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部发言人为何点赞上海地铁车库屋顶
从浅绿软绿到真正实现深绿硬绿，上海大手笔泼墨绿色发展，大量示范项目“开花结果”———

绿色上海， 渐行渐近———

以绿色筑底 ， 黄浦江 、 苏州河

“一江一河 ” 两岸公共空间贯通提

升 ， 把最好岸线留给市民 ， 最美花

园 、 最美风情带 、 最美加油站……

亮点看不完。

以绿色赋能， 城市建设不断突破

上限和极限， 前有绿色建筑、 绿色生

态城区耕垦不怠， 现有超低能耗建筑

拔地而起， 开辟新的纪元。

以绿色蓄势， 新能源等领域推动

大量示范项目 “开花结果”， 在最前

沿的氢能源方面， 上海正在培育 “一

环” “六带” 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创

新生态。

从浅绿 、 软绿 ， 到真正实现深

绿 、 硬绿 ， 上海大手笔泼墨 。 近年

来， 本市不断适应发展形势和要求，

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 ， 大力推动绿

色、 循环、 低碳发展， 加快形成节约

资源、 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 取

得了积极成效。

光伏发电
10 个地铁基地年

发电 2400万度

转型发展的 “阳光” 普照在城市

建设运营上 ，投射出 “绿色 ”的影子 ，

一批批 “新” 建筑正向我们走来。

近日，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给上

海一个屋顶点了赞———5 万平方米的

屋顶， 竟是一座 “发电厂”， 年发电

量可供一辆 8 节编组的轨道交通 2 号

线列车跑 20 万公里。

这个屋顶属于上海地铁龙阳路车

库。 据上海地铁新能源有限公司龙阳

路基地光伏项目负责人高俊介绍， 屋

顶上整整齐齐摆放着 12912 块 280 瓦

光伏发电组件， 年均发电量在 340 万

度左右， 节约 1200 吨标准煤， 减排

二氧化碳 3390 吨， 正在为轨道交通

2 号线和 7 号线提供动照电能。

“其厉害之处并不单是发电 。”

