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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3-2035年）》提出——

着力建设“赣鄱氢经济走廊”
1月 31日，记者从江西省发展改革

委获悉，江西省发展改革委、江西省能源
局日前印发《江西省氢能产业发展中长
期规划（2023-2035 年）》（以下简称《规
划》），明确了我省未来氢能产业发展的
总体要求、发展目标和关键举措。《规划》
提出，到 2025年全省氢能产业总产值规
模将突破300亿元。

从《规划》来看，我省氢能产业发展
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当前
到 2025 年为近期阶段。该阶段，全省
氢能产业制度政策环境逐步完善；可再
生能源制氢量将达到 1000 吨/年；全省
燃料电池车辆保有量约 500 辆；氢能在
钢铁、有色、合成氨等工业领域示范项
目扎实开展；燃料电池发动机产能进一
步扩大，燃料电池应用场景进一步丰
富。2026 年到 2030 年为中期阶段。在

此阶段，我省氢能产业发展主要特征与
国内先进水平差距快速缩小，电—氢及
氢—电系统综合能效显著提高，燃料电
池分布式发电、氢储能、氢冶炼、绿氨等
示范应用广泛开展，氢能在交通、工业
等领域再电气化和深度减碳进程中发
挥重要作用，有力支撑碳达峰目标实
现。2031 年到 2035 年为远期阶段。氢
能产业局部取得重大突破并形成国内
领先优势，氢能与电力、交通、工业等多
领域广泛实现较高水平融合，可再生能
源制氢基本实现市场化，成为全省能源
和产业脱碳的重要保障，在能源和产业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中起到有力的支撑
作用。

空间布局上，我省将着力建设以
“九江—南昌—吉安—赣州”为轴线的
“赣鄱氢经济走廊”，贯通链接内部、融

入周边的氢经济主动脉，北面融入长江
经济带，南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带动
东西两翼各地结合自身优势积极发展
氢能相关产业，形成全省氢能产业大局
协调、分区集聚、多元共生的发展格局
和产业生态体系，打造“氢清江西”绿色
发展新动能。

江西发展氢能产业将如何实现“从
0 到 1”的突破？《规划》提出，我省要依
托稀土等矿产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储氢
新材料产业，力争用 10—15 年时间，将
江西省稀土储氢新材料技术及产业打
造成为具有国内领先地位的细分领
域。同时，积极承接沿海省份氢能产业
一般装备制造产能扩张，力争以氢能装
备制造为重点突破口，快速做大我省氢
能产业总体规模。此外，发挥我省钢
铁、石化和化工产业优势，结合我省航

空工业和学科优势，集中力量推进氢燃
料涡轮发动机、氢燃料电池和混合氢动
力装置在航空器、无人机方面的应用研
发，打造未来空中交通领域实现碳中和
的核心技术。

为实现以上目标，《规划》从稳妥探
索氢能示范应用、统筹氢能产业设施布
局、加强氢能产业技术创新、完善氢能发
展管理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 15 项具体
任务。其中，《规划》指出，我省将实施

“氢企燎原”计划，着力培育4—5家在氢
能电力应用方面具有突出实力的骨干投
资企业。同时，鼓励有实力的能源企业
在赣搭建氢能产业投资平台，重点开展
氢能在电力领域应用试点和投资，积极
推广试点成效，促成赣鄱大地氢能燎原
之势。

（全媒体见习记者 熊嘉）

□新春走基层

妻子鼓励丈夫参加无偿献血

“我是一位‘老’献血志愿者了，从18
岁开始，除了怀孕生娃那几年，我每年都

献血，坚持至今。”正在采血椅上接受血
小板采集的胡佳美一边向记者说着，一
边指了指躺在隔壁采血椅上的男士，“这
是我老公，他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无偿

献血，是我鼓励他来的。”
胡佳美曾在卫校学习，深知血液对

临床患者的重要性，当听说眼下我省血
液库存面临不小压力时，二话不说，又一
次次加入到无偿献血者的队伍，并且动
员自己的丈夫也一起来献血。“我提倡家
人们都来无偿献血，我嫂子、哥哥、妈妈，
还有朋友、闺蜜都是被我带动的。无偿
献血利国又利民，助人也助己，是一件非
常有意义的事。”听到胡佳美这番话，她
一旁的丈夫陶文志也认同地点了点头，
夫妻俩默契地相视而笑。

