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蔚蓝色的水面上，几只凤头潜鸭掀起阵

阵涟漪。6.95平方公里的宝钢水库湿地候鸟

重要栖息地，成为候鸟们越冬重要中转站之

一。不久前，这里入选全国首批陆生野生动

物重要栖息地名录，演绎着钢铁老城“向绿

新生”的鲜活故事。

倘若时间倒转二十年，人们或许很难想

象眼前这一幕生态场景。长江入海口，以钢

铁闻名的宝山区一度以“粗笨重”的形象示

人。这段岸线也被重工业熏黑，黄沙漫天、

钢渣遍地，钢渣覆盖面积一度达到40多万

平方米。岁月变迁，在绿色循环利用的新理

念下，钢渣上长出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公

园，不久前入选为市五星级公园。

作为工业重镇、人口大区，宝山区过往

的发展模式不可避免地对环境产生负面影

响。在要素成本优势逐步减弱的当下，实现

“更高质量的GDP”需要生态保护、环境治

理齐发力，做优生产生活品质。

钢渣上长出候鸟栖息地、湿地公园，这

些反差的背后恰恰映射出发展新理念——

不再“唯GDP论英雄”，更注重做好打基

础、利长远的“潜绩”。对于加快打造“全

市绿色低碳转型样板区”的宝山区来说，

要下好先手棋、争当排头兵，在绿色低碳

方面实现全方位、全领域的示范引领。新

的一年，宝山区立下具象目标：到2025

年，绿色低碳转型样板区建设取得初步成

效，区域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

结构持续优化，绿色低碳产业规模突破千

亿级。

“含绿量”就是“含金量”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当城市发展

走出“摊大饼”模式，逼近资源“天花板”，如

果能在传统产业中找准绿色新机遇，挖掘捕

捉新业态新模式，就能将“含绿量”转化为

“含金量”。

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宝山区将统筹抓好

先行先试和全面推广。特别是推进绿色低碳

核心功能区规划研究，加快以宝武（上海）碳

中和产业园为主要承载区建设，推动辐射南

大智慧城、吴淞创新城、滨江邮轮带等重点区

域绿色低碳转型，通过空间集聚和功能集聚，

以智能化促进绿色化，以绿色化带动智能化。

宝山区辖区内存有宝武集团的众多工业

厂房。近年来，该集团因地制宜，推动分布式

光伏开发建设，并就近在园区内消纳，提升可

再生能源使用，努力实现“城市钢厂”绿色转

型。生动鲜活的绿色实践案例，推动绿色生

产转型从被动到主动，从某几个环节到全流

程、全领域。

不久前，宝武（上海）碳中和产业园先行

启动区正式投用。从进驻企业到园区厂房，

处处透出绿意、时时注入低碳理念，让绿色低

碳产业链供应链变得可感可知。

无独有偶，脱胎于上钢五厂部分旧有厂

房的宝山科创人才港甫一亮相，也收获了无

数关注。诸多新兴企业看中了约26平方公

里的吴淞创新城所带来的规模效应，期待在

此试水新业务、新场景。

从重工业厂区蝶变而来的绿色创新场

域，对企业来说蕴含无限机遇可能。可“无

限”的另一面，对应的是海量信息数据。对于

不少中小企业来说，行业选择多、产业链条

长，究竟如何选准痛点场景，才能提升绿色创

新效能？为此，宝山区牵头研发长三角绿色

低碳供应链公共服务平台，建立高质量的低

碳供应链数据库和碳排放因子数据库，集成

长三角碳足迹评价数据库，目前已顺利上线

运营。该平台囊括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绿色

生产、绿色营销、绿色运输、绿色回收等低碳

供应链全流程，将绿色链条可视化，让更多创

新主体“按图索骥”，少走弯路，提升效率。

在宝山区，越来越多绿色低碳创新主体瞄

准平台服务、标准制定聚力用力。比如，易碳数

科正积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参与由工业和信

息化部牵头推进的工业数字化碳管理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同时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

