，食以饮为先，人体大约
75%都是由水组成，人体的水分18天更换
一次，所以喝好水对身体健康至关重要。”

北京布灵美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邵元表
示。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天的评价会上，由北
京布灵美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水的小分
子团簇制备技术”项目通过了科技成果评价，
专家们认为该项目在同类小分子团簇形成技
术方面达到国内领先。

“因小分子团簇具有高活性、稳定等特
质，使水中的矿物质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口感
更好，更有益于健康。这种水煮的咖啡更香
甜、煮的米饭也更好吃。同时，小分子水也能
迅速渗透皮肤深层，可以作为护肤水使用。”
王邵元说。 （张欣鑫）

科技助力喝好水

甘肃甘谷甘肃甘谷：：花椒采摘忙花椒采摘忙

大禹治水，是远古时期的大禹成功
治水为百姓谋福的民间故事。2014年
开始，浙江省用特做的“大禹鼎”奖励
那些在治水中成绩突出的县市。

在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关于大禹
治理浦阳江的传说在民间代代相传。当
地还有很多大禹庙、大禹殿，成为民众
祭祀崇拜大禹的场所和民间信仰。

2013年，浦江县在浙江省率先打
响治水攻坚战的第一枪，拉开了“绝不
把污泥浊水带入全面小康”的铁腕治水
序幕。到2021年，浦江县连续七年获
得“大禹鼎”。

一座座“大禹鼎”不仅见证了浦江
铁腕治水、长效管理的艰难困苦和成
效，更见证了浦江由治水、用水，到转
化为“金山银山”，走向“共同富裕”
样本的过程——

母亲河一度变“牛奶河”

浦南街道的石埠头村，原是浦阳江
上游的码头村，有“浦阳江第一埠”之
称。一度来往杭州、浦江的商船在这里
集散，各种物资在这里交易，非常繁
华。但因近代水路交通衰落，石埠头村
也陷入沉寂和困顿。

20世纪80年代，浦江水晶产业兴
起后，村民也跟着办起了水晶加工厂。
经济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可周围环境
却遭了殃——

污染源源不断地流进了浦阳江，祖
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母亲河变成了“牛奶
河”；同时，切割、抛光引起的噪音此
起彼伏，邻里间因污水、噪音问题时常

发生纠纷，村居环境急剧恶化……
石埠头村只是当时浦阳江两岸的一

个缩影。数据显示，在 2013 年整治
前，浦江县577条河流中，90%的溪流
被污染，加之农业面源污染、畜禽养殖
污染、生活污水处理水平落后，黑河、
臭河、牛奶河萦绕着曾经诗画般的山
川、田园。

回忆以前的情景，家住浦阳江附近
的李英霞连连叹息。“以前只要在村口
和道路两边、在溪流和有桥的地方，都
有成堆的垃圾，推开门窗就可以闻到垃
圾的臭味。”

如果生活变成“坐在垃圾堆上数
钱，躺在医院里花钱”，这样赚来的钱
又有多大意义呢？痛定思痛，浦江人开
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治水行动”。

铁腕治水打出组合拳

要改变浦江的水环境，必须从整治
水晶产业这一主要污染源开始。

其实，2006年、2011年，浦江已
经两次下决心整治水晶产业，但都因
利益冲突，遭到从业人员的强烈抵
制，县政府机关曾经连续几天被水晶
加工户围困。

“污染河流、毁坏家园，哪怕金碗
也要把它砸了！”2013年5月6日，浦
江召开县乡村三级水环境整治动员大
会，县主要负责人向全县发出动员令：
我们不能再等了，无论多么惨烈，这一
仗必须打！必须打胜！

铁腕之下，1000多名县乡党员干
部组成各种各样的工作组、巡查队、突

击队，对全县无照经营户、违法经营
户、污染物偷排经营户发起一轮又一
轮整治，终于啃下一个个钉子户、硬
骨头。

据统计，整治前两年，浦江共关停
水晶加工户19518家，拆除水晶加工设
备9.5万台；关停印染、造纸、化工等
污染企业300多家，关停低小散养殖场
671家，关停率达55%；同时，执法部
门处理环境违法人员760人。

除了遏制污染源，浦江还通过全县
上下的齐心协作，打出了河道清淤、生
态修复等一系列水环境整治的组合拳。

3年间，浦江投入24.1亿元，实施
46项水利综合治理工程，先后完成城
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翠湖、金狮
湖、通济湖库尾、三江口等湿地公园和
168个小型人工湿地建成投用，全面实
行“河长制”和村级“保洁员制”……

