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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雪水港村，村民周六宝正在家中用灶台

烧水。不同于传统土灶，她家的灶台不用柴火，全

靠电力驱动，既保留了农家大锅烧饭的习惯，又减

少空气污染。

“农家使用柴火做饭，一次大约消耗6斤树

枝、秸秆和杂草；使用电灶后，烧一顿饭只要花0.4

元左右的电费。”嘉兴海盐县雪水港村党总支书记

陈余良掰着手指算了一笔账，全村使用电灶，一年

可减少柴火消耗近10吨，既减少排放，也更加实

惠。2019年，雪水港村在浙江省率先实行“柴改

电”，全村590余户家庭做饭不再烧柴，一年后获

得全国乡村振兴优秀案例奖项。

“柴改电”只是雪水港村构筑“低碳村”的一个

缩影。近年，村里聘请浙江大学乡村人居环境研

究中心王竹教授为低碳乡村建设专家顾问，以“绿

色共富、零碳未来”为主题打造低碳村落，淘汰落

后产能，优化能源结构，发展生态农业，构建未来

乡村、低碳产业等九大应用场景。

实现低碳，提高用能效率也很关键。去年7

月，嘉兴海盐首个电力驿站在雪水港村启用，打造

了一个“以电赋农画像全景大厅”。大厅中“碳画

像三色图”定期更新，用绿色、黄色和红色代表各

主体的碳排放量状况：绿色代表碳排放健康状态，

黄色为亚健康状态，红色意味着该用户需要整

改。在村展示馆内，全电景区、低碳民宿、智能温

控……立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雪水港

村以数字赋能推进未来乡村绿色循环发展。

漫步村庄，“未来嘉乡”已然初具规模。设立

在游客服务中心旁的光伏停车场，已投用一周有

余。利用光伏供电的路灯、栈道随处可见，包含健

康e站、智慧农业等多个项目的数字乡村实验室

正火热动工，低碳理念融进雪水港村的角角落

落。目前，雪水港村已入选浙江首批未来乡村试

点之一。“‘烟尘气’少了，村子的发展一定会越来

越好。”陈余良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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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互联网人才大厦

陆钰娟 摄

■ 周六宝用灶台烧水 张雨滴 摄

在嘉兴海盐，一个个创新推广的“柴
改电”土灶，让村里烟尘气少了；在嘉兴港
区，一辆辆“不吃油不用电”的氢能公交
车，让绿色新名片亮了；在桐乡世界互联
网人才大厦，一家家高新科技企业入驻，
让产业凝聚力强了……日前，记者随“在
红船起航地看见共富未来”2022央媒嘉兴
采风行，探访引绿到“嘉”的共富实践。

本报记者 吕倩雯

■ 嘉兴港区亭桥北综合供能服务站 陈斌 摄

低碳村 未来嘉乡

新企业 绿色通道
在位于桐乡的世界互联网人才大厦的广场上，

一个专供大厦企业和人才的核酸采样点已运行一月

有余，该核酸采样点由嘉兴智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设立，提供免费核酸采样服务。

智凌生物科技，是首批入驻人才大厦的企业之

一。公司总经理顾海龙介绍，2020年3月，研发团队

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团队共同

创立了智凌生物科技。“我们企业主打的Attack微纳

米生物空气洁净技术，能高效杀灭细菌、病毒，使用

安全可靠，不会产生二次污染，目前已有20余项专

利。”2020年，智凌生物科技入选“桐乡精英引领计

划”C类人才项目。

为绿色企业，开启“绿色通道”。“人才项目认定

后，桐乡政府一直在推动我们往前走。”顾海龙介绍，

当地政府了解企业的研发、生产情况后，立即为企业

提供了专利补助等政策的申领渠道、方式，以及数万

元的补助资金。

安家世界互联网人才大厦后，智凌生物科技迅

速发展、崛起。2020年，其推出的空气净化消毒器，

杀菌消毒率达99%以上。如今，智凌生物科技在微

纳米生物科技、空气净化消杀领域不断探索，已经实

现多应用场景、多功能匹配的产品开发及销售。

“我们的设计人员，就是在公司楼下的人才服

务大厅招聘到的。”顾海龙笑说，企业要招人用人、

技术交流，可以到一楼的人才市场看看，如果招到

外地员工，还可以申请楼上的人才公寓。“可以说服

务到家！”

“在人才大厦，我们有自己的办公场地和样品展

示空间；每周六上午的招聘会，我们能迅速对接相关

领域的专业人才。250间人才公寓，申请租房补贴

后，月租最低300元。”顾海龙说，“这里就是一个人

才的汇聚地。”

作为桐乡第一个人才服务综合体，世界互联网

人才大厦构建人力资源服务生态圈，打造线上线下

融合、一站式、多元化的人力资源服务和人才创新创

业平台，为桐乡创新驱动战略实施

和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

力支撑。

氢能源 加足马力
不吃油不用电，“氢氢松松”跑380公里，没有刺鼻

的尾气，唯一的排放物是水，真正实现绿色无污染。

今年2月，5辆崭新的氢能公交车投入嘉兴市区运

营。其中的核心技术氢燃料电池，由上海重塑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

重塑集团成立于2015年，从燃料电池起家。“这是

氢能产业链的核心部分。因此，企业总部和技术研

发，放在了创新资源最丰富的上海。”重塑集团董事长

兼CEO林琦说，2021年，随着企业规模从氢能产业链

的中游研发延伸至上游制造，他开始在长三角范围内

寻找合适的制造基地，很快将投资目光转向嘉兴。

在林琦看来，嘉兴几乎“100%”符合氢能产业制

造基地的各项要素：“其一，嘉兴港区是化工园区，化

工企业多，工业副产氢资源丰富；其二，氢资源的半径

范围内，要有成熟的应用场景，嘉兴港区拥有港口，具

备完善的货物运输、物流配送条件；其三，氢能产业发

展需要当地政府的支持。”

嘉兴港区的一大支柱产业是化工新材料。目前

嘉兴市工业副产氢产能达4.8万吨/年，其中嘉兴港区

副产氢量占比近50%。为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近

年来，嘉兴港区坚持绿色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

业生态化。

顺势而为，造势而胜。去年4月，嘉兴出台《关于

加快推进氢能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嘉兴港区

要延伸带动上下游企业集聚，在长三角地区形成引领

示范，同时出台实施细则，为项目招引、孵

化提供整体配套服务。“政府为产业发展

创造了相对优质的环境，又有相应政策鼓

励港口公交、当地企业使用氢能源汽车。”

上海的探索也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

经验。目前，上海计划打造“南北两基地、

东西三高地”氢能产业空间布局。金山、

宝山是氢气制备和供应保障基地，临港、

嘉定和青浦是产业集聚发展高地，各区发

展侧重不同，发挥优势，形成产业集群。

去年8月，上海城市群被列为全国首

批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城市群。作为

城市群成员，嘉兴成为浙江省唯一纳入国

家燃料电池汽车应用试点示范的城市。

“相信氢能产业的‘嘉兴模式’，会成为未

来国内推广氢能源的典型案例。”谈起氢

能源的未来，林琦充满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