高俊说 ， 还在于它独特的光伏逆变

器， 如果光伏板出现故障， 逆变器所

搭载的大数据系统能在 15 分钟内找

到具体故障组件 ， 并开出故障诊断

书， “而普通的光伏发电站要靠运维

人员爬到房顶一个一个检测光伏板，

再找专家， 才能诊断出故障， 通常要

耗时一天甚至几天”。

目前上海地铁有三林、 富锦路、

浦江镇、 金桥等 10 个光伏发电基地，

“龙阳路基地并不是最大的一个 。” 高

俊告诉记者 ， 最大的是川杨河基地 ，

年均发电量可达 700 万度 ， 是龙阳路

基地的两倍， “而目前 10 个基地年发

电量可达 2400 万度， 节约标准煤 6912

吨 ， 减排二氧化碳 18912 吨 ”。 未来 ，

除了另有他用的列车库房屋顶外， 上海

将有 70%以上的地铁车辆基地用于新

能源建设。

零碳、 零能耗、 零水耗……还要拿

下 6 个绿色建筑认证， 今年初， 一个新

开工项目将施展 “绿意狂想”。

从效果图看， 这一名为 “长三角一

体化绿色科技示范楼” 的建筑， 形体错

落有致、 层叠出挑。 节能玻璃幕墙贴合

着建筑曲线， 仿佛镶上了一道道裙摆。

再仔细瞧， 你还会发现， 它的外围有着

养眼的 “绿被”， 因路造景、 因景塑绿，

营造出轮廓舒展 、 韵律起伏的城市空

间。 可以想象， 待项目落成后， 人们推

窗即可呼吸扑面而来的清新空气， 身边

的花草、 绿树随时激发灵感， 一景一物

蕴透着诗情画意。

它不仅外观亮眼， 更在节能环保方

面作出表率。 在水源使用方面， 室外屋

顶和场地内雨水、 室内中水会被收集并

处理 ， 达到水质标准后用于绿化浇灌

等， 通过优化设计， 最终将实现除了饮

用水外， 全部采用循环水， 预计全年可

节水约 3000 吨。

碳排放
上海 314 家企业被

设“天花板”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2030 年

前达到峰值， 力争 2060 年前实现碳中

和。” 碳中和政策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的

热点议题之一 。 除能源转型 、 产业升

级 、 提倡绿色生活方式外 ， 建设碳排

放交易市场也是国际上减排降碳的通

行做法。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 要加快

建设全国用能权、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 最近， 314 家

企业被纳入到 《上海市纳入碳排放配额

管理单位名单 （2020 版 ）》 之中 。 自

此 ， 其每年的碳排放量就有了 “天花

板”， 而节省下来的配额也可以在交易

市场上赚一份 “环保利润”。

据市 生 态 环 境 局 发 布 的 信 息 ，

2020 年度上海碳排放交易体系配额总

量为 1.05 亿吨 ， 这个数值也就是这些

纳入名单的单位全年碳排放量的上限。

近日发布的 《上海市 2020 年碳排放配

额分配方案》 根据纳管企业的行业规律

和历史排放情况， 为企业 “量体裁衣”，

给它们规定了相应的碳排放配额。 在碳

排放交易市场上， 所有企业 “玩法” 一

致， 即在规定配额中进行排放， 超过配额

的部分可在交易平台上购买其他单位的

“余额” 或认缴罚款， 而配额内自己没用

完的排放量也可以拿到市场上赚一份 “环

保利润”。

表面上看， 给企业设置排放量 “天花

板” 是为了约束企业的排放强度， 但实际

上， 这是在用市场手段助推企业进行产业

转型升级，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减少碳排

放。市生态环境局给企业粗略算了一笔账，

现在上海碳排放配额价格约为 40 元/吨 ，

如果一家企业一年内节省下 10 万吨碳排

放配额， 那么放到交易市场上， 就可获得

约 400 万元的收益。

据悉，上海市碳排放交易市场于 2013

年 11 月 26 日启动，至今已运行七年有余。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市场共有包括

纳管企业和投资机构在内的 676 家单位开

户交易，所有现货品种累计成交量 1.28 亿

吨，累计成交额 13.91 亿元。

绿 化
人均面积从“一双

鞋”增至“一间房”

