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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实习生 李凌儿

4月22日，记者走进位于九龙
坡区谢家湾街道的文化村，历史记
忆与时代场景交相辉映：在标准篮
球场，“建设露天电影”镶嵌其中；在
平整干净的沥青道路漫步，参天古
树不时“出没”；转过一个路口，摆满
老物件的“建设茶馆”就在眼前……

“现在，小区环境优美、出行方
便，老人、娃儿也有耍的地方了。”正
在和姐妹拉家常的小区居民李丽芳
说，过去文化村可不是这样。

文化村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
是重庆建设厂家属区。历经50年
风雨，小区早已破败不堪，住户居民
颇有意见，不少人选择搬离。

转机出现在2023年，按照“十
四五”重庆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
社区服务提升规划，文化村在当年
启动改造。

但，改造谈何容易。作为改造
工程的设计方，重庆源道建筑有限
公司设计师王倩至今回想起来仍表
情凝重：“简直就是在千疮百孔的

‘巴掌地’里，见缝插针地‘绣花’。”

居民楼从“头”改到“脚”

破！这是王倩2023年初见文
化村的第一印象。

上个世纪建设的居民楼普遍使
用预制板，楼顶常年经受太阳暴晒、
雨水浸泡，早已开裂漏水。顶层住
户虽时常找工匠修修补补，依旧免
不了“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家
具腐坏、衣物发霉是常事。

从楼顶顺势而下，整个外墙墙
皮脱落严重。王倩指着居民楼说，
不少居民家中墙壁时有渗水，却无
计可施。

不过，损坏最严重的是底楼外
墙。“不少地方墙壁已经发黑发霉，
石灰块成片脱落、砖头裸露，”王倩
介绍，一遇到下雨，底楼居民返渗严
重，墙面防水形同虚设。

“以前，晚上不敢一个人出门，
楼梯都磨滑了，走不稳怕摔跤，楼道
灯光又暗，楼梯扶手上全是锈疙
瘩。”在3栋住了快20年，今年70
岁的王婆婆坦言。

经过一次次院坝会协商、一次
次入户征求意见，2024年7月，在
2000多户居民的期盼中，文化村改
造工程正式开始。

首先，顶楼不再“打补丁”，而
是新做了全楼面防水层，彻底解决
漏水问题；其次，对居民楼外墙进
行修补粉刷，并拆除之前易燃雨
棚，换成铝合金雨棚；同时，底楼墙
面新增防水层，特别选用防水吸石
瓷砖铺装，既有效防水又方便清洁
养护。

除了提升外在“颜值”，居民楼
的内在“肌理”也在更新。比如，楼
道的入户台阶进行了更换，重新漆
装楼梯扶手，升级照明系统，对电缆
电线进行规范排列。

眼看30栋老旧房屋本体改造
升级完成，王婆婆笑道：“现在，进门
不糟心了，出门稳当了，心里也敞亮
了。”

下功夫打通生命通道

烂！王倩对文化村道路的
“烂”，印象也极为深刻，“第一次来
勘察现场，我们车都没开进来，既怕
道路坑洼不平，也怕路窄无法掉头，
担心车辆有进无出。”

一个小区的道路，为何会烂到
如此地步？

“主要有两个原因。”诚信香包
的老板叶女士已经在51栋楼底做
了8年买卖，刚好地处小区路段破
损的“重灾区”。

叶女士分析，一方面，这里地势
低洼，四面汇水，一下大雨，就变身

“小型养鱼池”，水泥路长期遭受浸
泡；另一方面，这里地处路口，往来
车辆多，路面经受长年累月的碾轧，
破损也就厉害。

地势无法改变，道路问题怎么
解决？

经过反复排查，王倩揪住了“积
水”的关键：小区地下排污管道年久
失修，本来数量配置就不够，还有不
少处于淤堵状态。

为此，文化村下大力气，重新规
划排列地下管网，新建雨水管网约
3.3公里，倾泻而至的雨水终于找到
地下出路。

同时，小区推进约0.8公里道
路“白改黑”，用沥青路全面替换水
泥路，不仅增强道路的抗压力，还有
效减轻尘土，实用又美观。

打通文化村道路“主动脉”的同
时，“车辆乱停放”的道路“血栓”也
一并被清除。

“小区进行了道路规范划线，最
大限度利用边角地带新增98个停
车位，对‘僵尸车’进行了拖移，全面
打通生命通道，实现居民畅通出
行。”九龙坡区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千方百计强化配套功能

