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绿色发展国际科技创新大会“绿色
农业——优质地理产品与生态环境保护”为
主题的专题论坛于 7月 6日在线上举行，来自
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云端”共议绿色农业
发展。

此论坛由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地
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吴忠市人民政府、宁夏大学共同主办，重点聚
焦“三地产品”，即地理标志产品、地理特色产
品、地理传统产品的生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问题展开讨论，以此推动绿水青山与金山银
山的科学融合，促进我区农业绿色发展与科
技创新成果深度融合。

会上，国内外的行业“大咖”各抒己见。
吴忠市副市长马同松在致辞中说，近年

来，吴忠市坚持绿色农业发展方向不变，在
持续擦亮全国重要商品粮基地、中国滩羊之
乡、甘草之乡等传统招牌的同时，不断打响
新的优质地理产品品牌。获批筹建“盐池
滩羊”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累计
认证“两品一标”农产品 155 个，培育各类产
品品牌 33 个，“盐池黄花菜”“青铜峡连湖西
红柿”等 13 个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名录。

“绿色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引
领绿色发展。”马同松说，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
会指出，要“打造科技创新高地”，希望借此次
会议契机，不断借鉴先进经验，促进交流与合
作，创新科技与产业融合的组织业态，以科技
创新引领绿色高质量发展。

中国地理学会监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傅伯杰说，“绿水青山”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然而许多地方还没有将绿水青山变成治穷致
富的“金山银山”。如何用好自然的馈赠，发
挥地理基因的作用，真正将绿水青山变成金
山银山，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
发展，是当前可持续发展研究急需解决的问
题。吴忠市的盐池滩羊，经过研究人员对其
生长的生态环境和管理经营措施进行科学
监测，把传统的经验转化为科学的认知，使
珍贵的资源禀赋更加厚重，便是个可借鉴的
案例。

中国地理学会大数据工作委员会秘书
长、中科院地理资源研究员刘闯则在《“优质
地理产品生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科技投入
与知识产权保护》主题报告中提到，解决保
护环境与科技可持续发展之间矛盾的问题，
需要找出一个共性的抓手，即优质地理产

品。地理财产是具有知识产权性质的财产，
是具有固定资产性质的财产，是长期自然与
人文融合汇成，是可以产生品牌价值的财
产：“一个产品的价值，由品种、品质、品牌组
成。品牌的价值，宁夏盐池滩羊就非常典
型，如今‘盐池滩羊’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已突
破 80余亿元。”

近年来，我区深入挖掘地理标志产品背
后的文化内涵，打造了一批品质优良、风味独
特的优势特色农产品。“盐池滩羊”从历史文
化、营养指标、生态环境等方面充分挖掘产品
特色，形成了“盐池滩羊，难得一尝”和“滩羊
食百草，味道自然香”的核心价值。“中宁枸
杞”深入挖掘枸杞药用价值，建立中宁枸杞保
真仓，实施严格的产品管控，形成了“宁夏枸
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道地珍品”品牌文化。
截至目前，我区在农业农村部登记的地理标
志农产品 60个，其中，畜牧业产品 14个、种植
业产品 45个、渔业产品 1个。3年来，共实施
地理标志保护工程项目 28个，打造了一批农
业标准化示范基地，培育了一批市场认可度、
产品知名度较高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树
立了一批标准化带动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和
质量提升的示范典型。

“云端”共议绿色农业发展
本报记者 张 瑛

本报讯 （记者 和牧川 马越）7 月 6 日，
2022绿色发展国际科技创新大会专题论坛：
绿色发展——大数据赋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线上举行。

研讨会由自治区科协、银川市政府、中国
环境科学学会等单位联合主办，邀请中国科
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陈松蹊，中国矿业大
学环境与测绘学院能源与环境遥感大数据中
心主任薛勇，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高级工
程师陈岩、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环境空间信息应用研究室主任宋巍巍、南方
科技大学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专家吕广丰等一
批在绿色发展政策制定和实践领域长期研究
的专家学者，共话大数据应用助力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及生态环境领域综合
保护治理。

陈松蹊在“大数据统计助力生态环境保
护”主题演讲中，以银川等黄河流域城市大气
污染和沙尘事件为切入点，详细对比不同地
区大气污染现象和成因，展现大数据统计的

有效应用能力。陈岩以“新信息时代大数据
在流域精准治污中的应用”为主题，为精准识
别流域水环境污染、精准定位污染管控区域
和对象、定量化为依据科学提出污染治理措
施提供思路和见解。其他专家也分别就研讨
会主题发表演讲。