不讲条件、不畏艰难、不搞变通，

开挖外运 19.51 万吨， 规范处置 2.68

万吨渗滤液， 回填土方 11.63 万立方

米， 恢复林地植树 100 亩……随着最

后一片开挖地块栽上绿植，历时七十余

天的松江区小昆山生活垃圾简易填埋

场整治画上圆满句号。 昔日令人望而

却步的垃圾填埋场， 如今变成了周边

市民纷至沓来的树林步道。

近年来， 上海倾力推进曾经受到

污染的地块“返绿复绿”、老工业区加

快“腾笼换鸟”步伐。 普陀区桃浦镇正

探索打通土壤修复、施工建设之间“壁

垒”， 引入全国首例智慧管理平台，加

快土地从修复到使用的速度， 进一步

压缩土地闲置成本。 其中，603 地块曾

是“染化八厂”所在地，企业腾退后，留

下 21 万立方米污染土 、13 万立方米

污染水。如何及时治理？在距离该地块

不到 1 公里的“修复工厂”里，人们可

以找到答案： 其核心是一台国内最先

进的大型高速异位土壤处理机器，每

小时最大处理量可达 400 吨污染土

壤。 修复后的土壤可以达到一类居住

用地标准，而修复中产生的废气、污水

和大石块等杂质， 都会被收集起来专

门处理。

除此之外，上海把“植绿造绿”作

为打造“生态之城”的主要方向。 过去，

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被形象地比喻

为“一双鞋”“一页报”“一张床”。如今，比

喻用语中多了 “一间房”———截至 2020

年底，上海森林覆盖率达 18.49%，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 8.5平方米。

如果说公园绿地是上海生态蓝图

中错落有致的肌理， 那么生态廊道就

是骨架。“十三五”时期，上海城市绿道

和生态廊道建设成效显著， 共完成绿

道建设 1093 公里， 黄浦江滨江绿道

45 公里核心段贯通。17 条（片）市级重

点生态廊道基本建成， 崇明世界级生

态岛、长江两岸等完成造林 30 万亩。

从感受度看， 整洁美丽的城乡环

境舒适迷人， 值得品味的生态景观加

快迭代， 网红打卡的美丽乡村声名鹊

起，清可见底的中小河道越来越多。

“十四五” 时期， 上海将以 “生

态之城” 建设目标为引领， 着力构建

“公园城市”“森林城市”“湿地城市”，

力争再通过五年努力， 切实让绿色成

为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 最温暖的

亮色。

■本报记者 史博臻

发展清洁能源，核能是有益补充

能源清洁替代是落实减碳目标

的必由之路， 预计到 2030 年， 我国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

达到 25%。 全国政协委员 、 上海科

技大学副校长朱志远认为 ， 核能作

为清洁低碳能源的一种 ， 可替代化

石能源使用 ， 助力降碳减排 。 作为

有益补充 ， 核能能够有效提高清洁

能源的供给安全性和结构稳定性 。

能源结构必须多元化 ， 除了水能 、

风能 、 太阳能之外 ， 核能也是一个

重要选项 ， 且核能本身还具有受环

境影响较小的特性 ， 相对而言 ， 风

能和太阳能更易受环境 、 天气变化

影响。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 ， 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发展核

能 。 朱志远表示 ， 目前我国核电站

和核能开发技术已迭代更新至第三

代 ， 正朝第四代发展 ， “从技术上

讲 ， 三代以上先进核电站的安全系

数是很高的 ， 大可不必谈核色变 。”

他表示， 2020 年， 我国能源结构中，

核能占比约 5% ， 从世界范围内来

看 ， 美国核能占比在 19%左右 ， 作

为核能大国的法国占比则超过 70%。

对于中国而言 ， 为助力碳中和目标

实现 、 大力发展新能源 ， 未来应根

据具体国情 ， 适时适度调整核能占

比情况。

■本报记者 史博臻
见习记者 张天弛

尽快制定绿色化基础设施建设标准

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徐征表

示，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既是企

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路径， 也是

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

在他看来， 基建行业企业应尽快

制定绿色化基础设施建设标准， 提高

基础设施策划、 设计、 建造、 运维、

更新过程中的绿色化水平， 加快推进

绿色城镇化和生态修复， 助力 “十四

五” 时期生态文明建设。

针对目前基建行业发展现状， 他

认为， 应鼓励有实力的大型基建企业

加强绿色建造技术前瞻性 、 基础性

研究 ， 不断完善绿色基建产业链 ，

提升一体化集成实施能力 ， 研发绿

色基建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平台，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基建评价体

系 、 评价标准 ， 并在全行业形成共

识、 共同推进。

徐征还认为， 要统筹考虑城乡生

态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矿山、 农

耕用地生态修复， 加大乡村河道生态

化改造、 生活污水治理， 通过生态廊

道联通城乡， 发挥生态修复、 生态景

观带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优化农

村人居环境。 只有广大乡村绿色了，

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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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碳中和”，从回收一部手机做起
1000万部废旧手机中可回收120千克黄金，相当于2.1万枚奥运会奖牌的含金量