小！这是改造过程中，让王倩
最为头疼的难题，“简直是在‘巴掌
地’里见缝插针地‘绣花’。”

原来，文化村公共服务设施急
缺，小区配套亟待完善，需要新建不
少公共空间。但是，小区地形地貌
高低不平、破碎零散，“小区高差超
过10米，最大的一块地，刚好只能
放下一个篮球场，设计难度极大”。

左思右想，王倩拿出两个办法。
其一，拆建。比如，文化村拆除

以前危旧房屋，新建2670平方米社
区综合服务中心，新增社区食堂、青
少年托管服务站、24小时社区超
市、社区会客厅、社区心理辅导室、
闲置物品置换等综合服务功能。

同时，文化村还拆除原有破旧
仓库，新建青少年托管服务站，解
决附近学校孩子放学后的作业托
管、自习辅导、就餐搭伙等社会需
求。

此外，为了传承建设厂老茶馆
的历史记忆，设计团队拆除荒废的
配电站，建起“建设茶馆”。瓦红色
的墙壁上，老式的电铃、收录机、天
然气灶等物件依次排列，在氤氲的
茶香中，见证光影变迁。

其二，叠加。“你看，这个社区篮
球场，以前破损严重、配套欠缺、功
能单一、场地利用率很低。”王倩介
绍，为此，除了修复球场，还增加休
闲座椅、运动铺装、球场照明、公共
厕所等配套设施。

为了进一步丰富社区文化、再
现乡愁记忆，文化村还在篮球场叠
加“露天电影”，把上个世纪的建设
厂“电影院”搬进了现实，创新打造
文化阵地，让单一运动空间发挥出
更大的社会综合效能。

此外，文化村还翻新通往黄
家码头的梯坎路，植入建设厂特
有历史文化符号，打造“建设步
道”，既方便居民日常出行，又建
成一条具有特色历史文化的山地
游憩路线。

“今年2月，文化一二村片区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全面完成，共改
造户外活动空间3.6万平方米，地
面绿化补建3300平方米。”市住房
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
文化村还预留了养老等品质提升
项目，将持续推动文化村蜕变焕
新。

“巴掌地”上“绣花”

文化村“年近半百”迎新生

⑤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光红

2024 年，公司年产值达到 167亿
元、同比增长20.3%，是南川老厂巅峰时
期年产值的8倍多；今年前两个月，公司
已实现产值31亿元、同比增长27.8%，
保持快速上升势头。

不仅如此，过去，南川老厂能耗和排
放指标在全国同行中排名靠后。如今，
这两项指标已领先全国同行。

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重庆市
九龙万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九龙万博）除了靠自身努力外，还得益
于重庆积极推进转型金融改革试点，以

“金融活水”为企业绿色低碳转型赋能。

建新厂缺资金，转型金融
解燃眉之急

九龙万博是重庆市博赛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赛集团）旗下企
业。它的故事得从20多年前说起。

2003年，博赛集团在南川区建成
投产一家年产80万吨氧化铝的生产企
业——先锋氧化铝厂（即南川老厂）。
这是我国第一家民营氧化铝厂，依靠它，
博赛集团一路“拼杀”，高铝熟料、棕刚玉
和硅锰合金等多个细分领域单品产销量
持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

然而，经过多年发展，南川老厂却遇
到了资源优势难以为继、产能规模小、物
流成本高、设备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瓶
颈。加之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到2020年
前后，该厂效益出现下滑。与此同时，南
川老厂还存在能耗高、排放指标偏高的
问题，按照国家相关部署，其推进绿色低
碳转型势在必行。

当时，博赛集团面临两个选择：一是
只对南川老厂进行技术改造。这虽然成
本不高，但从远期来看，终究要被市场淘
汰出局；二是重新建造工厂，引入全新先
进的现代化生产线。但这样做费用将高
达数十亿甚至上百亿元，何时才能收回
投资？

最终，博赛集团决定：到万州区建新
厂，然后关停南川老厂。

2020年9月，总投资75亿元的九龙
万博新厂项目正式开工。项目建设过程
中，九龙万博出现10多亿元资金缺口，
九龙万博负责人为此焦虑万分。

好在之前与博赛集团有合作的重庆
农村商业银行及时伸出援手。

当时，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正
牵头在万州区开展转型金融改革试点。
作为参与试点的银行之一，重庆农村商
业银行对九龙万博进行了详细调研。“我

