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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婕
本报通讯员 王伟 贡晓亚

冬日暖阳，位于丹阳的冈田智能
（江苏）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了“绿电时
刻”——为其供电的云林变电站以绿电

“自给”的方式为企业供能。
处于云林变电站供电范围内的冈

田智能，是一家对欧出口的贸易企业。
短时的电力零碳供给，能让这家企业每
天用上绿电1000多千瓦时，为数控机
床核心部件生产提供动能。据此测算，
可减少近300千克碳排放。

今年 4月，全省首个县域级绿色
电力溯源大数据服务平台——电碳综
合信息管服平台在丹阳市启用。在这
位“碳管家”的助力下，像冈田智能这
样的外向型企业可以更高效达成“绿
色需求”。丹阳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张
帆介绍，平台首创实时潮流解耦拆分
技术，能够实现从 500 千伏枢纽站、
220千伏主网架到配电网，以及重要用

户侧的全链条碳排放强度计算与关键
节点绿色电力溯源，可为地方和企业绿
色发展提供绿电绿证交易辅助服务和
碳资产管理服务。

放眼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制定
脱碳目标，尤其是2023年，欧盟“碳关
税”政策正式上线，国内出口企业需配
合海外进口商如实报送产品相关碳排
放数据，实时追踪碳足迹、实现绿电溯
源。在此背景下，大量出口型企业通过
绿电直供以及寻找第三方的方式，对在
国内已支付的可扣除碳价予以认证，以
应对欧盟碳关税政策。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市绿色电
力交易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1-11
月，镇江地区绿色电力消费量1.45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63%。“在国内、国际
双重需求驱动下，建立智慧高效、业务
便捷的电能和碳流管理平台，迫在眉
睫。”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
聚焦碳足迹准确计算、碳排放科学测
量，以外向型企业密集的丹阳为试点，

由供电公司创新开展电碳综合信息管
服平台建设，推动绿色产业链由“分散
式”向“平台化”升级，为外向型企业提
供碳计算、碳溯源服务，架起用能企
业、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政府部门、
电力交易机构之间的绿色连心桥，助
力外向型企业降碳增效。

响应市场需求，绿电消费“新高地”
正崛地而起。基于平台绿电溯源功能，
供电公司建立了属地绿色能源信息库，
主动对接绿色能源产品供需端，聚合零
散发电企业绿电销售需求，撮合售电公
司或聚合服务商“一对多”批量洽谈，集
中“打包”认证、交易，解决“散户”量少
难交易痛点。同时，通过电力数据实时
分析，实现风能、太阳能、水能等清洁能
源溯源，展示外向型企业的绿电使用比
例，并提供企业所在线路的分时分区电
碳因子以及消纳绿电证明，联动中国质
量认证中心等第三方碳足迹认证机构，
为企业打造专属绿电认证服务。

助力外向型企业降碳增效，绿电
服务持续优化升级。丹阳市供电公司
营销部副主任臧林怡介绍，依托平台绿
电绿证服务模块，供电公司创新打造的

“绿电绿证综合服务站+营业厅微网点”
线下服务网络，在丹阳城区供电营业厅
设立40平方米的绿电绿证及碳服务综

合站，“工作日每天安排1名专业人员
驻点，围绕‘政企协同化、窗口特色化、
团队专业化、平台数智化、金融便利化、
合作多元化’体系，为丹阳地区有绿电
需求的企业提供绿电绿证政策咨询、聚
合交易洽谈、账单解读、绿电消费及碳
足迹辅助认证、零碳园区及智能微网建
设等一站式服务，打通用户侧电力碳排
放测算的最后一公里。”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绿色、低碳
是关键，同步开展的绿电管理模式创新，
为产业转型注入绿色动能。张帆以“仅
一零碳园区”项目为例，涵盖光伏发电、新
型储能、熔盐蓄热锅炉、车网互动与园区
能量管理系统的多元互补运行模式，可
实现100%清洁能源供电、供需自我调
节、智慧灵活充电、整体零碳排放、虚拟电
厂模式聚合参与电网调控等多项功能。

“开发碳管理规划模块，模拟推演园区、城
市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节点及演进轨迹，
为政府掌握全市生产和用能结构、重点
行业及规上企业绿色发展情况，做好产
业结构调整，提供决策支撑。”

截至目前，平台已服务丹阳地区
企业完成绿电交易超4000万千瓦时，
同比增长40%。平台已通过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CQC）功能认证，绿电溯源和
电碳感知算法技术获国内领先评价。

