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里来了“文化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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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秘境”探路“智慧交通”
丽水松阳上新自动驾驶应用场景

“如何活化桑基鱼塘，更好地

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近日，湖

州市级文化特派员高宁来到和孚

镇荻港村桑基鱼塘核心保护区，

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来更好地保护

与传承农业文化遗产。

文化特派员是浙江在全国首

创的探索性工作，将有文化特长的

人派到浙江各地的乡村，通过挖掘

文化资源、帮扶文化产业等举措，

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开启一场美丽

乡村与优秀人才的“双向奔赴”。

高宁是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

设计学院的副教授，在大学多年

的文化艺术工作经历让她深刻体

会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她此次

的“课题”是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传承。

从阡陌纵横的桑基鱼塘到景

美河畅的荻港古村落，高宁赞叹

千年桑基鱼塘的生机与活力。作

为南浔独特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

桑基鱼塘历史悠久，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样板和发展休闲农业的优质资

源载体。“从现代角度来解释，就是

发挥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能量流

动转化和生物之间共生、相养规律

的作用，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

出，这也是先人适应自然、合理改

造自然的智慧。”高宁说。

在南浔菱湖镇竹墩村，市级

文化特派员谈铮渭来自湖州学

院。“在地文化还可以深入挖掘”

“要链接更多资源、引进更多人

才”……报到第一天，在初步了解

菱湖镇竹墩村发展现状后，谈铮

渭结合个人和乡镇实际，初步制

定了工作计划。

“虽然前期做了很多准备工

作，但调研像在‘开盲盒’，遇到一

些需要提高的地方。”谈铮渭说，

菱湖镇竹墩村是浙江省历史文化

名村，是“华夏沈氏故里”之重要

聚居地，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

还有丰富的人文景观元素，要做

好保护和传承，让更多人看到。

“接下来的时间里，她将充分发挥

自己的专业优势和资源，以文化

特派员的身份深入基层，盘活竹

墩村、菱湖镇的文化元素。”

“相信文化特派员的到来，一

定会给基层注入新活力。”菱湖镇

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用好这

一优质资源，做好双向需求对接，

更好地推进文旅融合、乡村振兴。

随着文化特派员的到来，对

乡村而言不仅仅是“文化”被送

来，更关键的是文化得以被“种”

到田间地头，能为乡村振兴提供

更强“引擎”。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黄山市休宁县，一场“逍遥祈福游”在齐云山生态文化

旅游度假区上线。游客们在欣赏丹霞地貌、品读摩崖石刻

的同时，还可与身着古风服装的景区NPC（工作人员）互动，

体验烟火市集、货郎游街等徽州风情，感受端午节日氛围和

体验传统文化习俗。

本报记者 吕倩雯

世界坝体最高抽水蓄能电

站——国网新源江苏句容抽水蓄

能电站配套500千伏电网工程日前

建成投运，上水库正在同步蓄水。

句容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大

坝高达182.3米，利用上、下水库落

差，在用电低谷时把水从下水库抽

往上水库，变成势能储存起来，在

用电高峰时将势能转化为电能送

入电网，被称为电网的“充电宝”。

“抽水蓄能电站的运行需要利

用上、下水库的高度差，根据这个

需求，我们‘平地起高楼’堆出了一

座上水库，这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建

设先例，我们的电站上水库坝体高

度可以说是世界之最。”国网新源

江苏句容抽水蓄能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洪春介绍，句容抽水蓄能电站

上水库大坝高达182.3米，该电站

也成为世界坝体最高的抽水蓄能

电站。整个电站总装机容量135

万千瓦，总投资超过96亿元。

此次投运的配套电网工程是

句容抽水蓄能电站500千伏线路

送出工程，新建输电线路21公里，

铁塔53基，电站通过这条线路并

入国家电网。据江苏送变电有限

公司副总工程师徐怀宇介绍，工

程一半以上的输电线路架设在宁

镇山脉山体上，为了保护山体绿

植，创新使用可视化牵张设备、数

字化钢丝绳回收装置等智能化施

工装备，最大限度保证施工过程

中不损坏山体植被。

“句容抽水蓄能电站在500千

伏上党变电站并网，2025年底电

站全部机组投产后，年抽水电量

可达18亿千瓦时，年发电量13.5

亿千瓦时，发出的电能满足约36

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每年可减

排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约35.7万

吨。”国网镇江供电公司500千伏

变电运检中心主任包磊介绍。

据了解，句容抽水蓄能电站

首台机组将于今年8月并入国家

电网，届时将助力长三角地区电

力保供和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王亮

在丽水市松阳县农村寄递

物流共配中心，快件分拣传送带

高速运转。经过扫码识别分拣

归类后，快件便自动落入了对应

配送区域的快件袋中。和以往

快递员配送不同的是，这些快递

袋被装进了无人配送车，将由无

人配送车送至各个快递站点。

近年来，松阳县通过打造自

动驾驶、交旅融合、数字公路三

类智慧交通应用场景，系统谋划

以智慧交通为核心的百亿级综

合交通产业发展。

快递进村
打通“最后一公里”

