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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莉：让涉案未成年人感受到法律的威严和温度劳动筑梦劳动筑梦··榜样同榜样同行行30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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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开州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五部（未成年人检察科）负责
人王莉从检十余年来，潜心耕耘在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一线。她经手的案件曾
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加强未成年人司
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她成功推动开
州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取
得优异成绩，不仅连续6年居全市基层
检察院目标考核前列，检察五部还获评

“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维护妇女儿童
权益先进集体”“全国巾帼文明岗”“重
庆市青年文明号”等荣誉称号；她先后
获得“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
人”、重庆市第四届“关爱明天、普法先
行”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优秀辅导员”
等诸多荣誉。

不忘初心使命

从公诉人到“莎姐”，王莉坚持初
心不改，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履
行党员职责，践行党员使命。作为

“莎姐”检察官，她努力让每一个涉案

未成年人感受到法律的威严和温度，
撤销（变更）监护权案件20件 31人、
拟制并发出检察建议 22份，创建法
治教育基地、企业观护基地 6个，开
展涉罪未成年人帮教 65人、未成人
困境儿童救助44人。

王莉坚持有为有位，充分发挥带
头作用，在疫情期间为开州区福利
院、51名贫困山区留守儿童、8人困
境儿童学校送去防疫物资，助力孩子
复学；主动加入守护一线医护人员家
庭志愿团队，组织并参与录制歌颂医
护人员的视频被央视转播。

践行司法理念

3年来，王莉共办理批准逮捕案件67
件94人，审查起诉案件111件159人、疑
难复杂案件20余件，其中涉黑恶势力犯
罪案件6件39人，对涉恶性质、罪名、事实
认定准确，均被法院依法采纳取得良好社
会效果。向侦查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
书38份均得到有效回复，立案监督23件

26人、性侵立案监督1件1人，追诉漏罪
23条，追诉漏犯7人，严格履行办案中的
法律监督职责，所办案件无一错案，每起
案件均做到案结事了。

王莉办理的陈某某等人强奸案准确

定性罪名、成功追诉4名犯罪嫌疑人被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荣记个人“三等功”。

积极主动履职

近年来，王莉不断致力于完善未成

年人保护体系。她推动开州区9家单位
参与全区《监护缺失儿童权益保护》专
项行动，深化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依法
能动履职，加强衔接配合，力求从源头
上解决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目前已为徐某某、许某某两名
未成年人提供有针对性的救助方案取
得良好社会效果。同时，她努力探索建
立针对罪错未成年人公检联动机制，建
立全市首个罪错未成年人帮教矫治中
心，将帮教矫治中心前移，实现对未成
年人帮教教育和临界预防的一体化衔
接，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王莉组织并参与拍摄的公益微电
影《“未”梦而行》被评为首届全国未成
年人检察微电影微视微动漫优秀奖；
组织参与拍摄的法治教育片《法外少
年》作为全区法治宣讲团宣讲素材，普
法覆盖全区59所初中、高中。

注重提炼总结

王莉多方统筹协调不断探索前

进，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吸纳、统筹外界
力量，着力构建一体化未成年人检察
救助、帮教、保护、预防体系，并全力推
行推广，甘做“敲门砖”和“引玉砖”。

王莉积极对接开州区民政局、区
教委、区司法局、区妇联等相关单
位，参与制定了《亲职教育制度》《维
护未成年人权益心理辅导机制》
《“一站式”救助机制》《关于进一步
加强检察环节监护困境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意见（试行）》等多项工作机
制，将培训学校、相关企业等社会力
量共同融入到未成年人保护队伍中
去，将涉罪未成年人、罪错未成年
人、未成年人被害人一并纳入帮教、
救助的大盘，结合未成年人检察各
项信息平台、培训就业观护基地等
资源，制定个性化帮教、救助方案，
切实做到件件有效果。

潘锋
图片由开州区人民检察院提供

王莉王莉（（右右））与同事探讨业务与同事探讨业务

□本报记者 杨永芹

4月4日，长寿经开区化中大道旁，一座红
蓝色调的类似加油站的建筑，在蓝天白云下格
外引人注目。

走近一看，这座建筑的顶棚上标注着氢能
标识。原来，这是一座加氢站，而非加油站。

“这是长寿首座氢能母站，将于本月内
投产，可满足‘成渝氢走廊’20座加氢站的氢
气需求。”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
公司（简称川维化工）发展规划部专家周昌
贵告诉记者，与普通加氢站不同，加氢母站
既可以为车辆提供加氢服务，还能依靠氢气
管线的接入具备氢气充装批发功能。为这
座氢能母站源源不断提供高纯度氢气的，正
是川维化工。

