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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寻绿色发展新机遇
——2023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观察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推
进“碳达峰”“碳中和”的主战场。在践行高质量
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
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能源清洁低碳高
效利用，寻求绿色发展新机遇。

9月6日至8日，2023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
论坛（简称“太原论坛”）举办，3000多名国内外
能源领域的专家学者会聚于此，共商能源智慧
发展之策。借力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大潮，传统
高碳能源加快实现低碳发展；层出不穷的低碳
新技术、新产业，催生更多发展机遇；国际合作
日益加深，能源转型的中国方案备受瞩目……
作为全球能源领域高端对话平台，“太原论坛”
透露出当前能源转型新图景。

数智赋能传统能源低碳发展

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能源基本国情，如
何在高碳环境下实现低碳发展？参会嘉宾表
示，能源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将改变能源行业
现状，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

笔者从论坛上了解到，得益于 5G、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传统煤炭生
产场景正在被重构。在山西焦煤集团华晋焦煤
有限责任公司沙曲一号煤矿井下，智能化综采
工作面已增至6处。“上百座液压支架自动跟机
作业，采煤机可以自动切割，不需要人为操作，
效率大幅提升，单位能耗明显降低。”煤矿综采
二队队长杨杰峰说。

杨杰峰所在的综采二队过去有15个人，现
在只有8个人。“比过去轻松多了”是井下矿工
们的最大感受。

笔者从“太原论坛”组委会了解到，我国在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上持续发力，率先建成全球
首座5G煤矿，煤矿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快速提
升，能源兜底保障能力随之增强。在能源大省
山西，截至今年6月底，这个省已建成46座智
能化煤矿、1161处智能化采掘工作面，煤炭先
进产能占比超过80%。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灵活智能也是重要支
撑。“我们坚持智慧融合，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升
级，积极建设智慧电厂，打造智能控制体系与智
慧管理体系相融合的数字化燃煤燃气电厂。”在

“太原论坛”期间，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邹磊说，率先实现“晋电下江南”的阳城电厂，
如今正在全力推进风光火热储一体化综合能源
外送基地的开发，打造“绿电下江南”新名片。

数智赋能高碳能源低碳发展，2019年以
来，山西省能耗强度累计下降13.22%。在“太原
论坛”中，山西省提出，在全力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的基础上，山西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低碳
化、智能化改造，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持续
明显下降。

绿色低碳助力新兴产业星火燎原

“我们研发的这台发动机是全国首创。”在
“太原论坛”甲醇经济论坛期间，一台船舶用甲
醇发动机吸引了大量观众，山西榆新甲醇发动
机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建生说，甲醇在能源领域
的应用催生了大量的发展机遇。

甲醇重卡、醇电混动轿车、甲醇清洁取暖
锅炉……在山西省晋中市，随着甲醇应用领域
的不断拓展，“醇、运、站、车、捕”的全链条甲醇
经济新生态基本形成，正在全力打造千亿级甲
醇经济高能级产业版图。

甲醇是绿色低碳能源催生出的新型能源。
在“太原论坛”上，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
说，今年，吉利参与建设的全球首个规模最大
的二氧化碳加氢制绿色低碳甲醇工厂已经投
产，其利用焦炉气中的氢气，与从工业尾气中
捕集的二氧化碳合成绿色低碳甲醇，每年可生
产11万吨甲醇，直接减排二氧化碳16万吨，实
现了二氧化碳的资源化利用。

国内首条年产1.5万吨石油催化裂化前驱
体生产线在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正式投产、中
科院山西煤化所建成国内第一条宇航级碳纤
维生产线解决了国防关键材料“卡脖子”问题、
我国首台氢动力机车在山西大同下线、国内首
个薄煤层气大规模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近
年来，山西一批减碳、零碳、负碳技术取得突
破，科技成果加速转化。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临说，坚持把
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
之策，当前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生
产供应系统，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已经突
破13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48.8%，光
伏组件、风力发电机等产品产量占全球的
70%，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全球的一半以上，
中国以实际行动扎实推进能源低碳发展取得
重要成效。

