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能源装机容量超    万千

瓦，今年绿电上网电量已超   亿

千瓦时；三峡电能共享储能电站全

容量并网；双南变汇集风光储  工

业用户要素，具备开展绿电溯源优

越条件；优嘉、泰禾正在建设绿电专

线……眼下，在江苏如东沿海经济

开发区，零碳产业园的建设正在如

火如荼地进行。

“重点着眼于园区的低碳改造，

最终落脚于高品质的‘零碳生态’。”

如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沿海经济

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李健介绍，今年以

来，该区紧抓全省首批新型电力系统

示范园建设的有利契机，对照《南通

市（近）零碳试点建设实施方案》，积

极推进能源供给零碳化、产业发展绿

色化、减污降碳协同化、运营管理数

智化四项行动，致力为南通（近）零碳

园区建设积累有效经验。

“风光+储”构建绿色能源供应体系

零碳产业园基于新型电力系

统、绿色工业集群、零碳数字操作系

统，能够将绿色能源的生产和消费

有机结合起来。通俗来说，就是让零

碳能源供应贯穿整个园区的开发运

营，并从生产、交通、生活等方面强

化节能减排，优化产业生产方式，通

过零碳操作系统促进能源资源高效

配置和精细化管理，实现园区碳排

放与吸收自我平衡。

初冬时节，驱车行驶在如东沿

海经济开发区风光大道上，沿途可

见一架架风机迎风转动、一排排光

伏板列队“捕光”。截至目前，园区已

落户风力发电企业   家，装机容

量    万千瓦；拥有集中式光伏项

目  个，装机容量     万千瓦。

坚持风光一体化布局，源网

荷储一体化发展。近年来，如东沿海

经济开发区先后建成全国首个潮间

带风电试验场、亚洲首个柔性直流

海上风电场、全省首个共享式储能

电站。目前，重力储能项目已进入设

备调试阶段，预计年底并网；凌洋农

场    兆瓦渔光互补项目正在加

紧推进中。

绿色能源打底，储能作为补

充，加上园区内的双南    千伏变

电站汇集了风电、光伏、储能、工业

用户等源网荷储各侧要素，具备打

造绿电专变、绿电专线条件，为园区

构建以绿电为电源的供电体系奠定

了基础。“双南变已接入风电     

万千瓦，通威渔光   万千瓦，储能

方面包括丰储以及在建的重力储

能，主供沿海经济开发区所有工业

用户。”国网如东县供电公司发展建

设中心副主任周燠介绍，风电、光伏

产生的绿色能源进入双南变后，可

实现就近、就地消纳。

攀高向“新”推动生产生活绿色化

走进国家级绿色工厂———江苏

优嘉植物保护有限公司的视频监控

中心，只见巨大的显示屏上实时更

新着各项生产、环保监

测数据。

近年来，优嘉在工

艺装备、节能降耗、循

环利用等方面持续提

标升级，引进了机械式

蒸汽再压缩装置与离

心式空气压缩机，每年

可 综 合 节 约 能 耗

     吨标煤；引入循环水净化系

统，年循环水量可达  亿吨；使用

绿电占比达    至    ，使用量

累计达  亿千瓦时，折算成碳减排

量超过     万千克。

优嘉打造全链条清洁生产的做

法仅仅是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推动

生产方式绿色化的一个缩影。“经过

多年发展，园区现已形成以精细化

工为主体的新材料产业和以风电新

能源为主体的新能源产业集群。”如

东沿海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孙玉来介绍，该区在做

大新能源与新型储能产业的同时，

更专注于推动传统精细化工向现代

精细化工转型升级，鼓励企业建立

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从产品设计、

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到产品回收

等全生命周期实施绿色管理，建设

绿色工厂。

基于园区企业逐“绿”向“新”的

需要，沿海经济开发区从生产端、生

活端、生态端提出工业园区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具体措施。在生产端，建

设环保静脉产业园，推动项目间、企

业间、产业间物料闭路循环；在生活

端，加快新能源的共建共享；在生态

端，统筹平衡污染物指标，建立排污

许可和碳排放管理系统。

数智赋能园区智慧化“零碳”管理

近日，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召

开零碳产业园方案发布会，现场与

远景集团签订战略框架合作协议，

与莱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签订认

证机构合作项目，正式启动零碳产

业园项目建设。

“我们将携手如东沿海经济开

发区共同打造零碳产业园，建设零

碳数字化操作系统，搭建远景方舟

能碳管理平台。”远景能源有限公司

客户总经理郑毅介绍，远景方舟能

碳数智管理平台能够实时跟踪和核

算园区内生产产品的能耗和碳排，

并形成海外市场认可的产品“零碳

绿码”，帮助企业提升出口竞争力。

“除了建立碳排放可视化、数字

化平台，开展碳足迹管理和碳排放

核查外，我们还将加快开发微电网、

虚拟电厂等应用场景，并利用园区

可用屋顶光伏，打造分布式光伏及

光储充一体化应用场景。”李健表

示，园区还将加大与供电公司的合

作，协力用好“绿色智联”管服平台，

构建绿电可物理溯源的供电格局，

压降园区电力碳排放因子。

根据方案列出的工作目标，今

年年底，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将完

成能碳管理服务平台的基础功能搭

建，通过核心企业与一批示范场景

的接入完成先行示范区的全面运营

管理数智化，之后再利用    年时

间，完成园区生活、生产的全要素数

据接入与平台功能优化升级，实现

园区和企业能碳管理能力数字化、

智能化、绿色化。 徐书影 陈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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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   ×

