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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发力
优化低碳能源布局
正如专家指出，创建低碳能源发

展类示范县平湖优势明显，尤其是在
能源结构优化方面，走在全省前列。
近年来，平湖市立足资源禀赋优势，以
重大能源项目为抓手，多点发力、先立
后破，逐步形成了以风能、太阳能为
主，生物质能、氢能等为辅的低碳能源
结构，在低碳能源供应侧巧做“乘法”，
聚力铸造绿色低碳的动力源。

一组数字就可以看到平湖在能源
供应侧上的多点发力。据统计，2022
年平湖市风光发电 20.88 亿度，占全社
会用电比例达 30.5%，分别较 2020 年
提高 395%和 22.5 个百分点，光伏占全
社会用电量的8.2%，居全省第一。

且看，海上风电场“风头正劲”“动
力澎湃”。一走进独山港经济开发区
沿海附近，就能看到蔚蓝天空下巨大
的扇叶在呼哧旋转，将风能转化的电
能通过海缆连接到陆地上的电网，源
源不断地输送给千家万户。

据了解，早在2014年，平湖市就开
始谋划布局陆上风电及海上风电，有
效利用海岸、海域等天然资源，大举推

动低碳能源供应实现多倍增。如今，
平湖已经先后建成大唐风电、运达风
电、浙能 1 号及华能 2 号海上风电。据
统计，2022 年全市风力发电装机达
63.4万千瓦，全年发电15.7亿度。

“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减碳不减生
产力’的重要支柱，有助于从源头提升
能源体系的韧性。”平湖市相关负责人
如是说。

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以技术赋能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正成
为平湖市的发展共识。眼下，平湖不
仅拥有一批“大而强”的可再生能源重
大工程，同时“小而美”项目并举，可再
生能源开发布局得到了有效优化，迈
出了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坚实步伐。

据了解，平湖也是最早推广光伏
建设的县市区之一，2022 年全市光伏
渗透率达 7.5%，居全省前列。因时制
宜推广光伏发电，通过在企业和居民
屋顶安装分布式光伏板的方式，进行
太阳能转换，实现并网发电。截至目
前，已新建光伏 13 万千瓦，至 2022 年
光伏装机容量达 49.5 万千瓦，发电量
达5.2亿度。

与此同时，更多的创新实践在平
湖激起波澜。探索实践“氢光储充”加

“虚拟电厂”，在广陈镇建设美郁“氢光
储充”一体化新型能源系统示范项目，
2022年将其升级为2.0版，把一体化新
型能源系统升级为农业园区数字化运
营模式，构建以大电网与园区微电网
相融并存的能源系统新形态，并接入
市“虚拟电厂”平台，实现微电网智能
调配、协同控制，更高水平地发挥了光
伏发电效益，提升了储能利用效率，该
项目荣获“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
数字“双碳”赛道唯一特等奖。

融合创新
迭代升级低碳场景
践行“碳中和新乡村”新理念，乡

村成了绿色低碳发展的新阵地。叠加
发展优势，平湖市不断加速推进农业、
农村、农民稳步向“绿色低碳”转型，

“光伏+农业”、“光伏+农文旅”、可再生

能源制氢等新模式新业态竞相涌现，
多层次推进低碳场景创新应用，形成
了多能互补、因地制宜、多元融合发展
的新局面。

曹桥街道以省级低（零）碳乡镇
（街道）试点创建为契机，走出了一条
具有曹桥特色的农文旅低碳发展路
径。

位于曹桥街道的马厩村，以“低
碳+运动”为理念，打造“碳为观智·桨
领风华”美丽乡村精品线。绿水青山
环绕下，马厩村建设了马厩赛艇中心、
低碳科普馆、数字桥史馆等产业场景，
同时还因地制宜推进桥头公园、零碳
水手公园、低碳示范田园、生态停车场
等九大类场景工程，进一步增加“低碳
细胞”，植入“低碳元素”，在“串珠成
链”之间更显“低碳成色”。

