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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昨天

上午，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到

位，太平洋新天地商业中心250米

超高层超甲级写字楼——T1大厦

主体迎来结构封顶，标志着“大新

天地区域”面向未来的重要商业项

目主体落地。

太平洋新天地商业中心是由中

国太保寿险、瑞安房地产与上海永

业集团联合开发，项目建筑面积约

39万平方米（含地上及地下），其中
办公部分约20万平方米，商业部分

约8.3万平方米。记者在现场看到，

围绕太平湖，太平洋新天地T1大厦

与两栋100米的双子楼与板块内已建

商办项目的建筑高度 ，自淮海路向西

藏路一路递增至250米，形成多层次

而有序的天际线，勾勒出新天地整

体城市形象，赋予了上海具有复合

功能的城市中心区域的地标意义。

“借鉴了纽约中央公园，位于太

平湖公园尽端的太平洋新天地商业

中心以太平湖绿地当作前景，让大

家如同在庭院里办公。”太平洋新天

地T1大厦主创设计团队—全球知

名设计事务所KPF介绍。原来在

设计之初，考虑到城市景观的展示，

太平洋新天地T1大厦创意性地采

用三棱柱的建筑设计，让三个立面

分别对应新天地、外滩、陆家嘴三个

方向，实现在同一区位就能同时坐

拥上海三大稀缺景观。

太平洋新天地T1大厦的外立

面幕墙菱形结构以石库门为设计原

型，每片4米高、共计千余片立体成

形的“石库门”饰面呈现出现代工艺

的巧思。步入大堂，背景主墙除了

延续石库门经典元素外，更是汲取

东台路在地文化的灵感，以融合手

工艺制造的传统技艺，设计打造具

有独特纹路的陶板，用创新的设计

手法和表现形式，延续了在地的历

史文脉和肌理。

同时，板块内将新增4000平方

米的文化艺术空间，保留章太炎故

居、喇格纳小学，让老建筑焕发新的

生命活力，实现在地文化传承与创

新的共融共生。

约8.3万平方米的太平洋新天

地商业广场，未来将再次扩容并丰

富大新天地的商业内容，成为全球

新品首店首发地集聚区和数字化转

型新消费示范区。项目还携手

UCCA集团，以“一期艺会”为邀，以

艺术为媒介，引入艺术文化与潮流

消费等创新元素，集结时尚、艺术、

人文、商业、生活方式等领域的思潮

碰撞，在大新天地区域为公众不断

提供多元丰富的创意活动、文化交

流、艺术展览等。

元荡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示范区“一河三湖”中的核心湖泊，

也是示范区重要的沪苏跨界湖泊，

湖泊总面积12.90平方公里，岸线全

长23公里，其中青浦段6.2公里。

三期工程南起中石化会议中心，北

至沪苏边界，岸线长度约3.1公里，

实施范围为临湖80米，项目总用地

面积约438亩，总投资约5.8亿元。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改）建

护岸9.3公里，新建道路4公里，桥

梁9座，水闸2座，景观绿化23.18万

平方米（含乔木  种、灌木  种、地
被  种），水生态修复约20万平方

米，新（改）建驿站5座等。

还水于民
还岸线于民

据青浦区水务局副局长陆晓峰

介绍，本着“还水于民、还岸线于

民”的理念，元荡三期工程开放了

230亩上海大观园沿湖岸线和18

亩中石化党校，与一期、二期共同

形成1158亩开放滨水岸线，同时

还营造了约20万平方米湿地生

境，丰富滨水生物多样性。在滨水

空间的打造上，二期工程注重休闲

康养，三期工程则是突出运动功能，

进一步满足群众多元需求，让大家

走得近湖、看得见景。

上海大观园岸线充分利用场地

肌理和人文资源要素，依托上海大

观园的特色景观，植入生态、绿色、

创新等当代治水理念，打造生态与

文化互融的水文化名片。上海大观

园岸线以“十里画廊、寻芳江南”为

项目定位，将十二金钗的人物故事

通过景观再现，形成海棠石醉、梅廊

慕雪、平湖风荷等“一廊十二景”。

在元荡湖畔，营造林木葱翠、流水通

幽、碧波荡漾、清幽雅致的古典园林

意境，构建一条江南水乡文化长廊，

丰富青浦的江南文化体系，打造元

荡“诗画江南湾”。

联合河湖长制
扫管理盲区

在元荡湖的治理中，联合河湖

长制成为重要的经验，这一经验也

为长三角示范区绿色发展提供保

障。据青浦区水务局局长程光宇介

绍，通过多年努力，青浦、吴江、嘉善

三地逐步完善并固化形成了以“五

个联合”为核心的联合河湖长制（联

合巡河、联合监测、联合执法、联合

管护、联合治理），成功应对了水葫

芦、蓝藻等水环境风险。

在联合巡河方面，青浦区共聘

73名交界河长，不定期开展区级河

长、镇级河长和村级河长等不同层

级的联合巡河活动，三地还建成首

批5个“联合河长工作站”，针对历

史遗留问题进行综合整治。

2021年，青浦与吴江签订《雪

落漾一体共治备忘录》，确定“四同”