据了解，该无人配送车具备

L4级自动驾驶能力，采用了传感

器融合技术，车身配有12个摄像

头、2个激光雷达，能够识别150—

200米范围内的障碍物，通过车载

芯片计算，可以实现有效自动避

让。行驶中，车遇到路口也会自动

减速，遇到红灯会停下等候。

新石器无人车（松阳）有限

责任公司负责人赵银介绍，这些

无人配送车都是具备纯正“血

统”的“松阳车”，自主研发并在

松阳生产。目前，企业X3车型

生产线已逐步进入量产阶段，预

计年产量1万台，产值超1亿

元。“因为我们这个无人车是中

央模组控制的，在出厂之前要经

过20多种城市路况的模拟测试，

所以安全方面是可以保障的。”

赵银表示。

目前，无人配送车主要承担

网点到部分驿站的中转运输工

作，单日单台配送快递可超1000

件。其中每辆无人配送车满载

质量为1000千克，满电续航里程

为200公里，可实现24小时不间

断运营。松阳首批试点将投入5

辆无人配送车，2条线路覆盖多

个网点。

在快递员按下出发键后，小

车便亮起车灯，即将出发送货。

随后，无人配送车根据设定好的

配送路线驶向目的地。松阳县农

村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丁慧

利介绍，无人配送车投入使用以

后，降低了人工、配送成本，提高

了配送时效，“尤其像最近‘618’

包裹量比较大的情况下，能缓解

我们人员紧张的状况，同时配送

时受天气影响相对较小”。

“这一方面解决了松阳因为

季节性差异造成快递企业用工

较紧张的问题，另一方面解决了

县域面积大、各个村庄分布比较

分散造成的快递配送时效偏低

的问题。”松阳县邮政管理局副

局长夏力介绍，利用快递无人车

全天候24小时运行的特点，松阳

打通了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

产业融合
集聚“核心生态链”

“无人驾驶”在松阳早已不是

什么新奇事。去年，L4级自动驾

驶公交车在县城上岗；今年1月，

首批自动驾驶观光车亮相松阴溪

景区；4月，文远无人驾驶小巴进

行路面测试……“车辆自动驾驶

无需操作就能自动避让行人或障

碍物，保持安全车距。”松阳县交

通运输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冬超

介绍，在松阳，大到公交车、无人

小巴、观光车，小到安防车、清扫

车、零售车均实现了自动驾驶，并

进入示范运营阶段。

被誉为“江南秘境”的松阳

县，以古村落为世人所熟知，却成

为浙江省智慧交通产业发展试点

县，而以自动驾驶车辆示范应用

为代表的车辆智能化，只是松阳

县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智

慧交通产业落地发展、形成融合

创新型应用场景的缩影之一。

多功能一体化智慧灯杆、弯

道会车预警系统、车流量预警系

统……行驶在S324温常线望松

至北山路段，道路两旁的220根

具有太阳能照明、路面监控、数

字公路雷达、远程喊话等多项功

能的智慧灯杆等距排列在两侧，

该数字公路路段应用物联网、区

块链技术尝试公路数智化管养

运营，提升通行安全，缓解道路

拥堵问题。

目前，有近130家智慧交通

产业相关企业落地松阳集聚发

展，如由百度、康佳等链主企业

带动，落地了新石器无人驾驶商

用车整车生产项目、于万智驾无

人环卫车、城光联链新基建等一

批核心产业链项目，以及文远知

行、大乐致行等一批智慧交通全

过程服务生态链企业。

去年，松阳智慧交通产业总

产 值 51.49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2.65%。今年一季度总产值

12.25亿元，同比增长37.62%。

未来，智慧交通产业将与生态工

业、旅游业、服务业等紧密融合，

逐步成为松阳拉动经济增长的

新引擎。 本报记者 吕倩雯
通讯员 潘文燕

世界坝体最高抽水蓄能电站配套电网工程建成投运

长三角再添“绿色充电宝”

湖州南浔开启乡村与人才“双向奔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