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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层架子上一

支支菌棒整齐码放，
菇农们正有序地忙

碌着……近日，在泰
州市姜堰区三水街

道香菇产业园生产
棚内，一派生产繁忙

的喜人景象。目前，

园区内 1500多亩香
菇进入采收期。该园

区借助“龙头企业+

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在提高产量产
值，拓宽产品销路的

同时，带动 4000多
名周边村民就业。

颜禹铭
摄影报道

泰州

实现“冷暖”双供
在位于苏州高铁新城的长三角国际研

发社区内，有一幢并不起眼的两层小楼，却管
控着周边的“冷暖”，它就是能源站。2019年落

户苏州高铁新城，能源站供能建筑面积可达
75万平方米，总投资达 30亿元，目前一期工

程覆盖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启动区的 24.6万
平方米，每年提供 9个月（5月 15日至 10月

15日供冷、11月 15日至 3月 15日供暖）的集

中供能。据了解，室内温度供暖 18±2℃、供冷
26±2℃，通过智慧供能，让四季如春。

在能源站负一楼 1500平方米的设备机
房里，板式换热器机组承担起供暖的“重

任”。苏州高铁新城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黄
屹峰称：“这些板式换热器相当于人的心脏，

它将附近发电厂产生的蒸汽热量转移到供
热介质———水里，然后通过热水管网送到室

内实现供暖。管网分进水管和出水管，类似

于人体的动脉和静脉，而通到各个室内的管

网，则相当于人体的毛细血管。正是依靠这
些大大小小的管网，将热能源源不断地输送

出去。”除了供暖，能源站还可以进行集中供
冷。目前，能源站采用蒸汽余热、电力双蓄、

太阳能、燃气等初始能源进行供能。

转向清洁能源
周洪宇教授提出，在“碳中和”目标下，

要加快构建南方清洁低碳供暖管理体制、运

行机制、技术标准，“十四五”期间力争建设
20 个试点城市，惠及 40 万户居民，覆盖

4000万平方米供暖面积。
根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

划纲要〉相城实施方案》，苏州相城区高铁新

城加快低碳经济发展，将规划建设 23个集
中的区域能源站，与传统的单一建筑供能模

式不同，能源站可以集中向区域内的会展中
心、酒店、写字楼等建筑群供能，形成互联互

通的园区级能源网，实现能源统一管控、互

补互济，全面提升建筑能效。
相对于传统空调、地暖的供能方式，集

中供能会带来怎样的变化？
对此，苏州高铁新城能源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吴斌介绍，目前集中供能省去了空调主机
和地暖锅炉的投资及更新维护费用，还将整个

片区采暖和制冷的能耗费用节省 30%-40%。

用户相较于传统能源用更低的价格享受到了
更高品质的冷暖服务。不仅如此，与传统空调

数以千计的外挂机相比，集中供能不仅减少了
运行噪音，也减少了楼幢外立面的视觉污染。

“能耗也大幅降低，预计降幅在 30%左右。”

启用智慧平台
目前，启动区能源站内还建有智慧运维

云平台，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

术，不仅可以远程监控设备机组运转是否正
常，且可以了解启动区内每个区域的使用情

况，以实现对能量流进行智能控制，达到能

源高效利用。
“在能源站项目启动的第一时间，我们

主动上门对接。经过电、气、热等多种供能方
案比较和可行性分析后，最终采用节能量保

证型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合作，实现节能经济
效益最大化。”国网苏州市相城区供电公司

营业综合技术专职朱明杰介绍，早在 2013

年苏州就已经开始有供能服务，但规模不
大，而且供能方式也比较传统。高铁新城长

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启动区内的能源站，应该
说是目前苏州境内最大也最先进的供能服

务中心，是一个可复制、可粘贴的项目。
据悉，未来在高铁新城区域内，将陆续

建成 23座能源站，为区域内所有建筑提供
每年 9个月的集中供能（供暖和供冷）服务。

建成投运后，预计每年将节约用电量 1.4亿
度、标煤 5.1万吨，同时二氧化碳减排 12.7

万吨。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冯丹霞

嵊州新昌迈入高铁时代

浙江“一小时交通圈”扩容
    11月 26日早上 8时 22分，杭

台高铁首趟试运行列车———G5501

和谐号动车组从绍兴北站发车，开

往台州温岭站。这意味着嵊州、新昌
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昂首迈入

高铁时代。
杭台高铁连接杭州、绍兴、台州

三地，是国家发改委确定的首批八

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
也是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铁路全