侧重点不同、研究领域不同，但研讨会凝
聚各方智慧，还是能梳理出对我区建设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提供的可
资借鉴的发展思路，那就是如何以政府治理

和产业发展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为方向，以大
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形成应用创新环境，为
水资源保护、科技降碳、先进制造、清洁能
源、特色农业等领域赋能，更好落实自治区
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的坚持以先行区建设为
牵引，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的目标。

研讨会上还发布了氢储能供电设备研
发、新能源乘用车扁线电机研发等 5项银川市
关于“六新六特六优”产业的绿色发展技术
需求。

大数据赋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举行
专家解读大数据之翼托起先行区建设

本报讯（记者 李锦 实习生 柴玺然）7月
6 日，在 2022 年绿色发展国际科技创新大会

“绿色生活——公园城市 生态赋能”专题论
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段进等与会专家学者、
固原市和中卫市代表围绕“公园城市 生态赋
能”主题，共话绿色低碳、共商合作共享，为城
市发展建言献策。

“迈入生态文明新时代，城市可持续发展
已经是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打造‘公园城市
’成为生态文明时代城市建设的新模式、新道
路。”段进认为，公园城市建设要保护足够自
然空间，让自然进入城市；提升生物多样性，
让自然保持健康活力；加强自然科普教育，增
强全民自然保护意识。“我们要将城市全域建
成一个大公园。”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

学术委员会委员何昉说，公园城市是未来城
市的高级形态，是美丽中国的城市板块实践，
公园城市指数框架体系应该聚焦和谐共生、
品质生活、绿色发展、文化会场、现代治理 5个
维度。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汪琦建议，城
市公园实践中应该从引导公园等公共空间均
衡布局和开放共享、营造活力共享街区氛围
等方面考量。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
院长袁昕建议，在公园城市建设中应推广科
学绿化方式，就地取材开展景观建设与生态
修复，结合自然空间设计不同植被类群，减少
后期维护成本。

会上，固原市、中卫市代表积极推介所在
城市。固原市副市长张学斌说，固原市统筹
推进“山水田林湖草”一体化综合治理，实现

了山绿与民富共赢、百姓富与生态美的有机
统一。固原市的发展受益于生态环境的不断
改善，山川生机重现，绿色放歌、青山曼舞，让
固原城在景中，景在城中。中卫市市委常委、
副市长郭爱迪说，中卫市是黄河中上游一个
自流灌溉的城市，近年来该市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其中新能源装机总量占全区近三
分之一，中化循环产业园、中车整机装备制造
等项目拉动工业经济扩规提档，西部云基地
服务器装机能力达到 67万台。“我们通过实施
大规模国土绿化、城市绿化等植绿增绿项目，
落实国土绿化面积44.73万亩。”郭爱迪说。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公园城市是一
种全新的变革，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建
设道路，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

未来城市：城在景中 景在城中

7 月 6 日，在 2022
绿色发展国际科技创
新大会“绿氢生产——
为能源绿色转型发展
提供重要支撑”专题论
坛上，与会嘉宾围绕绿
氢生产发表真知灼见，
其中，中国工程院院
士、英国皇家工程院院
士、世界电动车协会主
席陈清泉作了题为“氢
能在四网四流融合中
的绿色能源的独特作
用”的特邀报告。

陈清泉院士认为，
“四网四流”，即能源
网、信息网、交通网、人
文网；能源流、信息流、
物质流、价值流。能源
网、信息网、交通网是
经济基础的三个支柱，
而人文网是上层建筑
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能源、信息、交通和人
文四大领域的融合，可
以降低能源强度，降低
碳排放强度，并通过能
源流、信息流和物质流
的融合创造价值流。

宁夏，在“四网四
流”融合中具备良好的
发展潜能。

这里，太阳能、风
能资源禀赋足，属于我
国太阳能资源一类区，
风能资源三类区，沙
漠、戈壁、荒漠开发潜
力大，是全国单位国土
面积新能源开发强度最大、人均装机最
高的省区，新能源装机占全区电力总装
机的46%。

光伏产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助力能
源网的发展布局，宁夏凭借丰富的电力
资源和良好的日照强度，吸引国内众多
光伏产业头部企业纷纷投资布局，形成
了光伏材料全产业链条，带动光伏发
电、储能电池、电解水制氢等多个清洁
能源项目布局宁夏，推动清洁能源项目
融合化稳步发展。

而“东数西算”则进一步夯实了信
息网、信息流的基石，目前，宁夏是全国
唯一“交换中心+枢纽节点”双中心省
区，全方位发挥数字生产力的红利前景
广阔，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更为统筹推
进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展提供了
便利的条件。

