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球经济向低碳绿色转型的背

景下， 氢能等可再生能源正迎来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遇。如今，在河南省濮阳
市，“制、储、运、用”氢能全产业发展链
条正在加速形成。绿氢制造项目、氢燃
料电池生产线……诸多项目为何选择
落地濮阳？ 这里的氢能全产业链发展
进展如何？ 积累了哪些有益经验？ 近
日， 记者前往濮阳氢能源项目一线进
行采访。

位于濮阳工业园区的中原油田绿

氢制造项目， 是中国石化首个兆瓦级
可再生电力电解水制氢示范项目。 项
目所在的大院曾是中

原油田唯一一座炼油

厂区，场地、设备被废
弃多年，现如今已完成
全面改造升级。

填补绿氢空白的

示范项目为何选择濮

阳？“想用氢能，先要制
氢。煤、石油、天然气等
传统化石能源制备灰

氢，伴有大量二氧化碳排放；通过二氧
化碳的捕捉、利用和封存等技术支撑，
可使灰氢变‘蓝’；通过电解水制氢，且
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 才能制出无碳
的绿氢。”中原油田油气加工服务中心
负责人梁建伟说。

“濮阳虽地处平原地区， 但低风
速风能资源丰富。 ”濮阳市发改委能
源办主任贾伟介绍，在陆上风电装备
安装的 140米主流高度，濮阳年平均
风速可达每秒 5.9米以上， 年平均风
功率密度可达每平方米 218.7瓦 ，丰
富的风能为绿氢制备创造了先决条

件。

“濮阳为中原油田争取的增量配
电网项目， 也是绿氢项目落地的关键
因素。 ”贾伟说，中原油田对原有电网
进行优化升级，利用废弃厂房、井场建
设风力、光伏等发电新场景，为绿氢项
目提供了低成本清洁能源支撑。

“项目的用电成本降下来，我们生
产的绿氢就有了一定的价格优势。”中
原油田油气加工服务中心氢能源研究

项目部经理王海宁表示。
除此之外， 濮阳还依托石油化工

产业优势，先后培育了中原大化、远东
科技等 13家制氢企业，氢气年产能达

23.6万吨，约占河南省产能的 40%，其
中工业副产氢 1.7万吨。 目前，濮阳的
氢能基本做到了能收尽收、能用尽用，
满足本地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 还在
氢气提纯、 末端固碳方面做出了有益
探索。

如今， 濮阳正加快建设氢能供给
基地， 一方面， 依托濮阳新型化工基
地，推进迈奇化学新材料产业园、中氢
能源实业氢气纯化

综合利用等项目 ，
扩大工业副产氢和

蓝氢产能 。 另一方
面， 推进中原油田

绿氢项目达产达效， 积极开展富裕谷
电制氢，试点开展生物质制氢，扩大可
再生能源发电制氢规模。与此同时，发
展多元化氢气运输方式， 构建氢气综
合运输网络体系， 促进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对接，完善产业链布局，加快建设
较为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

氢燃料电池是氢能产业链条上的

重要一环， 也是濮阳市推动氢能产业
发展的有力抓手。 电堆被称为氢燃料
电池的“心脏”，它所包含的质子交换
膜、 双极板是氢燃料电池产业链的技
术核心、成本核心。 据了解，中沁泰康

科技能源集团 （濮阳）
有限公司与濮阳市华

龙区正在联合打造氢

能产业园项目，氢燃料
电池正是该项目的重

点方向之一。
该公司负责人刘

志敏介绍，氢能产业园
内 50千瓦至 120千瓦

氢燃料电池系统均已

通过国家机动车检测中心测试， 并实
现量产 ；18吨氢燃料电池洒水扫地
车、70千瓦氢燃料电池公交车已在濮
阳市城区投入使用。

“每加满一次氢，车辆最高续航里
程可达 500公里，运行时只排放水，真
正做到了绿色环保。 ”濮阳市公交公司
机务处处长岳喜彦告诉记者。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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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拼项目 促投资”攻坚战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月 31 日，位于
范县产业集聚区的濮

阳市鲁蒙玻璃制品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
人正在忙碌。该企业是
专业从事药用玻璃安

瓿、 管制注射剂瓶、口
服液瓶及各类药用异

形瓶开发、生产的药用
玻璃包装材料生产企

业。该项目总投资 2.12
亿元，投产后可年产中
硼硅玻璃安瓿 10 亿
支、中硼硅管制注射剂
瓶 8 亿支，实现年产值
4.2 亿元、 利税 1.2 亿
元。
本报记者 僧少琴 摄