昔日遍地的“牛奶河”、污水塘、
垃圾场消失了，溪河条条变清可游泳，
乡村处处成景引客来……在青山秀水
间，常常可见人们踏青访友，尽享休闲
快乐时光。

探索更广阔天地

环境变好的同时，想要更好地生
活，浦江人开动脑筋，发挥自身优势，
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就像上文提到的石埠头村，水晶厂
被关停后，村书记黄惟善和村班子经过
思考，依托靠近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优
势，决定引进电子商务产业，打造一个
现代化的“新商埠”。

通过一年多的建设，浦江第一个电
子商务专业村——石埠头村“江南网商
园”正式开园。全村 230多户人家 471
间新建排屋全都100兆宽带入户，底层
多为仓储物流用房，二三层为电商的交
易运行、办公洽谈等商务之用，四五层
才为居民自住，每户还设有电梯，满足
电商的需要。

通过村民们的齐心协力，短短几年
间，江南网商园恢复了“江南一埠”的盛
景，全国最美淘宝村、全国信息化产业示
范村、全国文明村等称号纷至沓来……

壶源江畔的上河村，原来也曾经是浦
江水晶加工的发源地之一。对水晶作坊进
行整治后，村两委班子组织党员和村民代
表，到湖州安吉、金华磐安等地的“千万
工程”示范村参观。“没想到，农村也能
这么漂亮，农村也能发展旅游。”这次外
出参观，点醒了上河人。

村民们自筹资金150余万元，完成9
座亭桥建设和沿山游步道铺设，还在壶源
江上建了一座索桥，将山脚的古道与村子
连了起来。现在，这里成了网红村，游客
从每年十几万到现在每天二三万。村里又
相继开设了38家民宿和农家乐，村里的
特产手工“索粉面”供不应求，全年旅游
收入超过1000万元。

破解长效治理的核心密码

之前的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浦江
人并未停滞不前。

在浦江人看来，治水是一场持久战。
自2013年治水战打响以来，浦江换了三
任县委书记、四任县长，但对治水从未松
劲。年年捧回的“大禹鼎”，见证着他们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的
使命担当。

几年间，浦江县委县政府持续实施
“挂图作战”，实施“调引连活”水系连通
工程，以人工渠道将天然河道和水库贯穿
连通；实行“网格化管理”，将景区、道
路、河流、村庄等周边500米范围列为禁
养区；推行“村收集、镇集中、县处理”
的垃圾处理模式，建设一体化终端和人工
湿地；通过水路恢复、池塘清淤、水景美
化、留住“乡愁”。2015年4月，浦江县
被评为浙江省“十个新水乡”之一。

2018年，浦江又推出了《浦江县美
丽 河 湖 建 设 实 施 方 案 （2018- 2022
年）》等规划，通过以“精”为目标，以

“细”为手段，在金华市首创“专业化管
家+物业化保姆”管理模式先河；建立问
题销号制，明确整改期限。

现在的浦江人，正加速从资源水利向
生态水利发展的转变，在解决洪涝灾害、
水污染、水资源匮乏等三大问题的基础
上，重树生命江河、生命山水，努力构建

“水清可游、岸绿可栖、村兴可商、景美
可赏”的水乡风光。

让“大禹鼎”作证
——浙江省浦江县七捧“大禹鼎”的故事

何金海

据统计，今年入汛以来，
截至 7 月 31 日，全国有 2718
座次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
709 亿立方米，减淹城镇 862
个 （次），减淹耕地 1049 万
亩，避免人员转移 572 万人，
没有因为水库出现险情造成人
员伤亡，有效保障了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

进入“七下八上”的防汛
关键期后，我国的华北、东
北、华东等地接连遭遇强降雨
袭击，致使海河、淮河、嫩
江、松花江、太湖等流域内多
条河流超警、超保，甚至发生
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防
汛形势十分严峻。

面对严重的汛情，水利部
立足“预报、预警、预演、预
案”措施，科学精细调度水工
程，打好水库这张“王牌”。

7月17日以来，海河流域
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
局部特大暴雨，河南省新乡市
辉县市黄水乡龙水梯站累计降
雨量达 1159 毫米，海河流域
卫河、共产主义渠、淇河、安
阳河发生超保洪水。在应对本
次洪水过程中，水利部科学精
细调度漳河上游控制性枢纽工
程——岳城水库等水工程，最
大限度发挥防洪减灾效益。

7月28日晚，水利部部长
李国英与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
会紧急视频连线会商，周密部
署海河流域防御台风“烟花”
暴雨洪水工作。面对漳卫河下
游可能洪、涝、潮碰头的不利
情形，综合考虑未来3天降雨
来水预测、岳城水库调洪能
力、下游河道行洪能力等，决
定自 7 月 28 日 23 时起，关闭
岳城水库泄洪闸。

“如果岳城水库不采取控
泄措施，漳河洪水下泄后会与
卫河洪水叠加，增大卫运河行
洪流量。”水利部海河水利委
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和
龙分析，“因此，岳城水库闭
闸错峰，对整个漳卫河系行洪
是有利的。”