思南路大会在上海茉莉

花剧场顺利召开并圆满

落幕。本次大会汇聚了

科技、时尚、教育等多领

域的精英领袖，为观众

带来了一场知识与灵感

的盛宴。

本次大会由联合策

展人黄明明拉开序幕，

她携戏曲演员带来了别

具一新开场演出《新 ·

戏》。通过融合传统与现

代元素，巧妙地将中国

戏曲的独特魅力与    

 ×思南路大会的主题

相结合。

集度首席执行官、

极越首席执行官夏一平

以《为自动驾驶而拼》为

主题，深入探讨了自动

驾驶技术的最新进展和

未来展望；马兰戈尼学

院中国及亚太首席运营

官、马兰戈尼上海校区

校长、时尚商务管理首

席导师程莹婷，从时尚

的视角审视了当前产业

环境的变化，探讨了时

尚教育与产业未来的发

展方向；廖元和堂化风

丹第十二代传人、香港

廖氏制药董事长廖小

刚，带来了题为《   年

一丝不苟的匠心和传

承》的演讲，讲述了家族

企业的传承故事，表达

了对匠心精神的深刻理

解和坚守；华美浩联医

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国际

专业学术期刊秘书长徐冰玉，硅

基智能创始人兼    司马华鹏

等人分别从教育、科技、环保、艺

术等不同领域出发，分享了各自

的研究成果和创新实践。

   ×思南路大会的成功举

办，不仅彰显了上海作为国际大

都市的开放与包容，也展示了科

技创新、时尚产业和教育领域在

推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未

来，期待    ×思南路大会能够

继续汇聚更多优秀的人才和思

想，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更

多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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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由成都市广播电

视台和成都市总工会联合主办的

《天府工匠》大型技能挑战融媒体

节目第三季第十场外场录制在青

浦区的青翼谷举行。

 名成都工匠与  名上海工

匠携手，两两合作，展开精彩绝伦

的挑战。其中，上海美观特幕墙有

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总工程

师、“长三角大工匠”“上海工匠”

朱齐飞与四川航天有色金属焊接

组组长、“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四

川航天贡献奖”“四川工匠”“成都

工匠”罗龙飞，联袂呈现了一场名

为《如“铝”薄冰》的极限挑战。

挑战现场，朱齐飞需要在铝

合金幕墙的基础上将其进行延

长、加固，设计构建一座足以让小

型轿车安全通行的桥梁。设计完

成后，罗龙飞则需要将材料一一

焊接成型。只有当小轿车平稳驶

过桥梁，且焊缝稳固时，这场挑战

才宣告成功。

一直以来，《天府工匠》大型

技能挑战融媒体节目立足成都、

联动全省、覆盖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采用“大型季播综艺节目  

系列工匠短视频”的内容生产方

式，以“优秀工匠”即“匠人”为内

在核心，以“技能挑战”为外在形

态，采用“大型综艺演播室  大型

外场实景巡回录制”相结合的模

式，充分植入典型城市场景和产

业地标，大力展示全川包括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现代产业发展

优势和机遇。

本季《天府工匠》十场外场录

制已顺利结束，之后，节目将回到

成都进行演播室内场拍摄，于今

年年底全网同步推出。

近日，国际独立第三方检测、

检验和认证机构德国莱茵  ü 

大中华区携手英国建筑研究院在

上海举办净零碳建筑与园区     

年度颁奖盛典。本届盛典汇聚了近

百位房地产、建筑、金融等领域的

专家和企业代表，共同见证一批优

秀的净零碳建筑与园区项目及企

业获得奖项。

盛典上， ü 莱茵与    为

  个净零碳建筑、净零碳园区、智

慧建筑和持续监督示范项目颁发

了相应奖项，并为  家行业伙伴分

别颁发了行业变革推动奖、杰出低

碳合作伙伴奖以及最佳咨询服务

贡献奖，以表彰这些项目及企业在

可持续建筑与园区领域取得的出

色成绩。

 ü 莱茵大中华区工业服务

与信息安全副总裁孙国荣在致辞中

表示：“作为中国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的主要来源之一，建筑领域的节能

降碳对实现双碳目标、促进高质量

发展至关重要。 ü 莱茵长期致力

于营造一个同时符合人类和环境需

要的美好未来，在中国建筑行业探

索低碳化、智慧化发展的过程中，携

手   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并与

生态伙伴开展合作，共同推进建筑

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

自     年起， ü 莱茵联合

   先后推出了“净零碳建筑评价

体系”“净零碳园区评价体系”以及

“智慧建筑评价体系”，均已在国家

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

备案，是目前国内建筑领域极具先

进性和权威性的低碳化、智慧化认

证体系，覆盖各建筑类型与生命周

期阶段，以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助力

建筑行业及各类园区减排脱碳。

净零碳建筑与园区年度颁奖盛典举行

江苏如东：追新逐绿动能足向绿求质好“风光”

展示成渝地区现代产业发展优势
大型技能挑战融媒体节目《天府工匠》结束外场录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