长 266.9 公里，其中新建正线
226.369公里，设计时速 350公里，设

绍兴北、上虞南、嵊州北、嵊州新昌、
天台山、临海、台州、温岭 8个车站。

“以后回家更方便了！”家住嵊
州市仙岩镇的俞敏翡在杭州工作，她

告诉记者，以前从杭州回家需要先乘
坐高铁到绍兴东站，然后再换乘汽

车，路上需要花费近两个小时。“现在

在家门口的嵊州新昌站就能坐上直

达杭州的高铁，1小时就能到。”
杭台高铁全线于 2021年 6 月

完成正线铺轨，9月开始联调联试。
试运行期间，上线的运行试验列车

与正式开通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基本
一致。与正式运营列车不同的是，运

行试验列车是模拟办理客运业务。

“杭台高铁是国家沿海铁路快
速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杭绍

台铁路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马绍贵
说，杭台高铁与“浙东唐诗之路”大

致重合，沿线串联起鲁迅故里、天姥

山景区、天台山景区、台州府城墙等

一大批名胜古迹，是浙江省内的一
条黄金旅游通道。

根据计划，杭台高铁将于今年
底前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开通后将

连通沪昆、商合杭、宁杭、杭黄、杭
深高铁，接入长三角地区高铁网，

使台州到杭州最快铁路出行时间

由 2小时左右压缩至 1小时左右，
极大地便利沿线民众出行，对扩大

浙江省“1小时交通圈”范围，助推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本报记者 唐闻宜

    竹灯、竹编包、竹叶

玫瑰醋、竹筒咖啡等颇
受游客喜爱……近日，

第四届开竹文化旅游节
在湖州市安吉县报福镇

洪家村开幕，一场“竹”
之盛宴展示了安吉报福

与竹的渊源。

今年的开竹节以
“绿色共富 开竹报福”

为主题，融入了非遗巡
演、乐队演出、快闪展

览、萌宠乐园等新元素，
让游客感受原汁原味竹

文化的同时，又看到与
时下流行的元素。并全

新引入“新绿”概念。什
么是“新绿”？“‘新’意在

诠释非遗文化的新形态，
‘绿’是对生态资源的科

学转化。”洪家村党支部
书记季高明介绍，围绕

“新绿计划”，本次开竹节
打造了报福新山市、寻宝

计划、环保小达人、松林
营地等多个新环节，为活

动添加了新亮点。
“今年特意选择在

旅游淡季，是为了让民宿酒店
等得空可以全程参加，也是为

了实现‘淡季不淡’，激发本地
秋冬旅游消费新动力。”报福镇

党委书记徐聪说，通过逛集市、

亲子互动等方式，让游客真正
在现场可看、可吃、可玩，同时

还能看到互动体验的更多可能
性。

一场开竹节，带动的更是
一个产业的发展。“我们致力于

通过开竹节这一平台，促成县
内竹相关一二三产的融合发

展，进一步丰富竹文化

内涵，打响竹乡品牌。”
徐聪介绍，竹资源富集、

竹景观秀美、竹文化深
厚的报福正在持续探索

竹产业发展路径，谱写
共富路上的新篇章。此

次开竹节报福推动竹产

业发展又有了新动作。
其中，安吉县竹产业协

会与安吉县旅游协会签
署了竹产品进酒店民宿

合作协议，接下来将在
景溪村试点运行；报福

镇与嘉兴市王江泾镇签
署长三角一体化友好乡

镇合作协议，两地互通有
无，促进竹产业链延伸；

浙江农林大学竹类研究
所与报福镇签署长三角

一体化校地合作协议，积
极为安吉竹产业的规划

和发展出谋划策……
绿色是报福的底

色，也是此次开竹节的
“金名片”。近年来，依

托优质的自然环境资
源，安吉报福镇休闲旅

游经济发展得红红火火，全镇

每年接待游客超过 150 万人
次。此外，为促进休闲旅游经济

健康可持续发展，该镇还探索
制定了《报福镇农家乐(民宿)

生态保护基金管理办法》，并以
该镇石岭村为试点，将农家乐

(民宿)缴纳的生态保护基金用

于村庄环境提升和生态保护，
金山银山“反哺”绿水青山成效

持续显现。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陈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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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供暖对于身处江南的苏州人来说，曾经是一个梦。不过，随着长三角
国际研发社区启动区能源站的投运，梦想变成了现实。近日，作为试点项目的
苏州高铁新城新能源站开始供暖，覆盖周边 24.6万平方米的建筑群。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
教授长期关注“南方城市试点集中供暖”，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建议，“十四五”
时期优先考虑具有较好基础的城市试点，苏州正是其中之一。

试点集中供暖
有温度更有净度

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启动区能源站在苏州投运

小香菇撑起 “致富伞 ”

■ 能源站外观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