角等区域相关平台建设，让更多中小企业高效、

低成本地实现绿色转型。

搭建平台、积累数据，都是为凝聚合力，加

快建设绿色低碳供应链标准体系。此前，世界

首个中国钢铁价格指数在宝山区发布，并被纳

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有色金属全球交易指数。

“世界首个”的背后映射出宝山区积极用好既有

资源、先发优势，在绿色低碳供应链的标准体

系、服务体系上率先发力、抢得先机。

下一步，宝山区将继续发挥优势、锻造长

板，聚焦碳核算、碳认证、碳金融等领域，统一产

品碳足迹数据核算标准和评价，力争形成“上海

标准”，抢抓国际规则标准制定权、话语权，为全

市作出更大贡献。将继续做强做优工作专班机

制，加快制定出台绿色低碳供应链体系建设实

施方案，并同步筹划发布活动。推动碳中和产

业园建设，集聚一批链主企业、功能总部、专业

服务机构，壮大绿色低碳产业生态圈。比如，针

对欧冶云商、易碳等龙头企业扎堆的同济路沿

线，计划集聚一批绿色低碳供应链上下游企业，

酝酿建设同济路“绿色经济通道”。

绿色生产生活相辅相成

低碳生产和绿色生活彼此相互促进、互为

支撑。通过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

污染少的低碳生产体系，能为绿色生活提供多

样选择。绿色生活也能倒逼推动低碳生产，通

过绿色消费推动企业选择低碳生产方式。统筹

抓好低碳生产和绿色生活，是宝山区当好全市

绿色低碳转型样板的重要实施路径之一。

新年伊始，国产大邮轮占据社交媒体话题

讨论度的“C位”。少有人知，这艘邮轮停泊的

吴淞国际邮轮港码头内，一场绿色转型正悄然

进行。放眼全球，港口岸电系统建设及应用是

港口绿色发展的关键途径，也是减少靠港船舶

温室气体排放和污染排放的有效手段。当前，

世界范围内都在推广岸电系统建设和应用。吴

淞国际邮轮港码头也正加快建设岸电供应系

统，以确保邮轮靠泊码头后能使用码头提供的

岸基电源。目前，3个泊位岸基供电系统已建

设完成，能为来往邮轮供电，以减少其在停靠期

间造成的大气污染物排放。

结合通江达海的独特地利，宝山区将绿色

交通作为重点发力的新领域新方向，将聚焦能

源转型，大力发展光伏、风能等新能源，并加快

推进重点行业清洁能源替代。围绕“加快城市

建设绿色低碳转型”这一目标，宝山区已编制发

布了《建设交通领域建设全市绿色低碳转型样

板区三年行动计划》。其中明确：到2025年，大

力发展绿色交通，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

方式，加强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电动

汽车充电设施、加氢站、邮轮码头岸电设施建设

力度等。

紧盯能源绿色转型，宝山区还将目光放诸

于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期待借助特高压

“大容量、远距离、高效能”的输送优势，实现跨

省跨区资源配置，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绿电

合作共赢。

抢抓产业新机遇，寻求动能新突破，宝山区

正积极寻觅低碳生产、绿色生活的有机结合点，

撬动释放绿色创新效能。

宝杨宝龙广场，宝山区首批探索绿色转型

的商场之一。设立楼宇智能化管控系统、改造

采光顶隔热、提高绿色运营……种种创新举措，

令绿色消费新场景跃然眼前，一举破解了传统

商场运营的低效难题。提高运营效率、优化消

费体验，绿色商场的创新探索，让绿色理念潜移

默化地传递给更多消费者。

坐落于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公园东北角的

“长江11号主题邮局”，由“绿色江河”公益组织

发起。透过一根网线，该邮局与依着雪山高原

建起的“长江1号邮局”隔屏互动，恰如长江首

尾相连。长江源头的一草一木纷纷“入画”，生

态环境的齐抓共保护有了现实演绎。与长江源

头的亲密互动，延展出一堂堂身临其境的环境

教育课。广大青少年在提升生态环保意识的同

时，也对保护传承宝山滨江文化与自然价值有

了深入思考。

激励更多绿色生产生活行为，离不开制度

设计。宝山区将探索构建碳普惠机制，分类推

进节约型机关、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商场

等创建活动，营造绿色低碳生活新时尚。比

如，大场镇部分社区以“时光存折积分卡”为依

托，先行试点绿色生活积分奖励机制，为居民

绿色低碳行为提供优惠和补贴，打造社区版

“碳普惠”。