不仅如此，绿色低碳发展的理念
已经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曹
桥街道，“两高一低”企业有效腾退，全
面提升绿色制造水平；“凤凰行动”深
入实施，推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实现
从传统高能耗制造业向数字赋能产业
的转型升级；创新实施“阳光共富”工
程，充分利用好农户、村集体、国有资
产闲置屋顶等“屋顶发电站”资源，通

过全电上网和余电上网等形式实现增
收⋯⋯

无独有偶，位于广陈镇龙萌村的
东郁植物工厂，正在“刷新”碳排放优
异成绩单。在“氢光储充”一体化新型
智慧能源站的助推下，该“植物工厂”
算出了一笔“低碳账”——通过太阳能
年发清洁电量达到 34.6 万度，降低用
电成本预计达146万元；植物光合作用
每年可消耗二氧化碳 36 吨，完全消纳
了“植物工厂”内现在的二氧化碳年排
放量；同步运用碳捕集、碳封存技术，
利用植物的光合作用来进行碳的消
耗，最终实现“负碳”排放。

除了“负碳”植物工厂的搭载，平
湖市还致力于将更多新型技术带入
产业，以智能化的手段实现农业的低
碳化发展，比如，推广水稻“蓄雨+薄
露灌溉”技术，形成“农田+生态排水
沟+生态河道+圩区”水体自净修复系
统，仅农田灌溉机埠用电每年可节约
23 万 度 ，节 约 农 业 用 水 462 万 立 方
米。

推进低碳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
其打造过程需要全民的共同努力。“我
们利用全国低碳日、节能宣传周、世界
环境日等主题宣传活动，引导村民树

立绿色发展、低碳环保、文明健康、清
洁卫生的生活理念，积极践行绿色生
活方式。”平湖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各
地结合地方实际，纷纷建立健全“低碳
惠民”机制，解码“低碳共治”新路径，
让绿色低碳惠及更多人群，“看得见、
摸得着、感受得到”。

向绿而行，高质量崛起平湖“双碳”绿谷
陈潇奕

向绿而行，高质量崛起平湖“双碳”绿谷
陈潇奕

今年 3 月，准备在嘉兴平

湖独山港经济开发区扩建项

目的浙江独山能源有限公司

负责人编写《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时，发现表格里多了一

项 内 容——碳排放强度数据

测算。严把企业入驻“碳排放”

门槛，这源于平湖的一项创新

举措。

据悉，自 2022 年 3 月起，

平湖在全省率先启动环境准入

制度的改革，在规划环评工作

中开展“碳评价”试点，这也是

平湖市全面推进低碳试点县建

设、深入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的

一个缩影。

向绿而行，平湖大地正在

蓄势崛起高质量发展的“双碳”

绿谷。自 2021 年成功列入

全 省 首 批 低 碳 试 点 县 以

来，平湖大力培育支撑

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低

碳新动能，砥砺进取，

突破创新，在这份“必

答题”考卷上奋力书

写全省能源低碳发展

的“平湖经验”。

独山能源项目独山能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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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化”分类
让生活“越分越美”
清爽的绍兴市越城区街道上，和

风轻拂，扬不起半点灰尘。
今年 1 月，绍兴市印发《绍兴市打

造最清洁城市“410 行动”实施方案
（2023—2025 年）》，力争通过“410 行
动”实现五大目标。而今，作为绍兴古
城核心区的越城区，成效已然初显。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

越城区垃圾分类办相关负责人陶
明海说，近年来，绍兴市越城区在垃圾
分类工作中突出绿色生态理念，通过
党建引领“契约化”共建共管这一载
体，在越都社区仓桥直街积极探索“契
约化”垃圾分类精细管理分类模式，建
立了以党建为魂、以文化为根、以契约
为盟的“契约化”体系，通过汇聚街道
社区、区域单位、社会组织、党员群众
四方合力，形成了“一核多方”的“共建
共治共享”垃圾分类治理格局。实施
以来，整体提升了街区、社区垃圾分
类、环境卫生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