看似无用的废旧手机，积少成多，

就是一座隐形的矿藏。数据显示，每拆

解 1000 万部手机，就可以回收 120 千

克黄金和 87 吨铜。

那么， 一部废旧手机如何变废为

宝、点“废”成金？ 近日，记者走访了位

于上海嘉定区的一家废旧手机处理

厂，实地探访废旧手机的重生之旅。

炼金取铜，废旧手
机堪称隐形矿藏

躺在车间流水工作台上的一部废

旧手机，完整的“寿命”就只剩下 30秒，

之后工人丁波将把它拆解成线路板、

外壳、电池和屏幕 4 个部分，这些部件

将分类送往不同的车间进行处理。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手机线路板

经过拆解分离， 看似只是一块焊着电

子元器件的塑料板 ， 却内含着真

金———伟翔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

术负责人康俊峰告诉记者 ， 每拆解

1000 万部手机，可以回收 120 千克黄

金， 相当于 2.1 万枚奥运会奖牌的含

金量。

实际上，为了保证导电效果，手机

线路板上都含有黄金等贵金属。 一块

线路板被拆解后，经过脱镀过程，其附

着的黄金将溶解于液体之中， 再经过

电解、精炼、熔炼等化学处理过程，所

含黄金就被提炼出来。“提炼出的黄金

模块纯度能达到 99.99%，可直接在黄

金交易市场交易。 ”康俊峰说。

除了黄金之外， 手机线路板中还含

有 10%至 20%的铜。 记者在粉碎车间看

到， 已剥离贵金属后的线路板被送进几

台蓝色的机器， 经过物理粉碎被研磨成

毫米级粉末。 “这些粉末再经过静电处

理， 将含有金属的粉末和不含金属的塑

料粉末区分开来。 ”康俊峰补充道，生成

的金属粉末中，铜的纯度可达 70%，“这

些铜粉末将被送至专门的冶炼厂重新还

原成铜制品， 再次进入社会生产和使用

的循环之中。 ”据介绍，这间工厂一年可

以处理 6000 吨线路板， 可生成近 1000

吨铜粉。

同时，其余不含金属的塑料粉末可

作为树脂粉用于生产树脂制品 。 到此

为止 ， 这块手机线路板就结束了自己

的使命。

一部手机背后，蕴藏
巨大环保潜力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仅是生产

者的责任，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除能

源结构、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外，还依靠

消费者养成绿色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

人手一部甚至多部手机， 背后蕴藏

着巨大的环保潜力。2019年，中国产生的

废旧手机就有2.9亿部。随着智能手机更

新迭代速度加快， 越来越多年轻消费者

倾向于每隔一两年就更换最新款手机。

数据显示， 我国50%的用户换手机的频

率为15个月，20%的用户一年内就会更

换手机，但回收率仅有2%。

“回收工厂会把含有用户使用痕迹

的线路板用机器粉碎， 消费者不用担心

信息泄露问题。 ”康俊峰表示，虽然目前

回收主要依靠手机厂商自有渠道， 但未

来上海将借助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和资源

再生体系“两网融合”，为消费者手中的

废旧手机进入资源再生网络建立通道。

国际上对废旧手机回收的主流规则

是“生产商延伸责任制”，即手机生产商

要担负起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境责任。

记者注意到， 目前一些手机厂商已通过

以旧换新等消费补贴机制鼓励消费者把

手机交给厂商回收。 市民李先生近日就

体验了华为推出的“特惠屏”服务，即可

选择从其他手机更换下来的功能正常、

仅边框存在轻微磨损的屏幕，“全新屏幕

不留件的话要2235元，留件要1435元，特

惠屏的价格仅为1099元”。这个小小的环

保行为替他自己省下了1000多元， 而这

背后的生态收益更是远远不止千余元。

绿色转型

■本报见习记者 张天弛

■本报见习记者 张天弛

上海一家购物

中心内的爱回收数

码环保服务站。

图/视觉中国

▲地铁龙阳路基地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年发电

量可供一辆8?编组的轨

交2?线列车跑20?公里。

本报见习记者 张天弛摄
荨从空中俯瞰， 地铁

龙阳路基地屋顶铺满了光

伏太阳能板，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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