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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观察

9月5日中午，荆门市象山一路迎福羊汤馆
门口，环卫工李学贵从写有“免费取用”四个大
字的冰箱里，取出一瓶矿泉水畅饮。“太热了，每
天渴了就来喝。”李学贵连连点赞。

为让一线劳动者清凉度夏，荆门市发起“爱
心冰箱”等送清凉活动。东方百货、永兴茶庄等
近百家企业、商户纷纷响应，购买冰箱、冰桶放
在店外，供户外工作者免费喝冷饮。

每天一早，志愿者吴家富就开着小货车
将商家捐献的矿泉水送到20个“爱心冰箱”
点。“交警掇刀大队二中队警务站送了6件，
羊汤馆送了2箱。”62岁的吴家富已连续义务
送水 20 多天，自己还捐献了一台“爱心冰
箱”。

“作为餐饮从业者，每天目睹骑手汗流
浃背的身影，便萌生了为他们免费供水的念
头。”小乐仙餐饮金虾店经理何书平介绍，该
店是8月20日第二批加入的企业，已累计送
水400多瓶。

永兴茶庄经理是爱心冰箱发起人，除了
捐赠冰箱、矿泉水外，他还购买了10个一米
高的茶桶，放在多个商户门口，每天提供凉
茶为行人解渴。

活动还吸引了不少市民加入。9月5日9
时，在交警掇刀大队二中队警务站，市民曾飙提
着两箱矿泉水放进“爱心冰箱”。曾飙说，前一
天中午酷热难耐，路过“爱心冰箱”喝了一瓶水，
特别解渴；为让更多的人享受清凉，就想给“爱
心冰箱”送点水。

为保障群众的纳凉需求，荆门市依托村（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小区物业、商圈超市、暖心驿
站等，设立免费纳凉点2355个，将清凉送到群
众心坎上。

在东宝南台社区纳凉点，湖北日报全媒记
者看到，热饭、休息、饮水、充电等服务，一应俱
全。“送外卖时，杯子没水了、手机没电了等问
题，在纳凉点都可以解决。”外卖小哥贾代凤说。

在掇刀区七一桥社区，纳凉点不但满足避
暑需求，更是服务居民的平台，图书室、文化活
动室对外开放，还提供雨伞、针线盒、风油精、清
凉油、花露水等，服务细心周到。据统计，纳凉
点开放以来，累计“迎客”100万人次。

爱心冰箱助
一线劳动者清凉度夏

2355个纳凉点“迎客”
100万人次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祝华 通讯员 朱章俊

湖北日报讯（记者覃万钟、通讯员阮馨瑶）
9月1日，洋丰集团发出“爱心基金”捐款倡议，
到9月9日截止日，该公司6000余名员工捐款
接近50万元。

“爱心捐款将用于公司员工、配偶和子女因
患重大疾病或遭遇重大意外事故造成家庭困难
的救助。”新洋丰工会主席王苹介绍。

洋丰集团是上市公司新洋丰的控股股东，
设立的“爱心基金”采取“公司专项拨款+职工
个人爱心捐款”模式，对特别困难的职工家庭予
以救助。王苹说，洋丰集团每年都会开展困难
职工救助工作，已为200余人发放救助款近百
万元。

四川新洋丰公司员工刘宽容得了骨髓增生
异常综合征，需要大额费用治疗，造成家庭经济
困难。今年8月20日，“爱心基金”将一笔3万
元救助款汇入她的账户。

据介绍，洋丰集团在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
同时，始终践行“为社会分担责任，与员工分享
成果”的企业精神，常态化开展困难职工走访慰
问，资助困难职工子女上学，救助因病造成家庭
困难的职工，为荆门市东宝中学、石桥驿实验学
校等提供奖学金、助学金。

洋丰爱心基金
帮扶困难职工

湖北日报讯 （记者张诗秋、通讯员郭树
莉）“快递点离我这只有 500 米，而且收费
低。”9月5日，京山万景园艺有限公司负责人
章威在直播中展示对节白蜡，并分享快递服
务的方便。