国际合作共享全球能源低碳发展新机遇

中国正在以实际行动扎实推进能源低碳
发展，并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在“太原论坛”冰岛主宾国论坛上，中外合
资企业中石化双良公司与山西省临猗县政府
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地热能领

域进行深度合作。
冰岛环境、能源与气候部长格维兹勒于

尔·索尔·索尔达松说，中国和冰岛在减缓气候
变化行动方面有很长的合作历史，并取得了切
实成果。中石化集团公司和冰岛极地绿色能源
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地
热集中供暖企业。如今，这个合资公司——中
石化绿源地热能开发有限公司正在为中国70
多个县市提供可再生能源集中供热，它使中国
的碳足迹减少了2000万吨二氧化碳。

坚持在开放条件下保障能源安全，中国正
在与国际社会共享低碳发展新成就。山西省电
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承建的新加坡腾格水库
60兆瓦水上光伏项目，满足了新加坡公用事业
局每年7%的能源需求；山西省偏关县晋电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利用法国开发署贷款2700万欧
元，投资建设24兆瓦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项
目，成为山西省近年来利用外资标杆项目。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弗朗西斯科·拉·
卡梅拉表示，在2021年至2022年期间，全球发
电成本大幅下降5%，与此同时，太阳能光伏发
电项目的发电成本同比下降3%，全球发电成本
连续几年大幅下降，这一成果离不开中国做出
的贡献。中国始终致力于塑造全球可再生能源
发展格局，以推动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

牙买加副总理兼国家安全部长霍勒斯·张
说，牙买加的碳氢能源管理团队随时准备与中
国合作，在技术和其他体制方面促进完善了牙
买加的清洁能源管理。

与会嘉宾认为，通过共商能源智慧发展之
策，低碳发展的种子广为撒播、开花结果，共建
清洁美丽世界将不再遥远。

（新华社赵东辉柴海亮梁晓飞王劲玉）

近年来，贵州省黔西市协和镇石人小学结合学校实际，建立校园农耕体验基地，开辟“果林体验园”“学农体验园”“农耕体验园”“农
具体验园”等多个劳动教育实践区，引导学生亲近自然、体验生活、参与劳动。图为9月7日，在协和镇石人小学的农耕体验园里，学生采
收成熟的高粱，享受丰收的喜悦和劳动的快乐。 周训超 摄

9项展览亮相敦煌
展现文明互鉴新图景

新华社兰州9月7日电（记者张玉洁）第六
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6日拉开
帷幕，9项展览亮相甘肃敦煌。展览内容涵盖丝
路沿线精品文物、艺术作品、文创产品等，展现
了文明互鉴新图景。

土库曼斯坦是本届敦煌文博会的主宾国。
主宾国专题展展出了土库曼斯坦的特色服饰、
传统乐器、丝绸地毯、民俗照片等，流露出浓郁
的丝路风情。

“丝绸之路绘画艺术精品展”展出了中国、
法国、土库曼斯坦、意大利等十余个国家的约
百幅作品。展览中既有西方传统油画，也有张
大千、齐白石等人的国画，还有海外画家创作
的以敦煌文化为主题的油画作品。作品展现出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丝路艺术魅力。
“艺汇丝路——丝路童心”上合组织国家儿

童画展，展出了中国、印度、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
疆等11个国家的数百幅儿童绘画作品。在儿童笔
下，“九色鹿”等敦煌壁画经典形象更添童趣。

此外，在敦煌国际会展中心，还常设有“融贯
东西的典范 敦煌文化主题展”。数字化高保真复
制壁画、敦煌出土简牍、敦煌壁画建筑复原模型
等，展现了多元文明在敦煌交融荟萃的历程。

目前，相关展览已免费向公众开放。

2023第二季度“西安好人”
视频发布活动举行

本报讯（西文）9 月 5 日，“微光如
炬”——西安市思想道德教育开学第一课
暨2023年二季度“西安好人”视频发布活
动在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方新小学举行。
经群众评议推荐、专家评审，曹梅等20人
荣登二季度“西安好人榜”。