自 7 月 17 日至 8 月 1 日，
岳城水库拦蓄洪水 2.8 亿立方
米，这样，漳河上游来水绝大
部分被岳城水库“吃掉”，减

小了下游防洪压力。
7月17日至20日，嫩江中上

游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受其影响，7 月 18 日 8 时，嫩江
尼尔基水库入库流量 4110 立方
米每秒，嫩江发生2021年2号洪
水；同日，位于尼尔基水库下游
的 嫩 江 支 流 诺 敏 河 发 生 特 大
洪水。

作为嫩江干流唯一一座骨干
工程，尼尔基水库对于调蓄嫩江
洪水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
作用。7月18日16时，水利部松
辽水利委员会果断决定采取应急
措施——自 16 时 45 分关闭尼尔
基水库溢洪道闸门和发电机组，
出库流量由 1300 立方米每秒减
小至零，为诺敏河洪水错峰，最
大限度减轻洪水对嫩江干流的
影响。

错峰期间，尼尔基水库持续
27小时零出流，共拦蓄洪水2.84
亿立方米。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
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宁方贵认
为，本次尼尔基水库应急错峰27
小时，降低了嫩江干流同盟以下
江段水位 0.37～0.60 米，避免了
嫩江同盟至富拉尔基江段超警、
大赉江段超保。“在应对诺敏河
洪水中，尼尔基水库体现了流域

‘重器’的‘英雄’本色。”宁方
贵说。

“水库调度，是防汛抗洪的
‘王牌’。打好这张‘王牌’，及
时拦洪削峰错峰，可为下游防汛
争取时间、空间等多层面的主动
权。”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
司长王章立说，“但水库调度，
也要综合考虑水文、气象和水库
本身状况，以及上下游、干支流
等多方面因素，满足防洪、发
电、航运等多方面的需求，是一
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必须把握规
律，科学调度。”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
姚文广表示：“水利部将密切监
视雨情汛情，以‘人员不伤亡、
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
重大基础设施不受冲击’为目
标，在水库落实工作责任、规范
运行管理、加强监测预报预警、
实施科学调度、强化应急管理等
五个方面，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
施，充分发挥水库防洪作用，确
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今年入汛以来，截至7月31日，全国有2718座次大中型水库

共拦蓄洪水709亿立方米

打好水库这张防汛“王牌”
本报记者 王菡娟

本报讯（记者 王菡娟）
《中 国 气 候 变 化 蓝 皮 书
（2021）》（以下简称蓝皮书）8
月4日正式发布。气候系统的
综合观测和多项关键指标表
明：气候系统变暖仍在持续，极
端天气气候事件风险进一步加
剧。

蓝皮书显示，2020年，全
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
（1850～1900年平均值）高出
1.2℃，是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
以来的三个最暖年份之一。
2020年，亚洲陆地表面平均气
温 比 常 年 值（本 报 告 使 用
1981～2010 年气候基准期）
偏高1.06℃，是20世纪初以来
的最暖年份。1901～2020年，
中国地表年平均气温呈显著上
升趋势；近20年是 20世纪初
以来中国的最暖时期。1951~
2020年，中国地表年平均气温
上升速率为 0.26℃/10 年，明
显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
（0.15℃/10年）。

1961～2020 年，中国平
均年降水量呈增加趋势，平均

每 10 年增加 5.1 毫米；20 世纪
80～90年代年降水量以偏多为
主，21世纪最初十年总体偏少，
2012年以来持续偏多。2020年，
中国平均降水量为694.8 毫米，
较常年值偏多 10.3%。1961～
2020年，中国平均年降水日数呈
显著减少趋势，而年累计暴雨站
日数呈增加趋势；2020年，中国
年累计暴雨站日数为1961年以
来第二多。

1961～2020 年，中国极端
强降水事件呈增多趋势，极端低
温事件减少，极端高温事件自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明显增多；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登陆中
国台风的平均强度波动增强。
2020 年，中国气候风险指数为
10.8，是1961年以来第三高值。

蓝皮书显示，2000～2020
年，中国年平均归一化差植被指
数（NDVI）呈显著上升趋势，全
国整体的植被覆盖稳定增加，呈
现变绿趋势；2020年，中国平均
NDVI较 2000～2019 年平均值
上升7.6%，为 2000年以来的最
高值。

《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1）》发布

百年来我国地表气温显著上升

时下，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进入花椒采摘旺季。近年来，甘谷县大力发展花椒产
业，科学规划种植区域，筛选优质高效品种，目前全县花椒种植面积达22万亩，成为当
地群众致富的支柱产业。图为甘谷县六峰镇姜家庄村村民将采摘的花椒装筐。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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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县一景浦江县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