能源网、信息网、交通网、人文网相
互交织；能源流、信息流、物质流、价值
流持续融合，宁夏的绿氢开发在深度融
合中见“真章”：

在高水平建设国家新能源综合示
范区的进程中，自治区聚焦煤化工、新
材料等领域降耗减碳，布局谋划了一批
绿氢制备与应用项目，其中，宁东能源
化工基地作为自治区氢能产业主阵地，
以绿氢生产为源头的氢能产业项目加
快落地：全球最大氢气电解水制氢项
目、宝丰 3亿标方绿氢工厂首套装置建
成投产；宁夏首个加氢站在宝廷建设运
营；国家电投 1000标方/小时可再生能
源制氢示范项目成功试车；京能宁东发
电公司 200标方/小时质子膜法制氢及
氢能制储加一体化项目即将竣工。上
海重塑氢能重卡示范应用、飞驰汽车氢
能汽车零部件制造和维保中心、凯豪达
制氢设备研发与生产制造、宁国运天然
气掺氢中试研究等项目加快建设。石
嘴山市立足工业产业结构特征，加快建
设华电贝利特绿氢制绿色化学新材料
示范项目，探索研究无碳合成氨、尿素
法生产氰胺化钙等绿氢产业工艺技术，
研产一体拓展绿氢生产应用场景。

目前，自治区绿氢生产核心技术攻
关，涉氢装备制造，氢能交通应用、绿氢
耦合煤化工发展等绿氢产业全链发力，
2021 年 ，我 区 已 形 成 绿 氢 产 能 约
77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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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磊 实
习生 朱子旭）7月 6日，由宁
夏科协、中国煤炭学会和石
嘴山市人民政府、宁夏理工
学院共同主办的2022绿色发
展国际科技创新大会绿能开
发——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
效的能源体系专题论坛成功
举办。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矿业大学教授彭苏平，美国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重点实验
室研究员沈波等专家学者聚
焦绿能开发这一主题，分别
围绕中国氢能源与燃料电池
发展战略、新能源消纳形势
下电站锅炉灵活性改造及运
行技术、从化石能源到光伏
能源清洁高效发展、推动能
源转型和发展新能源（光伏）
的投资国际经验展开线上分
享和交流。中国工程院院士
彭苏平教授说，氢能是一种
绿色、高效、应用广泛的二次
能源，对节能、提高能效乃至

能源结构转型有积极作用。结合我国实
际，按能源消费的工业、交通、建筑和电力
四大领域来说，氢能有不同的应用技术，潜
力巨大。他认为，氢能与可再生能源耦合，
让可再生能源的不稳定输出得到吸纳，解
决“弃风弃光”问题，有望大幅提高可再生
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氢能与电能耦
合，可增加电力系统的灵活性，弥补电力不
可存储的问题。

近几年，石嘴山市光伏产业“朋友圈”
不断扩大，实现原、辅料加工到拉晶、切片、
电池、组件等全产业链拓展，为宁夏新能源
产业发展延链强链提供重要一环。截至目
前，石嘴山已建成投运新能源发电站 38座，
总装机 145.47 万千瓦，占全市电力装机规
模的 26.8%。现有光伏制造相关生产企业
21 家，2021 年实现产值 51 亿元，产业布局
基本覆盖多晶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光伏
玻璃、光伏设备零部件等全产业链。下一
步，我区将结合石嘴山市化工产业发展特
色，引导本地化工企业研发和生产光伏电
池制造所需的高纯化学品和气体，以及面
向胶膜、背板所用的树脂和膜产品，形成全
国重要的、最具特色的光伏化学品、气体、
有机原料产品供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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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部科技合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7 月 6 日，2022
绿色发展国际科技创新

大会召开。大会以“绿色低
碳 合作共享”为主题，开展了开幕

式、主题报告、发布仪式、专题论坛等
活动。

本报记者 王晓龙 摄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部建立健全东西部科
技合作机制，协调东中部地区与宁夏、内蒙古、西
藏、新疆、青海、甘肃、云南、贵州 8个省区广泛开展
合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经过 10年发展，东西部
科技合作已成为落实区域协调发展、西部大开发、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共建“一带一路”
等部署的重点举措。

7 月 6 日，2022 绿色发展国际科技创新大会在
银川召开。大会聚焦绿色科技主题，展示创新前
沿趋势，推动绿色经济合作，分享绿色发展经验，
广大科技工作者围绕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努力创
新发展，助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先行区”“国家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建言献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