近年来，京山市电商产业蓬勃发展，直播带
货等新型销售模式推动农产品销售。今年上半
年，京山市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网点和农村
电商网点寄发上行快递达1000万件。

9月4日上午9点，一辆满载京山桥米的物
流货车抵达楚邮云仓京山仓，叉车师傅将一袋
袋大米卸下并整齐堆放。京山绿丰家庭农场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亚红表示：“这里为我们免费提
供600平方米的仓库，每天有1000多单农产品
通过邮政迅速发往全国各地。”楚邮云仓京山仓
作为湖北邮政打造的县级前置仓，通过提供“仓
储+配送+邮政自提站点销售”一站式服务，极
大便利了农产品的销售和流通。

荆门市邮政分公司寄递业务部副经理、京
山仓负责人马婧超表示，邮政公司还与6家民
营快递企业合作，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确保每
个村都能享受到便捷的快递服务。目前，京山
市已建立12个镇级综合服务站点和356个村
级综合服务网点，有效解决农村物流“最后一公
里”问题。

京山村级物流寄件
上半年达1000万件

9月7日，2024荆门昆虫产业发展大会开
幕。与会专家表示，随着科技飞速进步，昆虫
在医药健康、食品、环保等方面的产业价值越
来越大，成为亟待发掘的蓝海产业。

可食用可药用 还是环保清道夫

“昆虫将来可能成为人类重要的蛋白质来
源。”中国科学院院士康乐表示，昆虫食品具有高
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等特点，全世界人类经常
食用的昆虫有数千种。昆虫还可以作为饲料，广
泛用于水产养殖和家禽饲养，从而实现蛋白质的
转化，即从昆虫蛋白转化成水产品蛋白、海产品
蛋白，为人类所用。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对食
物的需求也相应增加。昆虫饲料规模化发展，对
保障人类拥有足够的食物，具有重要意义。

南开大学教授、中国昆虫学会原理事长黄
大卫就昆虫的食用价值和健康益处进行阐述，
他表示，昆虫如蚱蜢等富含蛋白质，蚱蜢中的

甲壳素对人体健康大有裨益，具有抗氧化和延
缓衰老的功效。

昆虫还为人类筛选需要的药物提供了来
源。康乐表示，现在的药物主要从植物、海洋
生物、微生物中筛选，昆虫是巨大的资源宝库，
未来从昆虫中筛选对人类健康有益的生物活
性物质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看上去恐怖的昆虫，还可以用于处
理餐厨垃圾等，被誉为环保清道夫。专家估
算，全国昆虫产业前景保守估计在万亿规模，
潜力巨大。

昆虫将根据需要工厂化生产

今年4月，西班牙开工建设世界上最大的
昆虫养殖工厂，年产黄粉虫10万吨，产品可广
泛用于动物饲料、宠物食品、化妆品等领域。

“若某种昆虫被驯化，就可大量工厂化生
产。”康乐介绍，中国有长期驯化昆虫的经验和

历史，家蚕、蜜蜂等都由中国驯化，将来可以定
向筛选能够形成一定产量的昆虫，进行规模化
生产，既可为人类提供食品、蛋白质，又可提供
充足的动物饲料。

人类还可以根据需要，规模化生产天敌昆
虫。在北京园林科学研究院，就有一座“天敌
昆虫工厂”。主要规模化生产肿腿蜂和花绒寄
甲，有效控制了公园蛀干害虫的发生和危害。
通过“以虫治虫”，没有污染，更生态环保。

