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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制造”点亮冬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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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单从命名上，就
可以看出，生态绿色是刻在
示范区基因上的独特存在。
生态绿色是示范区的底色，
揭牌两年多来，如何夯实、擦
亮生态底色，是示范区人不
变的执着；如何守住生态底
线，于生态绿色中谋“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是示范区人要
直面的挑战。

以绿着底 点绿成金

为绿结盟 擦亮底色
示范区内湖荡水网密布，“治水”是最

重要的课题。作为示范区重点跨界水体，

元荡因为彩带般的慢行桥“出圈”，两年多

来所有的变化，倪红慧都看在眼里。

青浦杨湾村毗邻元荡，湖对岸便是吴

江。2019年9月，杨湾村党总支书记倪红

慧成为元荡河村级河长。“我们和相邻几个

村的书记都挺熟的，平时巡河发现什么问

题都会及时联系。”这种联系，因为联合河

长制的出台，变得更为紧密。

2020年9月，示范区执委会会同相关部

门联合印发了《示范区重点跨界水体联保专

项方案》，在太浦河、淀山湖、元荡及汾湖等

“一河三湖”率先建立联合河湖长制，并在

当年就实现了示范区重点跨界水体联合河

湖长全覆盖，每年都会有两次联合巡河。

从水葫芦的打捞开始，在联合河湖长

制牵引下，示范区跨界水体联合巡河、联合

治理、联合养护、联合执法、联合监测如今

已经实现了常态化。“跨界联合河长制推进

生态治理区域一体化”案例入选“中国改革

2020年度50典型案例”，并在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复制推广。

“近几年，确实比以前做得好。”倪红慧

说得“好”，不仅是河道比以前干净，更重要

的是青、吴两地为了这一片水域的生态，力

往一处使，生态环保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现在巡河，白色垃圾基本上发现不了，河

道侵占的情况很少，特殊季节蓝绿藻治理，

老百姓看到的话，会及时给我们打电话，不

分你的、我的，看到就及时处理。”

合力治水的同时，元荡岸线修复和功

能提升工程同步持续推进。夏夜的元荡慢

行桥，聚集了来自周边的村民，不分青吴，

人头攒动。“乘凉的、跳舞的都有，就是没蚊

子。”倪红慧说，对于周边居民来说，生态环

境的改善是他们得到的最大实惠。

平台力量 持续赋能
“制度创新＋项目建设”的双轮，推动

的不仅是示范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在营商

环境优化、人才自由流动、公共服务增能等

各领域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示范区的热

度持续上升，越来越多的目光向这里汇聚。

其中一股为示范区建设赋能的力量，

叫“开发者联盟”。虎年开年的示范区“新

年第一会”，包括中国三峡集团、长新公司

（水乡客厅公司）、华为等在内的“行业领导

者”们齐聚金泽，和先行启动区五镇举行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供需对接会，总投资过百

亿元的项目现场签约，既有打造现代化农

村新范式的乡村振兴项目，也有科创基地、

智能制造等产业项目，于生态绿色中谋发

展，点绿成金。

与此同时，另一股“民间力量”也在为

示范区建设持续赋能。

春节前夕，位于青浦赵巷的长三角投

资（上海）有限公司迎来了一批特殊的“访

客”，来自高校、企业、银行、投资公司等不

同领域的一行20余人，或寻找合作项目，或

寻求发展空间，或为示范区发展建言献策，

一场热烈而务实的对接会持续了数小时仍

意犹未尽。

他们是“绿色低碳发展行动共同体”。

在龚都村，他们感叹村落保存的完整性，探

讨整村打造的可能性；在莲湖村，他们看到

了依托郊野公园的大踏步发展，转而聚焦

如何挖掘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在

周荡村，他们直接打开了村庄的规划地图，

描绘着可能的发展路径……自2021年6月

成立以来，共同体成员们“以绿为马”，在示

范区这块“试验田”里，不停探索公益和商

业结合的发展模式，寻找激发内生动力，将

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

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开发者联盟还

是绿色低碳发展行动共同体，都在不断扩

容，示范区执委会搭起的平台，正撬动越来

越多的力量，成为推动示范区不断发展的

“源头活水”。

本报记者 毛丽君

示范区念好“生态经”走出“富民路”