们认为，该公司技术实力雄厚、产品市场
前景好，项目建成后将迈出绿色低碳转
型的一大步，实现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万州分行相
关负责人介绍。

于是，该分行创新推出转型贷款金
融产品，为九龙万博发放贷款15亿元。
同时，该分行还向为九龙万博供电、供设
备的企业分别投放了5亿元和6亿元贷
款，为项目建设保障再加码。

“银行贷款解了燃眉之急，新厂仅用
时18个月就建成投产。这是全球同行
业中，以最快速度一次性建成最大单体
氧化铝生产项目。”九龙万博负责人说。

此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万州分行
又通过创新信贷产品——碳挂钩贷款，
向九龙万博发放了7000万元流动资金
贷款，支持其生产经营。

采用先进生产工艺，能耗
和碳减排水平逆袭至行业领先

其实，九龙万博拿到上述巨额信贷
资金，并不容易。

在决定以转型金融支持九龙万博转
型后，中国人民银行万州分行联合万州
区相关政府部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等
单位，制定了转型金融标准，设定了转型
技术路径和能效要求。依据标准，九龙
万博制定了转型计划，明确了转型目标
和路径。

项目建设过程中，九龙万博在铝土
矿选择、原料输送、工厂平面布置、工艺
方案、设备选型等环节，高标准高起点引
入节能降碳技术，全方位做好低碳减排
设计。

走进九龙万博新厂，只见厂区内矗
立着不少圆柱形罐体。这些是用于氧化

铝分解的槽罐，每个直径达到18米，高
度堪比10多层楼房，单个重量在700吨
至800吨之间。这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
氧化铝分解槽。

“我们采用了目前氧化铝行业最先
进的拜尔法生产工艺，设备大型化，可以
让成本更低、能耗更低、效率更高。”九龙
万博负责人说。

在生产能力方面，该厂打造了4条
氧化铝生产线，设计年产能达360万吨，
通过工艺参数和运行模式的优化，实际
年产能可提高10%—15%。

投产3年来，该厂实现了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双丰收：产品销往30多个国
家，年产值在2022年投产当年即达到
81亿元，是南川老厂的4倍左右。2023
年、2024年，其年产值分别攀升至138
亿元、167亿元；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从原
来南川老厂的每吨700千克标煤，降至
现在的每吨 280 千克标煤，降幅高达
60%，达到万州转型金融的目标值。

这一能耗数据既低于国家相关标准
的每吨340千克标煤，也低于同行业企
业普遍水平的每吨330千克标煤，处于
行业领先水平。九龙万博每年可节约标
煤32万余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3万余
吨。公司也因此先后两次受邀，在全国
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座谈会上交流经
验。

除自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外，九龙
万博还发挥产业链核心企业的优势，带
动上游中小型船舶运输企业加入万州转
型金融项目库，并优先与达到万州转型
金融标准的企业合作。在每年超1000
万吨铝矿石的运输需求吸引下，多家船
舶运输企业迸发转型热情，主动购置新
能源船舶、改造传统动力船舶，实现低碳
转型。

以典型示范引领带动，为全国
提供“重庆方案”

区别于绿色金融主要服务于绿色项
目，转型金融重点服务具有显著碳减排
效益的产业和项目。通过引导高碳产业
技术升级和促进能源结构转型，转型金
融正在成为落实“双碳”目标重要的融资
保障机制。

2024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
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
见》提出，研究制定转型金融标准，为传
统行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合理必要
的金融支持。

近年来，重庆以深化绿色金融改革
创新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在万州区、长寿
区开展第一批转型金融改革试点。

首先，针对转型金融标准体系不健
全，出台了《重庆市转型金融支持项目目
录》，并指导万州区、长寿区出台转型金
融支持目录等10余项标准。万州区、长
寿区分别探索出台了船舶运输、有机化
学领域转型金融标准，为推动相关行业
低碳转型提供参考。

其次，中国人民银行万州分行、中国
人民银行长寿分行分别联合万州区、长
寿区相关政府部门，从强化转型信息披
露、丰富转型金融工具、健全激励机制和
建设“企业碳账户”系统等方面出台一系
列政策措施，建立转型金融监测制度。
在此基础上，帮助企业制定转型计划、测
算和披露环境信息，增强企业转型能力；
推动金融机构创新推出“碳挂钩”贷款等
转型金融产品，降低达标企业低碳转型
的融资成本。