商约、签约、亮约、履约、评约，在
老城区古街垃圾分类工作中，当地依
托和深化“契约化”共建这个有效载

体，采取“五约”的方式，开展行之有效
的探索与尝试。

当地通过 9 次“红色管家”会议和
上门走访485户居民商户，商定契约内
容。其后签约，并发动志愿者，参与

“共建集市”，把温馨提示、文明宣传
单、垃圾分类桶逐一发放到户。发动

“人人契约”，现在 100%商户和居民签
订了“垃圾分类人人契约”，实现了垃
圾分类精准监管，生活垃圾分类参与
率、准确度均得到了显著提高。

敢于亮约，也是一种态度。在这
里，宣传窗、台门和店铺内上墙契约亮
约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勇于履约，更
是一份责任。据介绍，履约主要通过 1
个协调机制、3 支队伍、1 个平台来实
施。通过“红色管家”这个沟通协调机
制，定期协商解决问题，研究部署工
作；通过开展“假日有约”垃圾分类共
建项目，与团区委、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等单位进行合作，招募垃圾分类志愿
者队伍；通过发动党员群众，组建了

“红海棠”巡逻队、“移动绿盒子”文明
劝导队，每天上下午队员们都会在这
条古街内开展巡查、文明劝导、秩序维
护、垃圾分类指导等志愿服务；通过数

字赋能、智能监管，从“人治”转到“数
治”，建立“电子账户”平台，推行“一户
一卡一账户”智慧分类，实时精确掌握
每户分类情况（每次的投放时间、垃圾
类型、垃圾重量、分类质量等多维度数
据），对居民参与率、分类准确度进行
统计和评判，实现垃圾分类精准监管。

落实得好不好，还要进行评约。
采用网格管理、激励并行的模式，网格
员将垃圾分类考核结果，通过垃圾分
类红黑榜进行晒比，分类质量较好的
住户、商户还可利用垃圾分类积分兑
换健身房运动券、洗车券、日用小礼品
等 ，进 一 步 提 高 居 民 积 极 性 和 参 与
度。履约期满，召开社区党建议事协
商会议，相互交流履约情况，评出年度
垃圾分类时尚达人、星级商户和先进
台门。

“人性化”收运
清洁最后一分钟

眼下正是旅游旺季，绍兴城里游
人如织。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景区，绍
兴许多景区能免费旅游。这一方面带
旺了绍兴的旅游人气，另一方面，也给

城市管理特别是垃圾管理带来了难
题。

办法总比困难多。越城区尝试垃
圾“人性化”收运。

一种办法是，摇铃提醒式上门收
集。

社区配备 2 辆垃圾分类收集车，一
天两次定时上门收集。具体时间为早
上7时，傍晚6时30分。整条仓桥直街
共 24 个台门，设 24 个台门长，由台门
长 负 责 收 集 各 住 户 的 垃 圾 ，定 时 投
放。沿街的住户及小商铺由收运人员
挨家挨户收集。

另一种办法是，预约直运式上门
收集。

寻宝记、小绍兴、孔乙己等 9 家餐
饮类易腐垃圾由维尔利公司上门定时
收集。其收集时间为晚上 8 时 30 分到
9时。

还有一种办法是，台门家庭式上
门收集。

江南风情看绍兴，老街台门在越
都，这条古街有 24 个台门。台门是绍
兴古城的传统建筑元素，是居民的基
本生活场所，也是古街风格特色的重
要载体。台门老年人居多，当地社区

结合这一实际，制定了台门互助式、结
对式、轮值式的上门收集方法，以邻里
互助的形式促进源头分类，进一步提
升社区垃圾治理水平。

走进仓桥直街 68 号台门，这里被
人们称作“和谐台门”。台门居民积极
配合社区工作，通过自己订立台门自
治契约，来引导规范邻里行为，开展邻
里活动，布置美丽庭院，效果显著。社
区也以此为契机，与居民签订“鲜花契
约”，每家送两盆鲜花，平日让他们做
好浇水维护工作，如果垃圾分类工作
做得好，这些花就免费送给他们布置
庭院，使居民可伴随着花香开展“拉家
常议事会”，共谈邻里情，共商社区
事。在促进居民提高垃圾分类准确率
和积极性的同时，也拉近了邻里之间
的距离，增进了彼此的感情，提升了居
民精神面貌和文明素质。