中国农业科学院成果转化局局长彭文君
表示，大田授粉和设施农业授粉，对蜜蜂的需
求很大，工厂化生产蜜蜂，可充分发挥蜜蜂“月
下老人”的作用。

湖北发展昆虫产业条件优越

胭脂口红、油炸蚂蚱、昆虫玩偶……在京
山中昆虫业展示馆内，昆虫食用、药用、美容等
产品琳琅满目。负责人秦明轩介绍，该馆定期

开展研学活动，今年暑假，周边的小朋友纷纷
前来研学，公司提供胭脂虫粉等材料，小朋友
在家长帮助下制作口红。目前，该馆年接待研
学人员4.5万人。

近年来，荆门市围绕黑水虻、胡蜂、黄粉虫
等资源昆虫的应用，引进诺赛大健康、谷蛋生
物等36个项目，培育出医药、食品、旅游等昆
虫产业新业态。百士泰钟祥黑水虻养殖基地
日消纳餐厨垃圾30吨、产成虫5吨。沙洋、漳
河新区放飞赤眼蜂防治二化螟、捕食柑橘红黄
蜘蛛的试验成效显著。

康乐表示，湖北地处南北交界地带，植被和
环境造就了多样化的昆虫种类，江汉平原、鄂西
等地是我国昆虫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在这里
研究昆虫，发展昆虫产业，条件优越。会上，荆门
市漳河新区发布了昆虫产业发展规划，明确进一
步构建昆虫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废弃物综合利用
产业体系，未来5至7年将培育昆虫产业链企业
20家以上，实现昆虫产业年产值100亿元。

漳河新区培育昆虫产业链

力争7年内年产值达百亿元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祝华 通讯员 陈梦 叶玉兵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动力电池相关产业迅猛增长，走完第一个生命

周期的电池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总量超过58万吨。

未来废旧动力电池该如何处理？9月3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来到荆门化工循环

产业园，探访其循环利用的过程。

“电池‘没劲儿’了。”在江苏南京，
一家网约车服务平台的车队负责人郭
盛最近遇到难题：一批使用了五六年
的新能源汽车开始出现续航严重不足
的问题，已经到了需要报废的时候。
郭盛联系上合作方美华新材料（湖北）
有限公司，寻求动力电池的回收解决
方案。

第二天，该公司派出回收专员上
门服务，将10辆电池容量衰减严重的
汽车送往该公司旗下网点的汽车拆解
厂。在这里，自动化设备对电池进行
快速检测，根据电池的容量状况，决定
它们是二次利用还是进一步处理。

“容量较高的电池留在当地，经过
重组后，可二次应用在储能、低速电动
车等对电池容量要求较低的场景；而
容量较低的，则被送往荆门的美华新
材料进行专业处理。”美华新材料总经
理钟王强介绍。

经评估，6辆新能源汽车的磷酸
铁锂电池容量已低于 20%，需要报

废并进行专业拆解。最终，这批电
池以每块 7000 元的价格被美华新
材料收购。

第三天，回收专员用绝缘膜把拆
下的废旧动力电池层层包裹起来，做
好标记，装车运往荆门的美华新材料
公司。

在该公司回收处置生产线上，电
池被拆分成电芯，经过放电、破碎、分
选、浸出、溶剂萃取、湿法冶炼等步骤，
最终获得电池黑粉和铜铝等产品。电
池黑粉再经过湿法工艺，将其中的镍、
钴、锰、锂等金属元素提取出来，并形
成溶液。

在荆门化工循环产业园内，一项
创新的设施引人注目：17条约200米
长的管道在空中飞架，将美华新材料
与毗邻的格林美荆门低碳三区紧密相
连。这一设计实现两家企业间的直接
物料输送，使得前者在电池回收处置
生产线上提炼出的溶液，能够在短短
2分钟内快速直达格林美（荆门）高纯

化学材料
有限公司，用于
制造电池级高纯晶
体材料。钟王强说：“这样的
高效连接不仅大幅提升废旧电池
回收效率，还显著降低物流成本和时
间成本。”

