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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在山腰戛然而止，下車一看，遠

山動如萬馬奔騰，近山靜如醉臥雄虎，

山澗蒼松翠竹，彷彿潺潺溪水就在其

間，峰迴路轉，更見一棟碧玉「山莊」，

時值仲夏，門前豆苗旺盛，屋後麥苗

青青。

這裡是盤江旗下的一處低濃度瓦斯發

電站。資源循環利用、綜合利用，在這

裡可以找到最好的註腳。創建環境友好

型企業，對未來和子孫負責，在此變得

可觸可感。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肖林南風井報道

保護環境，珍惜資源，造福後代。

5月26日，受張仕和董事長的委託，公司紀
委書記李宗喜走進北京人民大會堂，發佈
《盤江投資控股集團公司2010年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該《報告》贏得了業內外人士的一致
好評，現將報告書有關「循環盤江」建設的
部分內容摘錄，以饗讀者。
節能降耗：

淘汰落後生產工藝、設備，大力推廣使用
節能新裝備、新工藝、新技術。淘汰關閉產
能為10萬噸的一座小水泥廠，每年節約標煤3
萬噸；淘汰高耗能落後設備、設施276台
（套），形成年節能3.2萬噸標煤能力；大力推
廣綠色照明，定購節能燈10.8萬隻，生產、生
活綠色照明達到70%以上。
污水治理：

「十一五」期間，先後建設和完善了各
礦、廠的污水處理工程。現礦井水處理率達
到100％，洗煤水均實現了閉路循環零排放。
2009年老屋基礦、金佳礦礦井水處理工程建
成並投入運行，處理後實現生活飲用水標準
1300m3/h，每年可供20多萬人飲用，礦井水
處理實現每年減排懸浮物2.7萬噸。
瓦斯綜合利用：

2008年，集團創立煤層氣開發利用有限責
任公司，全面啟動礦區規模性瓦斯開發與利
用工程。現建有瓦斯發電站13座，餘熱利用
鍋爐69套，利用瓦斯8117萬立方米，發電
24352萬度；建成4個1萬立方米的儲氣櫃，覆
蓋居民近萬戶，2010年生活民用瓦斯利用量
達1300萬立方米。
煤矸石、粉煤灰綜合利用：

公司建有裝機容量為7.5萬KW的煤矸石發
電廠兩座，主要燃料是煤矸石、尾礦煤泥和
低熱值劣質煤。2010年，利用煤矸石、煤
泥、劣質煤折標準煤279123噸。目前，180萬
千瓦煤矸石發電項目規劃獲得國家發展和改
革委員會的批准，「盤北煤矸石發電廠一期
工程（工程總裝機容量60萬千瓦）」已開工建
設，粉煤灰利用項目正在規劃籌建中。
生態保護：

堅持把採煤沉陷區治理作為生態文明建設
的重要內容抓緊抓實，積極探索應用井下巷
道及採空區矸石充填技術，防止地面塌陷，
並將其與綠化、美化工作有機結合，逐步扮
靚礦區，集團所屬響水煤礦被大陸媒體譽為
「看不見煤灰」的煤礦。

（以上內容均摘自《貴州盤江投資控股

（集團）有限公司2010年社會責任報告》）

環境友好的盤江自評

「殺手」中的惡魔

移步換景，「山莊」內建築依稀可見，機組、管
道、計算機控制室⋯⋯打破了一切有關一座電

廠的猜想。這裡是遙遠的雲貴高原烏蒙山麓，素有
「西南煤海」美譽。曾幾何時，這裡的瓦斯抽排空
中，深為外界詬病。而現在卻一反常態：「山莊」藏
於深山，深山藏於茂林，茂林藏於藍天。
進入「山莊」之前，所有人的通訊設備、煙火都要

上交，多年開採的經驗，使「盤江人」捏準了瓦斯的
性格，一行一動都十分謹慎。
這些瓦斯濃度均在30%以下，危險系數極高，「礦

難事故中，瓦斯礦難佔有很大的比例，」盤江煤層氣
開發利用有限公司總經理楊世梁毫不猶豫將它定性為
「災害性氣體」。

他所說無假，過去，濃度在30%以下的瓦斯無法利
用。為了礦井生產安全，只得排放到大氣中。對此，
楊世梁憂心忡忡：「瓦斯主要成分是甲烷，甲烷所造
成的溫室效應，是等當量二氧化碳的22倍。」

捏住「殺手」的「七寸」
「山莊」內裝16台機組，可別小覷它們，5.6萬立方

瓦斯對它們來說，僅是一天的「食物」。這不僅將減
排的大旗高高豎在煤礦行業，每天65萬千瓦時發電量
更為公司帶來一筆可觀的收入。
「殺手」「倒戈」變推手，楊世梁笑逐顏開。
這其中的秘密還得從楊世梁的公司說起，公司自成

立之初，就緊盯低濃度瓦斯利用。當山東勝動機械公
司突破低濃度瓦斯利用技術後，公司迅速引入，使礦
難「殺手」瓦斯完成了角色的轉變。
在「山莊」內，我們碰到了山東勝動機械公司員工劉

康，他告訴我們，低濃度瓦斯利用技術正是他們的專
利，這技術一突破，瓦斯不得不臣服，如今，南風井瓦
斯發電站一躍成為貴州省第一大低濃度瓦斯電站。
盤江集團在貴州省盤縣境內，僅一年間，類似於南

