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 1600平方米

的展厅，灯带简洁明亮，纵
横延伸现代感十足，仿佛可

以看见数据在光影中高速
传输。工业互联网是什么？

有什么用？怎样建设？在这
里，3个区域、28 家重点企

业实例化、实时化、现场化

的案例，将这个略显抽象的
概念用最直接的方式展示

在众人面前。
作为 2021年苏州“新

年第一会”上签约落地吴江
的项目，长三角工业互联网

创新联合中心正是中国工
业互联网研究院江苏分院

所在，主要任务是：开展工
业互联网发展战略、规划、

政策和标准研究，进行标识
解析体系和网络、平台、安

全体系建设，培育工业互联
网人才梯队和产业集群，打

造立足吴江支撑江苏、服务
长三角的国家级工业互联

网科研载体。
“工业互联网并不是简单的‘工

业＋互联网’，它是全要素、全产业
链、全价值链的融合，包括人员、材

料、设备、环境等实体要素，也包括
工艺、软件、金融等虚拟要素，实际

上是万物互联。”作为项目的组成部

分，展厅负责人徐斌用这样的开场
白给工业互联网“定义”。

工业互联网，要打破的是工厂

的围墙、行业的壁垒，通过

全要素的网络、平台等技术
手段，打破各自为政的信息

孤岛、数据碎片，通过机器
换人、设备上云等数字化、

智能化手段，达到提质、增
效、降本、绿色、控险的作用。

很高深？现场的案例可

以让你有最直接的了解。
在矿山里，挖掘机实现

了无人驾驶，大大降低了原
本高危的人身伤害风险，节

约人力的同时，提升功效；
在工厂里，大数据可视化平

台提取每台设备数据，通过
5G传输，利用机器算法、数

学模型，为企业提供全方
位、精准实时的决策依据；

在食品行业，从种植到生产
加工再到派送，实现了一、

二、三产的融合，大中小企
业的融通，供应链、服务链、

金融链完全融为一体……
“我们落地后的头等大

事，就是要建设国家工业互
联网大数据中心的江苏分

中心，通过汇聚工业企业数

据，通过数据分析，人工智能＋5G技

术，将这些数据反哺给企业，为企业
赋能。”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江苏

分院负责人冯泽军说，江苏分院落
地吴江，便是站在了工业互联网和

长三角一体化两大国家战略的交汇
点上，而长三角雄厚的民营经济、工

业基础，将为工业互联网的落地生

根、技术应用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

环境。 本报记者 毛丽君

    1997年，不到 30岁的法国

小伙 Vincent 因为公司业务拓
展的需求，来到中国，他落脚的

第一站便是上海，语言不通沟通
困难的他，以为自己最多只能撑

一年便会离开，没曾想，这一待
便是 24年，上周他领到了示范

区首张跨区域家庭式“上海市

海外人口居住证”。见面时，他
用一口流利的中文说，自己是

“看着上海长大的”，如今有了
“被认可”的归属感，很骄傲。

Vincent有个中文名，是曾
经的中国同事给他取的，叫“万

桑”。这个名字也印在了他的名
片上：雅珂迪包装科技（苏州）

有限公司总经理。作为一家化
妆品产业链上的公司，欧莱雅、

雅诗兰黛、百雀羚、上海家化都
是它的合作伙伴。

虽然公司在江苏吴江，但
24 年来万桑一直住在上海。

“1997年我刚到上海，当时全上
海只有 400多个法国人，延安

路高架天天在建，20 多年上海
的变化很大，我感觉自己是看

着上海长大的。”交谈中，万桑
不止一次说“上海是我家”，徐

汇、长宁、黄浦……他在时光的
流逝中，见证了上海 20多年的

发展变化。

“来上海的时候，我刚毕业
工作了一年，虽然学了一些中

文，但到了这里才发现，沟通交
流很难。当时我就在想，最多一

年我就要回国去。”但这“一年”
万桑并没有“混日子”，中文不

好，可以学，桂林路上的上师大

曾留下了他求学的身影；合作
伙伴的友好和帮助，让他的中

文突飞猛进，或许当时的他并
不知道，这一切仅仅是他和上

海缘分的开始。
2000年，在朋友的介绍下，

万桑认识了从日本东京回上海
看望母亲的嘉数丽子，而她，最

终成为了他的妻子。“我夫人是
日籍，之前一直在东京定居，但

她妈妈是上海人。2002年她就
来上海定居了。”