可供回收的不仅包括退役动力
电池，还有电池生产过程中未被加
工成电芯的废料。在距离格林美荆
门园区不远的湖北亿纬动力有限公
司电池厂，一批批全新的锂电池产
品正有序下线。湖北金泉新材料有
限公司是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定向回收后者的
废料，将其处理成原材料后再返还
给电池厂，这种回收模式被称作“废
料换原料”。

面对全球新能源原材料市场的波动及供应链
不确定性带来的双重压力，荆门企业以创新思维和
实际行动，探索出动力电池回收再利用的新路径。

根据2023年的统计数据，中国在锂、镍、钴这
三种关键原材料上的对外依存度均超过了60%，其
中镍和钴的依存度更是高达85%以上。在此背景
下，加强废旧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每年可满足国
内新能源汽车约20%的锂、25%的钴以及11%的镍
的需求，从而有效缓解关键原材料的供应难题。

构建完整的供应链，体系是关键。在荆门市，
格林美、美华、金泉等回收企业和电池生产商亿纬
动力之间的紧密合作，不仅建立了高效的物流体
系，还在商业模式上进行了深入探索。通过整合行
业资源，打造了一个覆盖面广、可持续发展的回收
与综合利用网络，形成了完整的动力电池全生命周
期价值链，为应对市场变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荆门市政府也拿出了实质性的支持措施，全
方位扶持产业发展，比如针对废旧动力电池回收
利用环节，每回收处理1吨废旧动力电池，就给予
50元的财政补贴。

市场有需求，政府有扶持，必将推动动力电
池产业链向更加绿色、高效、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为荆门市乃至全国的新能源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在电池生命的终点
找到产业链的新起点

□ 张诗秋

高效回收 17条管道架起“快车道”

记
者
手
记

格林美超高镍三元前驱体制造中心生
产车间内，一系列巨型反应釜全天候运转。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诗秋 摄）

一块退役动力电池的重生一块退役动力电池的重生
——探访荆门化工循环产业园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诗秋 通讯员 李秦 李德银 杜艳竹

“在这些‘巨桶’里，正孕育着新能
源汽车的‘基因’。”格林美超高镍三元
前驱体制造中心的生产车间内，三元
材料制造部总裁王登登指着一排24
小时运转的反应釜说。通过精确控制
进料浓度、温度、酸碱度等关键参数，
一种名为三元前驱体的材料被生产出
来，它是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核心
成分。

“三元锂电池的‘三元’，指的是
镍、钴、锰这三种金属元素的精心配
比。”王登登解释说，这三种元素的不
同组合比例，赋予电池不同的性能特
性。目前，为追求更长的续航里程及
高能量密度，整个行业在向“高镍化、

高安全化”技术迈进。格林美生产的
超高镍三元前驱体材料，凭借特殊的
分子层面结构设计，以卓越的性能赢
得客户信赖，出货量稳居世界第一。

在近乎无人的生产车间，记者见
到刚刚完成的一批三元高镍前驱体产
品。经过一周的沉淀反应、洗涤、干
燥、混料包装等一系列工序后，这些粉
末状的产品最终问世。它们将被送往
下游企业，用于制造动力电池。

王登登介绍，在商业模式上，再生
利用更为成熟。以三元前驱体为例，
一吨成品价值近10万元，一年产能
25万吨，再生价值不言而喻。

随着第一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

池陆续到达回收年限，荆门化工循环
产业园的动力电池回收与综合利用企
业率先享受到这一市场红利。如今，
格林美、美华新材料、亿纬动力、湖北
金泉等企业通过互相补链强链，正力
争打造全国最先进、规模最大的废旧
电池回收基地。

“我们将构建‘电池回收、梯次利
用、原料再生、电池再造、新能源汽车
再装配’的动力电池全周期产业链，
推动锂电池产业成为荆门首个2000
亿元级产业。”荆门市经信局副局长
彭勇说，相关企业全部达产后，荆门
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能将达一年
23.8万吨。

再生利用 锂电池性能再进化

格林美超高镍三元前驱体制造中心生产端满负荷运转，出货量稳居世界第一。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诗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