風井瓦斯發電站的13個瓦斯發電站，共計90台機組陸
續投產，形成5.15萬千瓦的發電規模。

讓「殺手」「大展宏圖」
盤江煤層氣開發利用有限公司的目的不是建幾個

「山莊」，對此，楊世梁十分清醒：「在工業化的背景
下，貴州的能源需求將大幅度上升。」這意味 瓦斯
的開發要突破單一的發電模式，走向綜合開發。
在聊天中，楊世梁提到：「低濃度瓦斯提純後，甲

烷濃度可達95%以上，這是新的清潔能源。」
正是基於此，他們再次從低濃度瓦

斯利用入手，與上海一家公司
簽訂了合約，開發低濃度瓦
斯提純至天然氣項目，並

將此規劃為公司在「十二五」期間的主營業務。
低濃度瓦斯發電的成功，讓楊世梁對低濃度瓦斯提

純充滿了信心：「預計在『十二五』末，全國將冒出
至少100個低濃度瓦斯提純點。形成年提純20億立方
天然氣的規模，實現銷售收入70億元左右。」

獨闢蹊徑的「商業模式」
楊世梁的自信來自於他獨特的「商業模式」。
這就是楊世梁的絕活：南風井瓦斯發電站建好以後，

聘請專業的公司—山東勝動機械公司來生產管理，生
產中所產生的人力、財力均由勝動公司承擔。作為交
易，勝動公司每生產一度電可獲取相應的報酬。
楊世梁很貼切地把這種模式比喻成「買出租車」和

「開出租車」的關係。
他自信地分析：「這種模式的獨特之處在於，第

一，最大限度借用社會資源，使自己騰出更多的時間
和精力來快速擴張、壯大規模，第二就是強強聯手，
保證了擴張的效果。」

到港上市 安永助陣
目前，盤江煤層氣開發利用有限公司正一步一步地

將語言描述變成現實。
楊世梁說：「我們計劃到香港上市，到資本市場籌

措資金，實現我們大規模發展所需的資金基礎。」
張仕和對此也不予否認：「下一步可能會更名為貴

州盤江清潔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採訪結束時，記者了解到，作為世界四大會計師事

務所之一的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已到盤江，為該公司
「進行財務審計，幫助查找財務管理和內控機制方面
的不足和漏洞，以滿足在香港上市的要求。」

盤江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張仕和說：
「煤炭行業以前是一個『傻大黑粗』的傳統行業，現
在，我們把它改變了！」他的話說得很乾脆，可他的
眼神已將乾脆背後的辛勞表露無餘。

建一個生態「航母戰鬥群」
盤江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始建於

1966年的盤江礦務局，從1966年到新世紀初，雖然歷

經公司改制等重大變革，但始終都是粗放的煤炭開
採，對環境造成的污染十分嚴重。
新千年的到來，為公司的發展帶來了新的轉機—公

司債轉股上市。集團公司敏銳地把握住這次轉機，特
別是2007年集團新的領導班子組建後，把「以煤為
主，多業並舉，科學發展」確定為公司的發展戰略。
「煤是我們的航母，其他產業是我們的護衛艦，航母

和護衛艦形成的戰鬥群，就是一個生態循環經濟鏈條，
就是科學發展的具體體現啊。」張仕和這樣描述。

「護衛艦」如雨後春筍
思想先導，行動隨後。
淘汰落後生產工藝、設備，推廣新裝備、新工藝、

新技術，是集團公司的第一步，這項工作集團公司在
「十一五」期間就完全實現。

對於一個高污染的行業，環境保護僅在技術革新層

面遠遠不夠，張仕和說：「要把廢物利用起來，變成
推動經濟發展的能手。」於是，循環經濟鏈條的構建
成了集團公司的最大手筆。
於是礦井水淨化廠、煤矸石發電廠、粉煤灰磚廠、

水泥廠、低濃度瓦斯發電廠、瓦斯餘熱利用⋯⋯這些
工廠出現了，這不是多建幾個廠的事情。
它們的出現，代替了「補鍋」式的環境保護，不僅是

一勞永逸，而且工廠吞掉污染物的同時，也在生成新的
產品，可以說公司從根本上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法子。

為子孫負責
「十一五」期間，盤江集團實現跨越發展的同時，

二氧化硫減排78噸，化學需氧量減排480噸，超量完
成減排目標，這只是兩個簡單的數據。
按照張仕和的分析，暫且拋開水泥、電、磚等煤礦

循環經濟鏈條上的產業，單就瓦斯一塊來說，「貴州
省擁有3萬多億立方的煤層氣資源，每年向空氣中排
放的30多億立方，而貴州是一個多煤少氣無油的省
份，如果我們把這些瓦斯利用起來，能為貴州提供多
少清潔能源，能減排（瓦斯）多少萬噸？」
「這是工業結構調整和環境協調發展的需要，在保護

環境的要求下，這種資源（的利用方式）是非常有助於
貴州的工業化進程和城鎮化進程。」盤江已經把社會、
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融為一體，走向和諧發展的道路。
他們如此踏實地踐行 「科學發展」的理念，一個

環境友好型的公司隨 循環經濟鏈條的完善而出現，
這不僅僅是為社會負責，更長遠來說，還體現了一個
現代企業為未來，對子孫負責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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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點：十年「循環」路 千載子孫情

■盤江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自建的礦區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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