随着夏天白天渐长，游客渐多，越
都社区延长保洁时间，保洁时候段从早
七点到晚五点，延迟到现在的晚上九
点，不给清洁留死角，清洁最后一分钟。

无人机巡逻
不给河道背街留死角

6 月 8 日，一架“空中城管”无人机
在越城区越东快速路上巡逻时发现，
越东快速路东侧的绍兴市蔬菜果品批
发交易市场附近有成片垃圾堆放，执
法人员立即将无人机拍下的照片梳理
成问题清单，下发给属地进行整改。

绍兴古城河道纵横，游客乘乌篷
船游览，难免会给河流带来垃圾。古
城区偶尔有商家因为商业需要在背街
小巷，甚至天井搭建违章建筑。为切
实提升城市整体品质，不给垃圾留死
角，以最清洁城市标准迎接亚运盛会，
越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启动“迎亚运”
环境整治无人机联合巡查工作。

这些新投入的“空中城管”无人
机，主要围绕亚运场馆周边、亚运通勤
线路以及亚运火炬传递线路，越城区
各条快速路，杭绍台高速沿线、高速出
口枢纽及站前广场周边可视范围开展
动态巡逻。重点巡查私搭乱建、非正
规垃圾堆放点、屋顶乱搭建、田间与周

边环境严重不符的各类搭建等。目前
通过 3 轮联合巡查，共发现问题 123
处，其中重点问题43处，主要为私搭乱
建、非正规垃圾堆放等，其中73处问题
已完成整改。

越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
介绍，越城区作为绍兴打造“最清洁城
市”的主场，正着力打造“最清洁城市
样板区”。老城区基础设施落后，特别
像越子城内景点、商户、居民三方融
合，日常管理标准很难统一，有些老居
民生活习惯跟不上，打造清洁城市困
难较多。为了更好地扮靓城市，越城
区启动古城扫街行动，针对古城区域
开展大扫除行动、大整治行动和大更
新行动，围绕环境卫生“席地而坐”、道
路通行“杯水不溢”、市容市貌“井然有
序”、园林绿化“五彩斑斓”、城市夜景

“如梦如幻”五大目标，加强亚运线路
保障，不断推进古城区域精细化管理。

“三山万户巷盘曲，百桥千街水纵
横”，随着打造“最清洁城市样板区”行
动不断深入，越城必将焕发出古今交
融的别样风采，展现出东方水城的独
特韵味。

当一座有着 2500 年历史的

古城，遇到充满激情与速度的亚

运 会 ，会 碰 撞 出 怎 样 绚 丽 的 色

彩？眼下，绍兴正在开启一场打

造“最清洁城市”的大行动，作为

绍兴古城核心区的越城区，更是

创 新 连 连 ——“ 契 约 化 ”垃 圾 分

类，“人性化”收运，“空中城管”无

人机巡逻⋯⋯这一切，旨在将“最

清洁城市”主题进行到底。

初夏时节，越城一路美景迤

逦，游人如织，激赏流连；河水清

清满城新，乌篷船摇啊摇，摇进许

多人的心里。

打造最清洁城市 当好亚运东道主
绍兴市越城区创新举措擦亮城市底色

秦正长

商户签约承诺，自觉做好垃圾分类。商户签约承诺，自觉做好垃圾分类。

整洁的绍兴城区，让人可以“席地而坐”。

乌篷船收垃圾，确保水乡卫生清洁。

（图片由绍兴市越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提供）（图片由绍兴市越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提供）

（图片由平湖市发展和改革局提供）（（图片由平湖市发展和改革局提供图片由平湖市发展和改革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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