活动现场，从全市各行各业推选出的
“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
奉献”“孝老爱亲”五个类别身边好人走进
学校课堂，面对面地为学生上好“开学第一
课”。同时，活动以好人事迹短片展播的形
式，发布了2023年二季度“西安好人榜”。

据悉，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委文
明办主办，华商报社承办的“微光如炬——
讲述西安平凡人不平凡的故事”短视频融
媒活动也即将全新上线，持续聚焦市民群
众身边好人鲜活故事，拍摄制作原创创意
视频，讲述身边好人不平凡的故事。

近年来，西安市持续深入开展“西安好
人”推荐选树活动。截至目前，西安市共评
选上榜“西安好人”982人（组），推荐上榜

“陕西好人”267人（组），荣膺“中国好人”
152人（组），形成了西安好人群体“一城好
人 德润古城”的生动局面，为奋力谱写新
时代西安追赶超越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
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和道德滋养。

山西阳泉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专题培训班

本报讯（芦蕊）为进一步提升全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工作水平，促进中心建设提质增效、提档
升级，更好地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满足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新期待。9月6日至8日，山西省阳泉市
举办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专题培训班。

此次培训班采取“专题辅导+实地观摩+
经验交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邀请省文明办
领导、志愿服务专家授课，从中央、省级层面解
读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开设“中国
式志愿服务”课程，从队伍建设、活动开展、项
目培育等方面讲解志愿服务工作。邀请获得全
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最美
志愿服务社区”水滩社区负责人等进行经验交
流。同时，全方位总结各县（区）文明实践工作
特色做法、先进经验，对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成果进行了展示交流，让参训人员真
正学有所获、学有所思、受益匪浅。

四川省举行首届
公益慈善文艺晚会

慈善之夜，共话美好。为落实省委、省
政府关于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决策
部署，讲述慈善故事、凝聚慈善力量、传播
慈善文化，9月6日晚，由四川省民政厅、四
川省慈善联合总会主办的“蜀善有你 爱心
传递”——2023四川省首届公益慈善文艺
晚会在成都举行。

近年来，四川慈善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不仅在“9·5”泸定地震等危难时凝聚起磅
礴力量，更通过日常的慈善项目、志愿服
务、公益活动等，将慈心善行撒满巴蜀大
地。特别是2022年以来，四川省民政厅着
眼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开展了大量
有针对性的工作，全省慈善事业又站上了
新的起点。

晚会上，四川省民政厅与深圳市腾讯
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现场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用科技赋能民政事业发展，激发“科
技向善”的力量。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与深
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现场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携手推动少年儿童“读好书”，以高品质
阅读推动美好未来。

此次晚会是四川省首届以公益慈善为
主题的文艺晚会，采取“现场+直播”的方
式、“慈善+文艺”的形式，创新慈善表达、弘
扬慈善精神，助推形成“人人向善、事事行
善、时时可善、处处有善”的良好格局。

（据川观新闻李丹）

（上接1版）
在推进教师专业发展方面，2022 年、

2023年，中央财政每年投入超过22亿元实施
“国培计划”，每年培训教师超过100万人次，
提升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同时，注重提升中小
学教师科学素养，教育部联合中国科学院举
办“特色科学教师研修班”，联合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协举办中小学教师科学素质提升培
训，科教协同提升科学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推
进教师队伍建设的数字化转型，常态化开展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寒暑假研修，2023年
暑期教师研修参与教师超过1600万名。

提升待遇保障，弘扬尊师风尚

城市地标的灯光，为教师点亮；报告会场
的掌声，为教师响起。

为庆祝第三十九个教师节，全国优秀特
岗教师巡回报告活动、“城市亮灯”感念师恩
尊师活动、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学习宣传活动、
教师走访慰问活动等正在各地各校开展。

师者，人之模范也。如今，师德师风建设

取得新成效。教育部注重厚植教师信念情怀，
加强师德学习教育，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
务平台建设了师德课程资源；今年以来，举办
多期高校青年教师国情教育研修班和中小学
校领导人员及骨干教师师德师风教育示范研
修班。