抢占氢能产业赛道
———来自河南濮阳的调查

经济日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本报讯 （记者 段利梅 通讯员 王
鸿雁） 为深入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走深走实，积极践行“浦江经验”，传承
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认真贯彻落
实省委书记楼阳生莅濮调研指示精神，
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同意，10月 31日，
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正式印发《关于深
入践行“浦江经验”进一步做好领导干
部下访接访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

以“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深入
基层，联系群众，真下真访民情，实心实
意办事”为主要内容的“浦江经验”，是
20年前习近平同志亲自倡导并身体力

行形成的实践经验。 《意见》要求，全市
各级各部门将学习践行 “浦江经验”作
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 坚持依法治访、
专项督访、驻点解访，进一步推动市县
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工作规范化、 制度
化 ，通过 “真下真访民情 ，实心实意办
事”，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化解在基
层，把信访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
能。

《意见》明确，市级党政领导、市中
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每季度至少 1天到市人民来访接待中

心接访，做到随机接访、预约接访相结
合，有访接访、无访研判相结合，着力推
动疑难复杂信访事项化解；按照“谁主

管、谁负责”的原则，市直部门领导干部
要带头开展下访接访，推动信访问题化
解 ；县 （区 ）领导干部和县 （区 ）法院院
长、检察院检察长每月至少 1天，乡镇
（街道） 领导干部每周至少 1天到信访
接待场所接待群众来访。

《意见》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坚
持定点接访的同时， 更多采取带案下
访、重点约访、联合接访等方式进行，扑
下身子、沉到一线开展信访工作，推动
化解信访问题。对下访或接访中发现的
疑难复杂信访事项，以及群众反映强烈
的突出问题，要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谁主管、谁负责”和有利于推动问题
解决的原则，（下转第四版）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
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

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
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

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
第十七届、十八届、十九届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
总理李克强同志的遗体 ，2
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火化。
李克强同志因突发心

脏病，经全力抢救无效，于
2023年 10月 27日 0时 10

分在上海逝世 ， 享年 68

岁。
李克强同志抢救期间

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
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
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
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
种形式对李克强同志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

表示深切慰问。
2日上午，八宝山革命

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
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
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李克强
同志”， 横幅下方是李克强
同志的遗像。李克强同志的
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

产党党旗。
上午 9时许 ， 习近平

和夫人彭丽媛，李强、赵乐
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
缓步来到李克强同志的遗

体前肃立默哀， 向李克强
同志的遗体三鞠躬 ， 并与
李克强同志亲属一一握

手，表示慰问。 胡锦涛送花
圈， 对李克强同志逝世表
示哀悼。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

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

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李克强
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

也前往送别。

李克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

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李克强同志抢救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
种形式对李克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
切慰问

我市推进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制度化规范化

11月 2日，李克强同志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前往八宝山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这是习近平与李克强
亲属握手，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本报讯 （记者 张迪 通讯员 赵衍

龙）“省委书记楼阳生 9月份莅临我市
部分县调研指导工作时，强调要抓好的
一项重点工作便是科技创新。为贯彻落
实好楼阳生书记调研指示精神，市科技
局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目
前，全局上下已形成谋创新、促发展的
强烈共识， 决心以实际行动扎实推动
楼阳生书记指示精神落地落实、见行见
效。 ”日前，市科技局主要负责人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坚持上下联动， 凝聚科创工作合
力。全力发挥好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决策
智囊团、参谋部作用，协调解决制约我
市科技创新发展难题，推动督促科技创
新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落地，及时梳理重
点任务、 重大问题和重大改革事项，进
行交办并督促落实。积极落实全市招商
引资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充分发挥市生
物降解材料招商小组作用，绘制招商图
谱，提高招商工作专业化、系统化、精准
化水平， 确保完成全年招商目标任务。
同时，健全市县联动机制，制订市科技
局科室与县（区）专题座谈制度，定期组
织开展座谈、调研活动，加强沟通对接，

强化跟踪问效，全力推动全市创新驱动
各项任务目标完成，引领推动全市科技
创新工作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 市科技局先后参与市
委、市政府赴漯河、平顶山调研活动，找
差距、学典型，进一步明晰科技发展方
向 ；组织相关科室赴各县 （区 ）创新平
台、重点企业开展调研走访活动，了解
企业诉求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结合主
题教育推动楼阳生书记莅濮调研指示