奋进 新征程
建功 新时代

11种规格的特种电缆、价值近亿元

的产品、覆盖8个重点场馆……在北京

冬奥会这场举世瞩目的体育盛会中，有

着吴江企业的身影。作为北京冬奥会特

种电缆的主力供应商，江苏亨通电力电

缆有限公司，承担起搭建冬奥供电“输血

系统”的重任。为了不负重托，他们早在

三年前就开始做起了准备。

北京冬奥会对于临时供电线缆的要

求特别高，首先要满足在各大场馆移动

拖拽的使用要求，又要能在-40℃的低温

下反复使用，还得具有950℃高温的耐火

性。光电缆是吴江的传统优势产业，作

为行业龙头企业之一，亨通力缆凭借着

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和雄厚的技术储

备，仅40天就拿出了可行的产品设计和

供应方案，在众多企业中脱颖而出，成为

供应商之一。

“一共有3家企业中标，我们是其中

一家，承担了一大半特种装备电缆的供

应任务。”钱江伟是亨通力缆冬奥会小组

的技术负责人，他说，公司多年来一直在

研发适用于风力发电的耐低温特种电

缆，电缆耐低温技术已十分成熟，“但场

馆内的临时性供电电缆需要多次拖拽，

如何让电缆在低温环境下仍保持柔韧

性，且不因外力导致短路起火，就成为摆

在技术团队面前的难题。”

经过反复试验，技术团队研发出了

一种高端特种装备电缆，并得到了合作

伙伴和项目组的高度认可。同时，为有

效防止冬奥会期间出现人为或意外断电

的现象，确保电缆连接安全可靠，并实现

快速专业化的安装工作，技术团队还成

功开发预制耦合器式柔性电缆，适用于

户外快速连接，在临时供电项目中实现

任意长度的自由组合。

“冬奥会期间，我们成立了由技术人

员组成的应急保障专班驻扎在北京，会

一直守护到冬残奥会结束。之后，我们

还将完成电缆回收任务，响应国家清

洁、低耗办赛的号召，承担起北京冬奥

会绿色供应商的义务。”公司总经理王

新国说。

据悉，亨通力缆累计为2022北京冬

奥会交付特种装备电缆金额近1亿元，

产品成功应用于国家体育馆（鸟巢）、首

都体育馆、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国家

高山滑雪场等8大场馆。

本报记者 毛丽君 通讯员 吴轩

作为北京冬奥会唯一新建的冰上

竞赛场馆，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里，

1.2万平方米晶莹剔透的冰面为全世

界观众展现了精彩绝伦的竞技场景，

优质冰面更是被盛赞“最美、最快的

冰”，而这片冰场下，藏着嘉善企业碳

减排的“硬核”技术。

与大自然的冰雪不同，“冰丝带”

两三厘米厚的冰面下，埋了十余层不

同结构，其中一层是密布的制冰管，流

动着液态二氧化碳。据介绍，这是冬

奥史上首次采用天然工质二氧化碳制

冷技术替代传统制冷剂氟利昂制造的

冰面。而在“冰丝带”地下核心功能区

的制冰机房，6套二氧化碳制冷压缩

机组便是制冷设备的心脏，其制造公

司的分公司就位于嘉善县大云镇中德

生态产业园。

“二氧化碳作为一种天然工质，在

空气中本身就存在，将其作为一种资

源用于制冷，非常高效，制冰质量和环

保性能好，又非常安全。”公司经理贺

红明说，2020年下半年，公司多次与

国际奥委会的技术专家和顾问研讨，

并数次拜访国内的冬奥会专家团队，

共同研究技术解决方案和疑难处理，

最终凭借过硬的专业技术和北京冬奥

会结下了这段“冰雪奇缘”。

经过研究与设计团队的努力，国

家速滑馆“冰丝带”这块通过二氧化碳

制冷制造的冰面，温差控制在0.5℃，

低于奥组委提出的1.5℃标准，硬度均

匀。“不要小看这小小的数字，这决定

了冰面的质量，利用二氧化碳跨临界

直冷制冰技术造出来的冰面温差小，

整个冰面硬度基本相同。”贺红明说。

“相较于常规制冷剂，采用二氧化

碳制冷剂后，每年仅制冷部分就能节

省200多万度电，相当于约120万棵树

实现的碳减排量。”贺红明介绍，公司

于上世纪90年代在全球率先研发跨

临界二氧化碳制冷压缩机，产品销往

全球，此前欧洲一些重大冰雪赛事中

也不乏其身影。此次冬奥会共采购了

36套都凌压缩机，这些压缩机是迄今

为止，市面上最大排量的跨临界二氧

化碳压缩机。

“在我们看来，二氧化碳不是废

品，而是一种可以加以利用的资源。”

贺红明坚信，在“双碳”目标下，冬奥会

是一个科技创新的重要窗口，二氧化

碳的有效利用可以推广到或催生很多

系列化的新兴产业，未来可以应用于

更多领域，甚至走入寻常百姓的生活。

本报记者 毛丽君 通讯员 马叶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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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丝带”两三厘米厚的冰面下，藏着嘉善企业碳减排的“硬核”技术

特派记者 李铭珅 摄

■“亨通力缆”承担起搭建冬奥供电“输血系统”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