与此同时，教师管理改革和待遇保障的
新进展，增强了广大教师的获得感。

“过去，每天上下班要往返奔波100多公
里，一大早得赶一个小时才能到学校。有了周
转宿舍之后，不用奔波了！”住进教师周转宿
舍，山东省齐河县胡官屯镇中心幼儿园教师
王敬更加“安居乐教”。

“工资待遇中，除了五险一金、基本工资
和绩效工资，还有乡村教师生活补助、乡镇工
作补贴等。”广西平果市新安镇中心小学教师
黎宁笑着说。作为95后乡村教师，黎宁干劲
十足。

这是教师待遇保障持续加强的缩影。一
系列政策措施的落地，助力优秀人才热心从
教、精心从教、长期从教、终身从教。

——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随当地公务

员工资待遇调整联动机制更加健全。教育部
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部门，多
方联动，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
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成果。

——教师住房保障进一步加强。教育部
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继续
加快边远艰苦地区乡村学校教师周转宿舍建
设，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
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

——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深入实施。
目前，中西部22个省份715个原连片特困地
区县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覆盖约7.3
万所乡村学校，受益教师约130万人，人均月
补助额394元。

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
一生秉烛铸民魂。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表示，要
大力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持续
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营造尊师重
教社会风尚，构建全方位的教师发展保障体
系，激励教师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
先生”。 （《人民日报》吴丹吴月）

让志愿服务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筑牢教育强国根基

（上接1版）
“每周一小时”项目还广泛联动全市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小学校、城乡社区、社会
组织、热心市民等，点燃全社会的参与热情。
2021年至2022年，在成都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的统筹下，“每周一小时”项目联动成都市
志愿服务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社会组织
等，推动100支具有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党
员志愿服务队伍，以“每周一小时·党员志愿者
为你办实事”为主题，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市急救中心把急救培训器材在北湖生态公
园里铺开，让市民在逛公园的同时也能学习到
急救知识；市三医院的“绿道林盘义诊”活动走
进大邑县的田间地头，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看
病问诊；成都博物馆里，策展志愿者为亲子家
庭“漫话”中国动画发展史，“拾趣”经典动画故
事；成都文化馆新馆里，文化志愿者为青少年
们展现历史长河中的成都漆器之美……

守护群众家园

“感谢您文明游园！送您一朵‘文明玫瑰’，
也请您将文明传递下去！”3月18日，“每周一小
时·文明花开美成都”文明劝导志愿服务活动走
进锦城湖公园，为文明骑行、文明露营、文明游
园的市民送上“文明玫瑰”，同时对不文明行为
进行劝导。当天，30组亲子家庭来到锦城湖公
园，手持一朵朵贴着“谢谢您，让文明花开美成
都”爱心贴纸的“文明玫瑰”为文明游客点赞。

随着露营、骑行等成为公园城市生活新风
尚，为号召市民文明出行、环保出游，“每周一
小时”项目适时推出“就地志愿·无痕露营”“就
地志愿·文明骑行”等活动，引导市民在成都环
城生态区等区域露营、骑行时，做到“0污染0
垃圾0损坏”，并招募市民家庭就地参与文明
劝导志愿服务，设立“就地志愿”便民小站等，
共同守护绿色公园城市。“成都正在建设践行
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我们也在不断
策划志愿服务活动支持公园城市示范区建
设。”“每周一小时”项目负责人钟蓓向记者介
绍，让公园里有文明实践、在公园里做志愿服
务，是成都文明实践的别样风景，也推动了志
愿服务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

“‘每周一小时’项目将不断引领市民把对
城市的热爱，化为无数个‘一小时’的具体行动，
人与城携手并进，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万千
气象的成都篇章。”钟蓓介绍，下一步，“每周一
小时”项目将在四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联建阵
地，形成特色阵地集群；二是提升队伍，强化常
态参与力量；三是做优活动，扩大品牌示范效
应；四是创新宣传，打造全国美誉度大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