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8 日 8 时 ，笔

者一走进省防汛抗旱

指 挥 部 办 公 室（以 下

简称“省防办”），便感

受到一种高效紧张的

工作氛围。

“今天 8 时鄱阳湖

星子站水位达到 21.13
米 ，超 警 戒 2.13 米 。”

“ 目 前 ，国 家 防 总 、长

江防总对我省维持防

汛三级应急响应。”指

挥 协 调 组 、宣 传 报 道

组、监测调度组、抢险

救援组、专家指导组、

灾 评 救 助 组 、督 查 检

查 组 、综 合 保 障 组 依

次汇报情况。

省防办位于省应

急管理厅 13 楼指挥中

心 ，是 全 省 防 汛 指 挥

工作的“司令部”。当

汛 期 发 生 突 发 事 件

时 ，前 方 在 全 力 救 援

处 置 ，“ 司 令 部 ”也 在

不 间 断 地 收 集 情 况 、

报 送 信 息 、调 度 各 方

力 量 。 连 日 来 ，全 省

各 地 一 条 条 汛 情 、险

情 信 息 在 此“ 集 结 ”，

经 过 研 究 判 断 ，一 道

道 防 汛 指 令 从 这 个

“司令部”发出。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淡水湖，自 6 月 27 日水位

超警戒后水位快速上涨，最高水位达到进入 2000
年以来历史第二高水位，至今一直处于高水位状

态。尽管目前随着主雨带北抬，我省以晴热高温

天气为主，鄱阳湖水位正在缓退，但气象预报 7 月

中旬赣北局地仍有降雨，预计鄱阳湖要到 7 月下

旬才能退出警戒。

省防办指挥协调组副组长崔家佳介绍，目前

需要警惕的是，圩堤在持续高水位浸泡时间下，土

质松软，退水过程中圩堤出现险情的风险不小，加

上持续的晴热高温天气，给一线巡堤查险人员也

带来不小的挑战。

“请继续绷紧思想之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

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懈心态，全力以赴做好防

汛救灾各项工作。”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秘书长，省

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刘闯对大家说。

8 时 33 分，走进省防办值班室，一块占据整面

墙壁的大屏幕吸引了笔者的注意。在值班工作人

员的操作调度下，全省河网水系、实时雨量、卫星

云图、雷达回波、水情、雨情等信息一目了然。

“这是江西省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能显示

气象、水文信息，还能即时反映全省各地的降雨分

布。”省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中心科员李扬介绍，该

信息系统还实时监控全省重要水库和水文站的

数据。

同时，该屏幕还能随时切换至自然灾害灾情

管理系统、交通监控视频云平台、安全生产风险监

测预警系统等 36 个系统，通过这些系统可以全面

反映全省雨情水情灾情和救灾情况。笔者通过这

个大屏幕看到，截至当日，全省共紧急避险转移

2.6 万人，紧急转移安置 4.8 万人，累计投入巡堤查

险人力 31.71万人次，抗洪抢险人力 12.69万人次。

“可以说，这个系统既是全省防汛救灾的一张

详细作战图，也是我们作出决策的好参谋。”省防

办值班室值班主任袁波告诉笔者。

自 6 月 17 日我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开

始，省防办工作人员就开始 24 小时值守。7 月 2
日我省对长江鄱阳湖区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后，全员时刻待命。

“我们现在吃住都在办公室，每天会商部署、

汇总汛情灾情、对信息审核发布，工作时间基本都

是饱和的。”省防办指挥协调组邓增凯说：“大家工

作紧张有序，有人负责接听防汛一线的最新消息，

有人做好指挥调度，有人紧盯大屏幕监测各大水

库、河湖的情况。”

直至 9日 2时，省应急管理厅大楼依旧灯火通

明、一片忙碌，这群防汛“守夜人”正彻夜值守，与

在防汛一线的工作人员合力筑牢防汛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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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 日，峡江县现代林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村民

在采摘玉木耳。近年来，该县大力培育和发展林下经

济，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通讯员 宋靖辉摄

数字化制药车间与花鸟作伴，石化企业废水池内清

水循环、锦鲤戏水，钢铁厂用煤不见煤、用矿不见矿……

盛夏时节，走进赣鄱大地的厂矿车间、田间地头，所见的

一幕幕绿色低碳发展的“奇妙景象”让人震撼。

绿色生态是江西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作

为全国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全面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积极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致力于实现经济与生