精神落实；筹备召开生物降解材料产业
链专班第三季度推进会，深入谋划生物
降解材料产业发展方向；积极与省科学
院对接沟通，谋划建设化工新材料实验
室。

加速推进基础平台建设，为产业发
展“硬核赋能”。 加强与省科学院对接，
依托蔚林河南省化工新材料中试基地，
力争 2025年建立河南省化工新材料实

验室。支持清丰县家居研究院争创省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推动家居产业绿色
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年内最少新
建 20家市级创新平台， 其中化工新材
料产业占比在 50%以上；加快仓颉实验
室和中原实验室建设，着力构建定位清

晰、任务明确、布局合理的创新平台体
系。 依托中原油田技术资源建设氢能产
业技术创新中心。 依托濮阳市科创中心
建设绿色技术银行濮阳分支机构（河南
省濮阳绿色技术融资合作中心）。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加快培育领军
企业。 市科技局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加快培育科技领军企业，打造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 充分发挥好政府无形之手的
激励作用，强化政策辅导，鼓励企业提
质升级。 今年，要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 20家、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30家。
2023年，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申请入库
系统已于 9月底关闭，市科技局提前谋
划，抓好入库企业培育，重点将濮阳丽
曼俪家居有限公司、河南鑫富源家具有
限公司等家居制造企业纳入入库培育

序列，确保 2024年首批入库。
筑引凤之“巢”，汇聚人才新优势。 梳

理企业需求，精准开展对接，积极探索“企
业+转化平台+高校院所”模式，让更多
科研成果在濮阳转化落地。 运用项目合
作、技术入股等方式，每年至少柔性引进
高层次创新人才30人。 （下转第四版）

厚植经济腾飞沃土 激发产业发展动能 凝聚科创崛起之力

市科技局：打好科技创新助推高质量发展组合拳

本报讯 （记者 段利梅） 11月 2日
下午， 市委书记万正峰到南乐县调研
督导省委书记楼阳生莅濮调研指示精

神落实情况，强调南乐县要提高站位、
紧盯目标 、严格措施 、压实责任 ，认真
贯彻落实好楼阳生书记莅濮调研指

示精神 ，坚持规划引领 、强化产业支
撑 ， 全面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 ，
努力实现县域经济跨越发展高质量

发展。
万正峰先后到滨湖新区整体开发

项目、 南湖蓄水及片区开发建设项目
实地查看，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概况、南
乐县国土空间整体规划、 城市定位和
发展布局、产城融合等情况，要求南乐
县认真学习领会楼阳生书记莅濮调研

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以规划为引领，坚
定不移走产城融合这条经济发展和新

型城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做优做强
产业支撑 ，合理布局生活区 、商业区 、
工业区、文化教育区等，推动产城融合

高质量发展， 加速人口导入和公共服
务提升 ，让人才愿意来 、留得住 、能发
展，让广大市民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在南乐县一行高级中学， 万正峰
查看校园建设，了解南乐县职业教育、
普通高中教育的具体情况。 在南乐县
人民医院新区建设项目， 万正峰询问
项目基本情况和建设进度， 了解医院
的特色科室 、优势专科 、人才层次 、患
者来源等情况， 要求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力争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 在百佳
购物中心商业综合体， 万正峰步行查
看了解商业业态、街区打造等情况，要
求加强规划引导 ，产生 “以点相连 、连
点成线、连线成面”的拉动效应。 他要
求， 南乐县要深入细致做好市场和人
员的摸底调查，充分发挥其在教育、医
疗卫生、 健康养老等方面的比较优势
和南乐西湖 、仓颉庙等独特的文化品
牌 ，充分释放虹吸效应 ，努力将南乐
打造成豫鲁冀三省交会处的公共服

务高地。
在调研过程中，万正峰强调，南乐

县各级各部门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认
真学习贯彻楼阳生书记调研指示精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落实楼阳生

书记调研指示精神和省委、市委决策部
署上来 ，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 ，吃透精
神、领会精髓。 万正峰指出，产业是支撑
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根基。 南乐
县要紧盯生物降解材料主导产业，高标
准建设市仓颉实验室，加快建设可降解
材料中试基地， 加强创新平台体系建
设，聚焦核心技术攻关，深化产学研用
合作机制，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核心竞
争力，真正把生物降解材料产业做大做
强做优。 要深入研究生物降解产品的市
场细分， 进一步提高产品的产能产量，
并积极与省有关部门对接沟通，抢抓河
南实施“禁限塑”的巨大机遇，助推我市
生物降解材料产业取得新突破、再上新
台阶。

万正峰到南乐县调研督导省委书记楼阳生莅濮调研指示精神落实情况时强调

强化产业支撑 加快城镇化建设
努力实现县域经济跨越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