原则：即同一个交界河湖，管到边管

到底；同一个养护标准，统一资金标

准和经费分摊；同一个管养单位，轮

流公开招标，聘请专业公司管理和

养护；同一把尺子监督考核，确保公

平公正合理。备忘录从根本上解决

各自责任难厘清、保洁养护标准不

一等问题，成效显著。

在示范区合作框架下，示范区

水文站还通过共同布点、联合监测、

数据共享，消除边界河流的死角盲

区，并先后研究制定了《示范区水文

协作工作机制规则》《示范区重要水

体协同监测与评价工作方案》，针对

二区一县29个主要河湖监测断面，

每月联合编制《示范区水资源水生

态报告》。

联合执法方面，青浦区与省际边

界水政执法机构逐步形成“三纵四

横”（四横是青浦、嘉善、吴江、昆山；

三纵是区级、镇级、村级）的边界执法

网络，定期联合巡查、案件互通互商。

在此基础上，三地还研究制定

了《示范区水行政执法联动协作工

作方案（试行）》《示范区行政执法协

同指导意见》《示范区行政执法协同

实施办法》《示范区行政执法自由裁

量权基准制度》等工作制度，实现联

动执法常态化、制度化。

元荡青浦段岸线整体贯通,上海大观园等单位沿湖岸线开放

漫步烟雨廊桥 诗意跨省“串门”

太平洋新天地T1大厦封顶
高250米！“大新天地区域”新地标亮相

■ 太平洋新天地T1大厦主体结构封顶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 元荡生态岸线三期已经贯通 青浦区水务局供稿

紧邻上海大观园的元荡沿岸，一
座廊桥横跨碧波之上，游客步行几分
钟，就能从上海青浦走到江苏吴江。

“最近元荡生态岸线三期已经贯
通，为了架通青浦和吴江，跨越狭长湖
面，我们结合上海大观园的古色韵味
专门设计了一座具有江南风情的烟雨
廊桥，贯通沪苏两地。”记者从青浦水
务局获悉，围绕打造示范区跨界河湖
治理样板的目标，    年、    年，
青浦区完成了元荡生态岸线贯通工程
一期、二期，共贯通岸线3. 公里。

去年，青浦区开始实施元荡三期
工程，对元荡青浦段剩余的3. 公里岸
线进行整治提升，目前三期工程已完
成，同时实现了元荡青浦段全线贯通。

本报记者 杨欢

本报讯（记者 罗水元）将常

温天然气冷却至液态时需要消耗

大量电能，那将液化天然气（LNG）

还原成常温天然气时，能否将原

来消耗掉的电能还原出来再利

用？能！申能集团旗下上海液化

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上海
   公司）近日就传出了这样的
好消息，其国内首套基于LNG气

化器的冷能发电装置已成功通过

性能及可靠性试验，每小时最大发

电功率超过了3000千瓦！

上海LNG公司在16年前就开

始了冷能利用的研究探索。彼时，

本报曾以《别让每年“18亿度电”

空放东海》为题进行过相应报道。

报道中，时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洋

山同盛联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济师的任先正介绍，进口天然气

的成本，已包括产地单位为便于运

输而将天然气进行液化（   立方
米天然气液化后的体积约1立方
米）的费用——每液化1吨天然气

耗电量约850度；而通过（海水、空
气或其他冷媒介）冷热交换，将天
然气从液态还原成气态再经管道

输送到城市各处的过程中，1公斤

液化天然气可释放约830千焦冷

能。按每年进口600万吨液态天

然气计算，每年释放的能量折合成

电能约达18亿度——这些冷能如

不利用起来，不但是巨大的浪费，

还会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

上海LNG公司副总经理严艺

敏介绍，上海LNG公司项目一期

工程2007年1月22日在洋山深水

港一座小岛上开建伊始，公司就组

织了冷能利用研究。经多年研究

探索，实现了LNG冷能发电课题项

目落地，并因地制宜建造了这套基

于LNG气化器的冷能发电装置。

■ 该装置利用   的优质
低温冷能和海水的低品位热能产
生电能，不但系国内首创，填补了
我国在冷能发电领域的空白，也是
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   冷能
发电装置，设计年发电量    万
千瓦时，每年可减少能耗近    
吨标煤，减少碳排放约1万吨。
上海LNG公司又于两年前进

一步承担了市科委LNG冷能高效

综合利用课题，结合改善港区供电

安全可靠性的现况要求，探索研究

建设冷能利用电厂。为平衡岛上

用电负荷，该课题不但设想在岛上

建造已不允许在市区建造的“数字房

地产”——数据中心IDC机房，还为

天然气制氢等前沿产业预留了空间。

被液化的天然气
还原成常温也能发电
上海建成国内首套世界最大LNG冷能

发电装置,年发电量2400万千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