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努力让江西经济发展既有含金

量，更有含绿量。

“增绿”，产业新风尚

6 月 30 日，中国石化九江分公司（以下简称九江石

化）的一处污水处理池内，锦鲤自在游弋，四周绿树相绕，

岸边的树林中还不时有斑鸠声传来，颠覆了记者对石化

企业的刻板印象。

“治理污水，跟生产成品油一样重要。”九江石化检验

计量中心经理余定平说，这一切，都源自公司对环境的源

头管控。自 2012 年以来，九江石化先后投入近 30 亿元，

确保做到“臭气不上天，污油不落地”。如今，九江石化外

排废水达标率、有控废气达标率、危险废物妥善处置率均

达到 100%。

不仅是石化行业，钢铁企业也在上演“绿色魔法”。

“综合料场建成后，粉尘无组织排放减少 80%以上，

真正实现‘用煤不见煤、用矿不见矿’的高标准清洁生

产。”中国宝武新钢集团炼铁事业部原料作业区副主任

胡洪波表示，为了从源头淘汰和改造一批污染源，新钢

集团对主要装备进行更新迭代，启动实施了综合料场

智能环保易地改造、4.3 米焦炉环保节能升级易地改造、

电弧炉改造等多个项目，解决了无组织排放、废水排放

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问题，实现尘泥全部循环加工

利用。

2022 年 12 月，新钢集团被授予“双碳最佳实践能效

标杆示范厂培育企业”标牌，成为行业中第一批获此殊荣

的企业。

传统产业“添绿”的同时，我省还加快实施新兴产业

倍增发展，持续壮大电子信息、航空、装备制造等优势产

业规模，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锂电、光伏等绿色低碳制

造业。

作为全球首家加入 RE100 的光伏企业，晶科能源承

诺到 2028年成为 100%使用可再生能源的企业。

晶科能源的底气从何而来？

为实现这一诺言，晶科能源采取了一系列创新行动，

以降低运营排放，包括加大对光伏电站、光伏+储能项目

的投资，优化工艺节能降耗，供应链嵌入可持续原则等。

例如，晶科能源在上饶总部 5 个厂区的建筑屋顶建设了

21 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年均发电量约 2350 万千瓦

时；目前，晶科能源在四川乐山、云南楚雄，以及马来西亚

的基地均已实现 100%使用绿色电力。

随着晶科能源等一批新兴产业龙头的崛起，江西产

业结构持续向好。2023 年，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占规上工业比重为 28.1%。

产业结构的调优，又带动江西工业用能结构持续优

化。2023 年，全省制造业高耗能行业用能占工业比重稳

定在 50%左右，较“十三五”初期下降 9个百分点。

转型，孕育新机遇

一个景德镇，半部陶瓷史。如今，“千年瓷都”景德

镇，一个个陶瓷创意产业园区加速成长。转变的原因在

于，景德镇不断延伸陶瓷产业附加值，全力打造世界著名

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向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

大步迈进。

位于景德镇市珠山区三宝村的陶源谷就是其中代

表。陶源谷，原名三宝国际瓷谷，自古以盛产优质瓷土而

闻名，但随着制瓷中心转移，加上交通不便，曾一度没落。

为了让三宝村恢复往日繁华，珠山区委、区政府以

“陶瓷+”的理念，大力发展陶瓷文创、数字经济、文旅融

合、民宿研学等产业，吸引了 136 位国家大师入驻，并有

3000 多名“景漂”常驻，形成了高度集聚的文化艺术空

间，使陶源谷由最初低等级的原料地变为大众化的陶

瓷文化休闲度假区和高端的陶瓷文化创新、创意、创造

高地。2023 年 12 月，陶源谷获评全省“两山”实践创新

基地。

江西的生态蝶变不仅发生在三宝村。

南昌市的麦园生活垃圾填埋场，一度因异味问题困

扰着周边市民。如今，这个“老大难”问题已经得到了极

大改善，以全新的面貌重现在市民面前。6 月 29 日，记者

来到麦园时发现，这里的臭味闻不到了，污水也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填埋场上 1 万多块光伏板。这些光伏板，