以典型示范引领带动，重庆进一步围
绕全市高碳排放重点领域，完善转型金融
标准，匹配产业转型需求，加大转型金融
支持。同时，在试点区县，扩大转型项目
库规模，对规上企业“一网打尽”，实现“棕
色”企业全覆盖、其他企业应入尽入。

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的
数据显示，目前万州区、长寿区转型项
目库企业数量增至972家，转型金融标
准覆盖汽车、机械、电子等17大领域30
个行业423项生产工艺；重庆农村商业
银行、兴业银行重庆分行等10家金融
机构创新推出了转型减碳贷、“碳挂钩”
贷等多个转型金融产品，支持全市154
个项目（企业）累计获得转型贷款超50
亿元。

“目前，重庆已初步形成转型金融改
革试点全链条‘闭环’机制，构建起‘碳账
户+碳征信+碳融资’联动模式，为长江
经济带乃至全国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提供
了‘重庆方案’。”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
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助力氧化铝企业年产值增长8倍、能耗下降60%

重庆转型金融赋能企业“绿色跨越”
【绿色制造的重庆故事⑼】

重庆市九龙万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控制室，工作人员在忙碌。（资料图片）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文化村片区，居民在改造后的篮球场边休闲聊
天。（资料图片）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
记者 周尤）当石刻艺术遇上精美的华
服，它们的结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近
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第五届大足
石刻华服周”活动在大足石刻宝顶山景
区及香国公园举行。

本次活动由共青团重庆市委、共青
团四川省委、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
员会、中共重庆市大足区委、重庆市大足
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采用“线下场景沉
浸+线上矩阵传播”的创新模式，通过祈
福巡游、沉浸式场景体验、宋韵夜宴及国

潮音乐会等多元形式，以华服之美、石刻
之韵、民俗之趣擦亮大足文旅品牌，全面
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旅的深度融合，
以“华服+大足”为核心助力“国际文旅
名城”建设。

活动当天，一场融合古今的华裳祈
福典礼在瑞相广场“天下大足”牌坊前启
幕，150余名青少年华服爱好者组成方

阵，与扮演观音菩萨、四大天王、八大金
刚的神韵方阵共同组成祈福队伍，上演
了中华传统服饰文化与石刻艺术的神韵
交融。

当天傍晚，昌州古城化身《清明上
河图》实景画卷，宋代主题夜宴在青石
板街上徐徐展开。川渝各大华服社团
青年身着华服，在古城品尝丁家坡洋

芋、三驱凉粉等大足特色美食，并向游
客讲解古代饮食文化，吸引诸多游客驻
足消费。

共青团大足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活动探索了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
设新路径。将持续深挖石刻文化IP价
值，推动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下焕发新
生。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第五届大足石刻华服周”开幕

（上接1版）
施工过程也困难重重。“铺设电缆

时，由于场地环境复杂，电缆需要拐多道
弯，粗电缆无法轻易实现弯折，只能根据
现场情况逐一想办法解决。”周晓林说，
大家长时间顶着烈日施工，汗水就没干
过，手上的活却丝毫没有放慢。

另一头，合川发电公司3名员工远
赴北京、山东、河南，直接蹲守在制造商
的生产车间，全程跟踪设备生产进度，一
守就是20多天。

6月 10日，第一节电池舱进场吊
装。“吊装电池舱的吊车重达500吨，为
确保万无一失，团队提前一周开始论
证。”周晓林说，他们换新土、铺石子、垫
钢板，造了一条“新路”，才让电池舱顺利
进场，之后仅用24天就完成了所有主设
备吊装。