原本烧掉的工业“尾气”经提纯
变成宝贝

川维化工之所以能提供氢气，是因为其在
生产醋酸产品的过程中，会产生工业副产氢
（可以理解为工业“尾气”）——粗氢：氢含量
96%~98.5%。

“我们生产醋酸，一年约产生4亿立方米
粗氢。过去，因受技术限制，这些粗氢主要是
当作生产醋酸的燃料烧掉，没有提纯高效利
用。”周昌贵说。

近年来，随着我国进一步重视绿色新能源
的发展，川维化工判断，提高氢能利用效率的
机遇已经来临。之所以作出这个判断，除了宏
观层面的支持，还基于以下两点：

一是重庆明确提出，要稳步推进制氢、储
氢、运氢、加氢等设施设备建设，在成渝高速、
渝万高速等沿线布局一批加氢站，与成都已建
成的加氢站衔接，共建“成渝氢走廊”。

二是川维化工的母公司——中国石化提

出打造“中国第一氢能公司”，规划到2025年
建设1000座加氢站或油氢合建站。

“这让我们看到发展氢能的巨大机遇。”周
昌贵说，川维化工制定了发展氢能计划，即采
用变压吸附（PSA）技术，将粗氢进行物理提
纯，提纯后的氢气纯度可达 99.999%，高于
99.97%的氢燃料电池车用氢气国家标准。提
纯后的高纯度氢气既可以作为氢燃料电池用
氢，也可以作为高纯度氢应用于工业生产，实
现工业“尾气”的高效利用。

“这就像沼气池推广以前，农村用秸秆生
火做饭，而有了沼气池技术后，秸秆发酵产生

的沼气不仅能生火做饭，还能点亮沼气灯照
明。”周昌贵说。

西南最大氢燃料电池供氢装置
本月内投用

2022年6月，川维化工正式启动氢燃料电
池供氢装置项目建设，对工业“尾气”进行大规
模提纯，由此正式进军氢能源新赛道。

4月4日，记者在该项目建设地看到，位于
川维化工东区的氢燃料电池供氢装置已全面
建成，密密麻麻的各色管道已成网成群，技术
人员正对供氢装置进行最后调试，本月内，就

将与前面提到的氢能母站同时投用。
“这是西南最大氢燃料电池供氢装置项

目。”周昌贵说，该装置输入端连接着50米外
川维化工粗氢排放管道，输出端连接着500米
外的氢能母站。它通过采用变压吸附（PSA）
技术，每小时可产生3000立方米高纯度氢气，
满足氢能母站需求。

周昌贵介绍，氢能被称为“21世纪的终极
能源”，根据国际氢能源委员会发布的《氢能源
未来发展趋势调研报告》，2050年全球氢能源
需求将增至目前的10倍，全球氢能产业链产
值将超过2.5万亿美元。

而在国内，氢能被确定为未来国家能源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用能终端实现绿色低碳
转型的重要依托，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
产业重点发展方向。据预测，2060年，我国氢
气需求量将超过1.3亿吨，氢能占终端能源消
费比重将达到20%。

“接下来，我们还将根据氢能发展实际情
况，适时追加新项目，提高高纯度氢产能，以实
现氢气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周昌贵表示。

顺势推动建设重庆首个“无废
工厂”

将粗氢变成“宝贝”，让川维化工打开了绿
色发展的大门。目前，作为国内最大的天然气
化工化纤企业，川维化工正顺势推动建设重庆
首个“无废工厂”。

围绕打造“无废工厂”，川维化工近年来环
保投入累计超过15亿元，实施了源头减排、末
端治理、循环利用等系列环保工程，并开展了

“水资源高效利用研究与应用”“无异味工厂”
等行动。

如川维化工在醋酸生产过程中，每年要产
生约3.5万吨废硫酸，为处理这些废硫酸，川维
化工新建了一套废硫酸再生循环利用装置和
回收治理装置，将上游装置产生的废硫酸以及
挥发的硫酸，经高温焚烧裂解、净化、干吸、转
化等，生产出合格硫酸产品，从而实现对废硫
酸的回收提纯，达到循环使用目的。

除此之外，川维化工还推动实施了高浓度
甲醇废水产品化、炭黑干化综合利用、建设排
泥水综合利用装置等绿色环保项目。如今的
川维化工厂区，可见密密麻麻的管道矗立在地
面上，现场也能听到设备隆隆的作业声，却闻
不到任何异味，看不到任何废水、废渣。

一系列环保举措，推动了川维化工污染物
排放浓度和排放总量大幅下降。相关数据显
示，目前川维化工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已提高
至98%以上。2022年，公司废水排放量同比
减少30%，化学需氧量同比减少49.5%，氨氮
排放量同比减少67%，二氧化硫排放量同比减
少32%。

氢能被称为“21世纪的终极能源”，发展空间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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