为当地带来年均近 600万千瓦时的发电量。

而在填埋场不远处的生活垃圾清洁焚烧发电厂内，3
只大型吊爪像“抓娃娃”一样，将垃圾抓起进行分区，或送

入炉排发电。江西洪城康恒环境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龚宇亮表示，南昌固废处理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年焚烧发

电量高达 4.5亿千瓦时，实现了 36.8万吨的碳减排量。待

整个填埋区域沉降稳定后，园区还将安装 8.3 万块光伏

板，年均发电量有望达到 4393万千瓦时。

“双碳”引领，让江西的能源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稳步

推进。2023 年，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突破 3370.1 万千

瓦，占发电总装机的比重突破 50%；2021 至 2023 年完成

现役煤电机组节能降碳改造 2000 万千瓦，占现役机组比

例超 80%。

探索，先机变良机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优质的生态环境已经变

成了一个稀缺资源，而这个资源也是吸引优质投资和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一块金字招牌。”省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

长王伟表示，良好的生态环境，让江西在绿色低碳发展中

赢得了先机。

如何把先机变发展良机，创造更多绿色发展的可

能？数智化技术对于产业绿色化发展具有放大叠加、聚

合倍增效应，推进数智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成为众多企

业的选择。

从 取 材 到 预 处 理 、提 取 、灌 装 、灭 菌 直 至 包 装 、成

箱 、入 库 ，生 产 线 整 个 操 作 流 程 均 实 现 自 动 化 无 人 操

作。华润江中湾里制造基地多功能车间主任陈卡卡介

绍，2 至 4 名工作人员即可完成整个车间的生产控制。

数智化生产，让“最美中国工厂”更加低碳。2023 年，华

润江中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和碳排放强度相比 2020 年分

别下降 31%和 49%。

江西加强了对废弃物的循环利用。6 月 29 日，南昌

市新建区的新建城生态水厂内满目葱茏，鲜花正盛，水厂

中央的市民休闲公园内，市民在园中凉亭里对弈。但让

记者奇怪的是，这个水厂看不见大型污水处理设备的

影子。

“我们采用的是‘地下治污、地上公园’的建设理念。”

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曾凯介绍，

公司建设厂区时将整个构筑物藏于地下，地上则是一片

生机盎然的生态水景休闲场所。

生态化治理，让市民有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也让江

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创新技术，走向海内外，并

荣获国际水协 IWA 项目创新奖、美国 R&D100 科技创新

奖、美国爱迪生发明奖，企业实现了从行业跟跑到领跑的

跨越。

在丰城，则是将一批批废旧家电、报废汽车、废旧塑

料等“城市垃圾”吃干榨尽、变废为宝，实现了从“鸡毛换

糖”到“江南破烂王”再到全国知名循环城的转变。

“我们企业每年要回收废旧塑料、家电 10 万多吨，生

产的可再生塑料颗粒将再次进入日化包装、家居、汽车、

电子电器等多领域。”格林循环集团董事长秦玉飞说，再

生环保材料是现在的一种国际趋势，不仅能减少污染，还

可以延缓原矿开采进度，减少资源消耗，被公认为是潜力

巨大的绿色产业。

如今，循环经济产业已发展成为丰城市首位产业。

2023 年，丰城市循环产业园区实现产值 420 亿元，税收 30
亿元，占丰城市财政收入一半以上。

在绿色低碳发展实践上，江西收获颇丰：全省数字经

济增加值突破 1.2 万亿元，能耗产出效益指数达到 1.3，

居全国第一方阵；“新三样”出口额居全国第 6位。

今年 6 月，我省印发《江西省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高地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通过实施“七大行

动”，力争到 2026 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中向好，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初步形成，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制度全面建立，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高地取得显著

成效。

有含金量，更有含绿量
——来自江西绿色低碳发展的一线观察

本报全媒体记者 黎 军 李冬明 李耀文

7 月 6 日 ，俯 瞰

鹰 潭 市 信 江 新 区 石

鼓渡湿地公园，河道

弯曲线型流畅，小桥

流水绿草如茵，成为

市民休闲娱乐、文体

活动的好去处。

通讯员 许志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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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九江经开区的中国石化九江分公司，工人骑行在美丽的厂区。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 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