经过88天日夜奋战，储能电站在当
年7月27日完成全容量并网试验。仅
需两小时，这里就能储满48万度电，可
同时满足28万户居民高峰时段用电需
求。

“这个‘超级充电宝’为未来打造新
的储能项目提供了示范。”左涛说。

形成多能互补能源格局，今
年力争能源综合产值120亿元

对于重庆这样一个工业城市而言，
能源保障至关重要。今年，合川提出打
造重庆综合能源基地，通过“水火生、风
光储、煤油气”多能互补、融合发展，为保

障全市能源安全当先锋、打主力。
“这不是空穴来风。”代金川说，重庆

的能源结构特点为无煤、少水、有气，能
源问题主要体现为煤、电供需紧张，对外
依存度不断攀升，能源保供压力持续加
大。

他向记者展示了一组数据：目前我
市电力装机容量2993万千瓦，据测算，

“十四五”时期，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长
6.4%左右，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
1620 亿千瓦时，电力缺口 1203 万千
瓦。在坚持“外引内增、多措并举”前提
下，急需充分挖掘内部潜力，有效提升市
内电源保障能力。

合川恰恰拥有打造综合能源基地的
禀赋。

“首先是我们靠近全市能源消耗负荷
中心，说通俗点就是靠近全市的用电‘大
户’，输电距离短、损耗小。”李英明说。

其次，目前合川的火电已能独当一
面，同时得益于三江汇流的天然优势，嘉
陵江利泽航电枢纽等一批水电站先后投
用，水电装机容量达74万千瓦，再加上
192万千瓦的火电装机容量，两者相加
已占到全市总装机容量的9%，未来双
槐电厂三期投产后，这一比例将再次提
高。

同时，合川天然气资源丰富，已探明
天然气储量1916亿立方米，现有生产井
101口，今年预计产天然气2.5亿立方
米。大庆油田也计划在合川投资近20
亿元，部署探井20口。

第三，合川还在风电和光伏发电两
方面发力。

华蓥山平均海拔700米，山顶海拔
约1200米，年平均风速4.6米/秒，具备
开发价值。合川已与国电投重庆公司签
订投资开发协议，总投资4.2亿元，建设
装机容量6万千瓦风电项目，计划今年
底开工建设。

光伏发电方面，合川已与国能重庆
公司、国家电投重庆公司分别签订投资
协议，将建设集中式光伏装机容量150
万千瓦，计划今年开工建设52万千瓦。
同时，合川可建设分布式光伏的公共屋
顶面积约110万平方米，已与华能杭州
临安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几重优势叠加下，合川的综合能源
产业版图已具雏形，今年该区将力争综
合能源产业产值达到120亿元。

变废为宝，打造百亿级热电
联产循环经济产业

从双槐电厂出发，步行900多米，就
能看到重庆蓝洋华悦洗涤服务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连接这两家企业的一根银灰
色管道里，藏着能源循环利用的秘密。

“管道输送的是双槐电厂发电产生
的蒸汽，我们利用蒸汽的余热对床单、被
套、枕巾、浴巾等进行消杀。”蓝洋华悦总
经理刘昭军说，高温消杀是洗涤行业必
备环节，需要大量稳定热能，如果自己安
装锅炉产热，成本很高，多数企业难以承
担，靠着电厂释放的这股“余热”，公司可

节约一半以上成本。
合川发电公司商务部主任苏伟说，

发电过程中产生的热蒸汽冷却成本高，
将其输送给其他企业，不但能降低成本
还能增加收益。目前公司每年产生约
200万吨蒸汽，已投产3个供热项目，年
供汽量约2.1万吨，仍有大量闲置蒸汽
待开发。

除蒸汽外，双槐电厂产生的干粉煤
灰、脱硫石膏等废弃物也蕴含巨大价
值。去年双槐电厂累计产生干粉煤灰
50.9万吨、脱硫石膏26.6万吨。依托这
些资源，合川正加速推进双槐热电联产
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

目前，已有15家企业入驻该产业
园，涵盖建筑、房地产、商贸、服务业等领
域。其中，重庆骥鹏环保有限公司污泥
综合利用项目一期全年可处理30万吨
污泥，这些污泥与煤掺配后送入锅炉燃
烧，产生蒸汽发电，剩余蒸汽又可以再次
利用，每年可节约标煤1.4万吨，减排二
氧化碳约3.7万吨。

“我们还准备上马酵母生产、豆制品
生产、新型石膏建材、生物竹炭等10多
个项目，加速扩大园区体量，并同步推进
建设日处理量1500吨的污水处理厂，为
项目做好配套服务。”双槐镇宣传委员任
琴琴说，双槐电厂三期将于2027年建成
投用，装机规模将达392万千瓦，位居全
市第一，届时合川热电联产循环经济产
业有望迈向百亿级，为全市产业发展注
入更强劲的能源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