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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梦琪 文/图）
在新能源汽车飞速发展的当下，退
役动力电池的去向成了一个备受
关注的问题。近日，记者走进位于
郑州经开区的中国再生资源集团
郑州电池梯次利用项目现场，探寻
助力新能源产业循环发展的“绿色
密码”。

作为郑州经开区首个电池梯
次利用项目，中国再生资源集团郑
州电池梯次利用项目总投资 2000
万元，车间占地面积 8544.4 平方
米。走进项目车间，只见一条自
动化电池包拆解线飞速运转，精
准“剥开”从 4S 店、报废汽车拆解
厂回收来的退役动力电池包。随
后，关键的检测环节登场，先进的
电池分容老化测试设备仔细“把
脉 ”每 一 个 拆 解 后 的 模 组 和 电
芯。只有通过严苛检测的“佼佼
者”才有资格进入 PACK 组装线。
在这里，它们被精心“组装”续写

“电力使命”。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这些电池将在这里开启“二次
生命”之旅。

何谓梯次利用？在一般情况
下，当电池容量在 50%至 80%时，
回收企业会将退役动力电池拆解
重组，之后作为应急电源、储能设
备等继续服役。当电池容量在
40%以下时，一般就会采用再生利
用的方式。

负责项目的中再生（河南）新
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海涛告诉记者：“项目设计年拆解

退役动力电池 1万吨，拆解检测合
格的模组和电芯将用于组装成梯
次利用电池柜或电池组，广泛应用
于家庭、工商业储能以及低速电动
车等相关目标领域。”这不仅为退
役动力电池找到了新归宿，还实现
了资源的循环利用，助力绿色低碳
发展。

郑州经开区，这片产业蓬勃发
展的热土，为何会成为中再生这一
项目的理想落子之地？王海涛表
示，经开区拥有完备且强劲的产业
生态。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产
业欣欣向荣，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更
是不断延展。这不仅为项目输送
了源源不断的退役电池，更构建起
丰富多元的梯次利用电池应用场

景。从工业储能到社区供电辅助，
都能看到这些开启“二次生命”的
电池的身影。

政 策 扶 持 力 度 同 样 不 容 小
觑。经开区政府相继出台税收减
免、专项补贴等优惠政策，为企业
发展“保驾护航”。

相关数据显示，2023年国内回
收退役动力电池 62.3 万吨，预计
2025 年将达到 120 万吨。这些退
役电池若得不到妥善处理，不仅会
造成资源浪费，还可能带来环境污
染。该项目的成功实施将成为郑
州市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新引擎，不
仅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注入动力，
还为解决退役动力锂电池处理难
题提供了有效路径。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章
红霞）4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荥阳
市三级气象部门联动，组建农业气象
专家服务小队，深入荥阳市广武镇麦
田开展冬小麦旱情调查，并就抗旱保
收、人工增雨等工作进行部署。

在荥阳市广武镇田间，专家对多
个代表性麦田进行实地调查，详细查
看冬小麦播种密度、苗情长势、土壤墒

情及病虫害情况。调查发现，因长时
间降水偏少、气温偏高，部分地块土壤
墒情不足，出现轻度旱情，冬小麦生长
面临一定压力。

针对旱情，三级气象部门现场会
商，制订应对方案。要求加强气象监
测预报，为抗旱提供精准气象信息；强
化与农业农村部门联动，共同制定科
学合理的抗旱保苗措施；及时发布气

象灾害预警、农事建议等农业气象服
务信息，指导农民科学开展田间管理；
做好人工增雨准备，抓住有利天气实
施人工增雨作业，缓解土壤旱情。

此次联动充分发挥了省、市、县三
级气象协同优势，为冬小麦生长和夏
粮丰收筑牢气象保障。下一步，气象
部门将持续关注冬小麦生长情况，动
态调整服务措施，全力护航粮食安全。