万桑说自己是个比较“稳
定”的人，2007年开始在现在的

公司，企业工厂从浙江搬到苏
州，他也成了个“基地”在上海

的“长三角人”，2017年，还有了
女儿。“我们现在住在黄浦，到

公司差不多一个半小时，路上
三个地方可能会堵车，江苏路、

古北、虹桥机场附近，但我现在
不用每天都到公司，忙的时候

也会在公司住一两天。”
2020年，万桑和家人拿到

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这张 10年期的身份证，让他兴

奋不已。“我们一年大概会回两

次法国，以前一直在办签证，1
年、2年、3年的都办过。”有了

“中国绿卡”，生活、出行都便利
不少，“这次我们又申请了‘上

海市海外人口居住证’。”
原来，万桑虽然一直生活

在上海，但因为工作地不在上

海，他一直无法申请“上海市海
外人口居住证”，做了那么多年

的“长三角人”，这次借着长三
角示范区一体化发展的“东

风”，万桑成了首个成功申领跨
区域家庭式“上海市海外人口

居住证”的外国人。
相对于享受上海市民“同

城”待遇，这张居住证对于万桑
而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觉

得自己终于被生活了这么多年
的城市“认可”了，这种归属感

让他觉得“骄傲”。如今，女儿 4

岁，万桑已经带着她去了不少

地方，他说学习和见识一样重
要，而他欣喜地看到，女儿可以

开放自如地跟大家沟通交流。
“未来的生活，需要她自己去认

识、尝试后做出自己的选择。”
万桑说起自己的故乡，一

个位于法德边境，离斯特拉斯
堡一个小时车程的小镇，那里

盛产白葡萄酒，距离瑞士、卢森
堡、比利时都很近，他说，或许

是这样的环境，让他从小对“国

际化”有了更多的想象。这 20

多年来，万桑眼看着上海“成

长”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设施
先进、生活便利，很多他所能想

象的都已经在规划中实现，而
长三角和“大巴黎”，在他眼中

已然是两个各具

风格的、国际化
的城市群。

记者 毛丽君 文
记者 陈炅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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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共享 迎峰度冬更“有底”
长三角一体化电网数据实现全业务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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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万桑
24 年“看着上海长大”

青吴嘉我我

■ 长三角工业互联网创新联合中心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扫码看视频

    “目前吴江配电线路负载率

为 23%，青浦线路负载率 26%，满
足互相转供条件，能够满足两地

迎峰度冬保供电需求，随时准备
应对寒潮带来的负荷增长。”国网

上海青浦供电公司调控组长裴俊

查看青浦、吴江线路负载情况后，
胸有成竹。

上海青浦调度员为何能实时
查看江苏吴江的配电线路负载情

况？原来，这得益于青浦、吴江、嘉
善三地供电公司合力打造的“长

三角电网一体化数据共享与业务

协同平台”（下简称“协同平台”）。

打破数据壁垒
电力流信息流双向联通
“在协同平台建设之前，我们

的调控员无法看到对方的电流和

负载率，省间配网联络线属于‘盲
调’。”青浦公司调控中心主任杨

国健介绍，为防止“盲调”出现纰

漏，每次需要三地相互支援时，调

控人员都只能通过电话反复确
认，不但麻烦低效，还有风险。

而现在的协同平台，不但融
合了多个业务系统数据，也能利

用华东调控云共享信息，实现各
业务系统间数据交换，同时依托

调控云平台各类服务，实现运行
数据的一站式管理和按需服务，

为三地基层员工提供完整、准确、
多维、高效的数据支撑。

“跨区调度数据共享融合能

帮助我们智能感知电力生产实时
需求，优化日常调度策略，实现数

据赋能基层创新应用。”谈起新平

台的好处，杨国健算了一笔账，
“它可以帮助三地供电公司节约

10余个生产系统的重复建设，按
每个系统建设费用 40万元、每年

运维费 30万元计算，节约的建设

费用折合达 400万元/年，节约的
运维费用折合达 300万元/年。”

全新协商调度
新电站节省超 5000万元
在解决“盲调”问题的同时，

协同平台也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协

商调度模式。

与以往自上而下垂直调度模

式不同，这种全新的协商调度模

式是基于平台的横向协商工作机
制，实现了跨区域电网的互济互

保、互联互通、互供互备。

“以前，上海、江苏、浙江的省
级调度单位在电网调度业务活动

中所遵循的管理制度和调度规则
存在一定差异，三个区域在边界

地带各自建设变电站并维护，导
致区县跨省横向协同难以开展。”

青浦公司发展部主任颜华敏说，

这种全新的协商调度模式，在极
大提升三地边界居民用电获得感

的同时，也能为电网精益化管理
节约大量成本与投资。

颜华敏透露，目前正在推进

建设一个供三地一起使用的长三
角一体化示范区内水乡客厅变电

站，这个水乡客厅变电站，至少可
以帮助嘉善、吴江公司少建 2座

110kV变电站，按目前数据测算，
将节约投资建设和维护费用共计

5000万元以上。

共享应急资源
人力成本年省 300万元
为解决更多资源冗余问题，

该协商调度模式还对应急抢修进

行了更合理的资源配置。
原来，在以前，长三角区域各

供电单位独立配置抢修资源，缺
乏有效的协作机制。

而基于“5G+北斗”技术支持，

该协商调度模式率先打造了跨省
数字化故障抢修平台和应急抢修

机制，实现“故障-工单-人员-资
源”一张网，抢修资源联合配置，

抢修驻点联合优化，抢修路径智

能计算，科学调度智能派单。
据了解，通过共享抢修资源，

区域内各供电单位共计可减少配
置抢修人员 30人，按每位员工 10

万元/年人力成本折算，本项目每
年节约人力成本 300万元。

目前，青浦供电公司通过协

同平台，已成功建立集中统一、工
作协同、规范高效的长三角一体

化示范区调度一体化运行管理制
度，强化电网全业务协同，提升三

地在抢修人员管理、抢修检修工
单管理等方面的精益化水平，累

计减少停电时间达 85小时，减少

用户负荷损失达 5000千瓦时，充
分实现了数字赋能基层、数据资

源共享、提升三地用户“获得感”
等国网公司工作要求，全力践行

能源企业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国家战略的使命要求。

通讯员 蒋献伟 记者 罗水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