退役军人“大叔”坚持每月献血

“其实应该采访一下这位大叔，年龄
这么大也依旧坚持来献血，我们经常看
到他。”采血点医护人员口中不断称颂的

“大叔”，是一位年近六十依旧坚持每月
献血的退役军人。

“我叫龚国友，是一位退役军人，我
每月无偿献血2次，一年24次，如今已献
血 150 多次了。”身上盖着刚脱下的棉
衣，龚国友一边挽起袖子、露出胳膊，等
待采血，一边与记者聊起来。“我第一次
参加无偿献血是在 2003年，当时是很偶
然地路过一个献血亭，了解到无偿献血
可以帮助挽救人的生命，于是就献出了
人生中第一份全血。我每次献完血之
后，都感觉特别开心，感到自己帮助了别
人，有一种自豪感。”

龚国友还表示，等到超过献血限制
年龄后，希望能成为献血点的一名志愿
者，“一生都坚定做这件事！”

消防员“接力”献血助人为乐

献血点一角，坐着几位身穿蓝色制
服的青年，他们是来自南昌市消防支队
重型机械工程救援大队的消防员。

“我们是来为一个烧伤的小女孩无
偿献血的。”消防员李师文、刘晓、张聪告
诉记者，前些日子，一名在河北烧伤的女
孩小洋转院至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
受救治，做手术急需用血。在得知小洋
的情况后，消防员们便自发来到献血点
为小洋献血。

“在除夕这天，我们大队的其他消防员

已自发组织前来献过一次血，今天我们几
个再接着献，要把这种爱心‘接力’下去。”
李师文说，“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我们
在平时的灭火、救援行动中，如果碰到类似
的事情也会伸出援手，献血帮助他人。”

献血完成后，消防员们向献血点的
医护人员以及在场的人挥手致意，然后
井然有序地离开了。

医护人员放弃休息坚守岗位

江西省血液中心医生欧阳江在采
供血岗位已经工作了 15 年，这个春节，
他与同事们“舍小家、顾大家”，为了更
多人的安心和团圆，放弃节假日休息，
坚守岗位，确保采供血服务一年 365 天
不间断。

“每一天都在忙，主要是为了满足临
床用血需求。省会南昌拥有 650多万常
住人口，为救治临床患者，每天大概需要
六七百人参加无偿献血，才能满足临床
用血需求。”欧阳江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前段时间的疫情，让很
多市民朋友对参加无偿献血有疑虑，以
致前来献血的人数有所下降。

“首先，新冠病毒是呼吸道病毒，是
不会经输血传播的。其次，献出 200 毫
升至 400 毫升的血液，包括献成分血血
小板，是不会影响免疫功能的，适量献血
以后，反而能加快身体的造血功能，很快
能够恢复。”欧阳江对记者说道，“曾感染
新冠的无症状、轻型和普通型感染者上
呼吸道感染症状痊愈后一周，且最后一
次核酸或抗原检测阳性 7 天后，就可以
献血了。重型或危重型的感染者康复 6
个月后也可献血。所以，呼吁大家踊跃
献血，汇聚起爱心的力量。”

据悉，2022年，江西省血液中心全年
采全血 75905 人次、123282.5U；采集单
采血小板 8507 人次、采集量 15951.5U；
供应临床总量为 426385.8U，比上年增
长 0.68%。广大献血志愿者与采供血
医护人员用对献血事业的共同坚守，
支撑起了临床患者的治愈希望，让守
望相助的精神随热血涌动，温暖人们
一路前行。
（全媒体记者 储符琳 实习生 吴雨欣）

让“热血”温暖人们一路前行

屋外寒风凛凛，屋内热情满满。
1月29日上午，记者在位于南昌市文教路517号的江西省血液中心（东区）

献血点看到，不少市民冒着寒冷天气前来参加无偿献血，为缓解医疗机构临床
血液供应紧张献出一份爱心。记者了解到，2023年春节假期，江西省血液中心
（东区）献血点等5个站点“不打烊”，如常开展采供血各项工作。小小的献血
点，宛如一个别样的春晚舞台场景，上演着一幕幕平凡人之间爱心与坚守“双向
奔赴”的“热血”故事。

◀医护人员坚守岗
位。

▲消防员“接力”献
血助人为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