三级气象部门联动 守护小麦健康生长

农业气象专家服务队
深入田间地头看墒情想对策

巩义市竹林镇：
聚焦森林防火
强化一线监督

本报讯（记者 李晓霞 通讯员
王五星）近日，大风高温干旱叠加，气
象火险等级较高，为筑牢森林防火、
灭火安全屏障，巩义市竹林镇纪委积
极行动，对照市、镇部署，多频次多时
段开展森林防火、灭火专项监督检
查，营造了良好的工作态势。

及时督导，责任压实到位。该镇
党委要求机关干部在重点时段下沉网
格，联合社区志愿者开展防火安全巡
查。主要领导不间断督导重点区域，
镇纪委联合乡村建设办工作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常态化督导，着重检查森林
防火责任落实情况，确保各社区（村）
及相关部门责任清晰、任务明确。

精准排查，宣传管控到位。通过
发放告知书、签订承诺书、入户宣传
等方式覆盖常住人口；针对在外人
员，利用微信视频等逐人通知，确保
宣传无死角。全镇针对祭祀情况实
行“逐户排查、坟头对应到人”机制，
确保不漏一人。工作人员全程陪同
重点人员，动态跟踪管理，形成“社区
管控+人员跟踪”闭环，确保禁火区责
任落实。

严格值守，卡点防范到位。在实
地督查卡点值班情况时，工作人员重
点督查值班人员是否按时到岗，能否
对过往人员和车辆进行全面排查与
防火宣传，形成了发现祭祀人员第一
时间报备并跟进处置的有效机制，确
保人走火灭。为有效防范失控漏管
情况的发生，夜间由镇领导带队，对
值班备勤情况进行突击检查，确保各
单位主要负责人在岗在位，有突发情
况及时处置。

从“数字焦虑”
到“智能应用”
二七经开区百企实训点燃
智造引擎

本报讯（记者 朱翔宇 通讯员
郝金艳）为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进程，近日，二七经开区管委会联合
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共同开展“数
字赋能 技能惠工——DeepSeek AI+
智能化办公应用实操”专题培训活
动。辖区生产制造、科技创新等领域
百余家企业代表参与培训。

活动特邀行业资深专家焦广强
教授进行系统授课，通过“理论+案
例+实操”三维教学模式，重点演示智
能技术在公文处理、数据分析等场景
中的提质增效实践。在实操环节，参
训人员将AI知识转化为实践操作，
亲身体验智能技术带来的效率变革，
成功实现从“数字焦虑”到“智能应
用”的认知跨越。

“这次培训真是及时雨！”顶益食
品代表高明珠表示，“通过系统学习
DeepSeek AI的流程优化功能，我们
对数字化办公有了全新认知，工作效
率有望显著提升。”农工厂负责人刘
媛认为：“政府搭建的培训平台既解
决了具体技术问题，又为企业数字化
转型提供了实施路径。”

本次培训通过培育数字化专业
人才队伍，有效推动企业运营模式创
新与核心竞争力提升。该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持续开展智能制造、工
业互联网等系列专题培训，以数字技
术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唐善普 通讯员 朱
曦涵）为确保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保证防汛、抢险救灾工作高效、有序进
行，4月21日，中原区桐柏路街道西站
东社区联合辖区物业开展防汛减灾应
急模拟演练，并深入开展防汛减灾宣
传专题活动。

演练模拟汛期由于大量降雨致地

下车库产生积水、排污口堵塞等 4种
情况，形成两张问题清单。接到防汛
应急指令后，参加防汛减灾应急演练
的网格员迅速到达现场，按照应急预
案先将被困在车库的群众转移到安全
地带；抢险救援组、秩序维护组立即领
取装备赶往现场。秩序维护组拉起警
戒线。随后，抢险组接到指示通知物

资保障人员立即输送防汛物资，所有
人员在地下车库入口、空调机房、水
泵房、电梯口等重点部位进行沙袋堆
叠防止内涝；安装固定防汛挡板，阻
止雨水漫入；启动排水泵迅速排涝。
整个演练过程中，各组反应迅速、各
司其职、协调配合，防汛演练活动圆
满完成。

郑州经开区助力新能源产业循环发展

退役新能源电池开启“重生之旅”
项目设计年拆解退役动力电池1万吨

举行防汛应急演练
提高处置反应能力

工作人员在对电池进行“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