绿水青山成色更足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

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对滨江临海的宝山区来说，统筹抓好环境

整治和污染防治，正是建设全市绿色低碳转型

样板区的重要内涵之一。

沿着外环高速，有一条长约98公里的大型

绿化带，宛如“翡翠项链”环抱上海。“十四五”期

间，上海将以这条绿带为基础，建成拥有50座

公园的环上公园群。坐落于宝山区的丰翔智秀

公园也是绿色群落的成员之一。从“看得见走

不进”的郊区密林到“可以穿行的绿洲”，从社区

荒地到家门口生境花园，一个个曾尘土飞扬的

产业园区正渐次铺满绿意，让产城融合的图景

变得更具象生动。今年，宝山区将继续织

密绿色生态网络，新建各类绿地50

公顷、绿道5公里、立体绿化3

万平方米，新增市级公园

2座，实现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达11.88平

方米。

一轮轮城市更新中，规划者始终记得留存

水乡文脉、乡村肌理。在最新发布的上海市首

批森林乡村名单中，位于宝山区罗泾镇的塘湾

村、花红村顺利入榜。有评委这样历数其优势：

乡村自然生态风貌保存完好、森林功能效益突

出、涉林产业发展良好、人居环境整洁。

森林乡村的养成，离不开久久为功的生态

环境保护。以花红村为例，从水生植被恢复、水

生态系统长效管理等方面入手，花红村陆续改

善了大寨河等10条河道水底生境环境、提升水

景观风貌，实现水体持续自净，并具备一定的抵

御外界污染的能力。

水利部近日公布的2023年度国家水土保

持示范名单中，宝山区罗泾镇长江口生态清洁

小流域成功入选“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工程”。这

也是宝山区首次获此殊荣。作为上海市首批建

设的“50+X”个生态清洁小流域之一，罗泾镇打

破村组界限，以流域的理念优化资源配置，努力

建设水源保护和美丽乡村有机共生、相融相促

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样本。接下来，宝山区将继

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巩固示范创建

成效，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继续加快推进罗

泾、罗店、月浦、顾村4个重点镇生态清洁小流

域建设。

为更好破解河湖治理中客观存在的部门分

散、职责不清等问题，宝山区将压实各级河长职

责，加强水面积管控和河湖水质监测，夯实河湖

长效管理。新的一年，还将加快水利设施建设，

推进北泗塘水闸外移重建以及泰和污水处理

厂、淞浦路等岸段蕰藻浜防汛设施提标改造等

项目。

作为工业物流大区，扬尘污染一度是影响

宝山区大气环境质量的突出问题。其产生因素

是复杂的，解决途径同样也不能仅依靠某个部

门的单打独斗。为此，宝山区创新探索大气综

合治理模式，创立扬尘污染防控“片长制”，通过

划片包干，全面调动条块行政资源。今年，宝山

区将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落实新一轮清

洁空气行动计划，确保PM2.5、AQI（环境空气质

量指数）优良率等指标保持较好水平。特别是，

打好消除重污染天气、臭氧污染防治、柴油货车

污染治理攻坚战，巩固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

成果，加强扬尘污染防治。

以绿色发展理念重塑生产生活，让绿水青

山成色更足，这既是宝山区一以贯之的努力方

向，也是新一年的奋进目标。

钢渣堆场长出湿地，老工业基地“向绿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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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色循环利

用的新理念下，钢

渣上长出的吴淞炮

台湾国家湿地公

园，不久前入选为

市五星级公园。

朱嘉奕摄

全市首个以绿色低碳创新及产业发展为特色的核心产业园区——宝武（上海）碳中

和产业园内，先行启动区已正式投用。 朱嘉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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