全球首个高海拔地区
全绿色电站解决方案发布

近日，青海海南州全绿色电站基地
规划在西宁发布。该方案由中国能建
自主研发，是全球首个高海拔地区以大
规模压缩空气储能系统为支撑的全绿
色电站解决方案。

该基地计划在青海海南州投资建
设“风电光伏+多元储能+数字化调控+
特高压直流输电”全绿色电站示范基
地。根据规划，该示范基地将率先在海
南州贵南县建设 300兆瓦压缩空气储
能电站项目，其中压缩空气储能总体规
模达1200兆瓦。本次提出的全绿色电
站的建设理念，通过大容量压缩空气储
能电站的调节性能，实现对青海风光绿
电的大规模消纳和外送，破解青海省在
新能源产业方面存在的电源结构、网源
时空、生产消纳、储能周期、绿电价格

“五大错配”难题，助力青海省打造清洁
能源产业高地。

青海出台17条举措推进氢能发展
12月10日，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发布《青海省加快推动氢能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以加快推进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
基础研究等17条举措，推进氢能发展。

围绕氢能发展，青海将加快推进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对符合要求氢能领域
科技成果转化和示范应用项目，积极申
请国家超长期国债资金支持。推广氢
燃料汽车应用。对安装ETC设备的氢
燃料汽车、绿氢储运车辆实施差异化收
费政策(仅通行我省境内路段，且出入口
均在我省境内)。拓展氢能多元应用场
景。推进清洁低碳氢能规模化制备可
持续燃料等新型燃料，以及在盐湖、冶
金、合成氨、合成甲醇、石油炼化、晶硅等
领域的应用，减少重点领域碳排放。尤
其值得关注的是，意见提出了发挥财政
专项资金鼓励、引导和带动作用，引导
相关专项资金向氢能产业倾斜。

安徽“未来产业”加快发展氢能、新型储能
日前，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安徽省未来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的通知。

《方案》指出，加快发展氢能、氨能、
新型储能、生物质能，前瞻布局先进核
能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构建新
型能源系统，实施聚变能商业应用行动
计划。推动新一代电子材料、高性能复
合材料、前沿新材料等研发应用，推动
材料、装备、制造体系循环迭代创新。

（整理 单杉）

本报记者 单杉

“在打乒乓球呀，现在这个

场 地 大 多 了 ，打 球 宽 敞 了 不

少。”12月 16日早晨，买完菜的

秦先生路过京口路社区零碳客

厅时，和正在运动的邻居寒暄

了几句。记者注意到，这个“客

厅”很是特别，除了植被繁多、

满眼绿色外，每个健身器材都

顶着一块光伏板。

零碳客厅是正东路街道京

口路社区创新推出的一项环保

项目，占地约 900 平方米。今

年 12月初开放以来，正悄然改

变着居民的生活方式。社区书

记孟家园介绍，这里原本是一

片荒地，经过改造，如今化身为

集休闲、教育、能源自给于一体

的绿色社区中心。

记 者 看 到 ，上 午 10 时 不

到，就有许多附近居民在这里

运动健身，器材上的电子屏记

录着居民的运动数据。同时，

健身器材上的光伏发电板正努

力吸纳太阳能，夜幕降临之时，

光能将转化为电能，为零碳客

厅里的路灯照明系统供能。步

道两旁，宣传栏里贴满了低碳

小知识，这里不仅是一个生活

空间，更是一个科普教育和实

践活动的平台。

秦先生就住在京砚家园，

这里开放后成了他每日打卡

地。“这个健身区域的规模很

大，小区里老年人也多，大家有

空的时候就可以来运动运动，

聊聊天。”秦先生告诉记者，晚

饭过后，这里人更多，而且有了

照 明 系 统 ，晚 上 也 是 亮 堂 堂

的。“之前的健身区域灯很少，

晚上看不清，现在这里亮多了，

地方也大多了，很好！”

听到居民纷纷赞不绝口，

站在一旁的孟家园笑得很开

心。他告诉记者，除了光伏发

电，零碳客厅还有一个环保秘

诀——整片区域安装了雨水收

集装置，收集来的雨水可以用

来灌溉植物。“零碳客厅地面都

是雨水可渗透，这样下雨的时

候这个地面不仅不会积水，雨

水渗透还可以浇花。”

京口路社区是名副其实的

低碳社区，在新增设的零碳客

厅里，植物固碳区、休闲活动

区、低碳宣传区和零碳能源区

四大功能区各司其职。植物固

碳区通过种植草坪、灌木和碳

中和林，为社区提供了一个生

态氧吧，让居民能够呼吸到更

新鲜的空气。休闲活动区配备

了健身器械、塑胶跑道和休憩

座椅，鼓励居民走出室内，享受

户外的乐趣。低碳宣传区通过

设置宣传栏、互动展示牌屏和

餐厨垃圾回收利用装置，向居

民普及低碳知识，引导他们实

践低碳生活。

“含绿”吊索具
轻松搬动桥梁“大块头”
本报记者 陈志奎 本报通讯员 唐菀滢

桥梁施工中，大型桥梁构件的起吊至
为关键，而钢丝绳索具是解决这一难题的
得力帮手。

为适应行业发展新形势，曾从事五金
工具制造的丹阳百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应
变求变，果断切入钢丝绳索具新赛道，更新
自动化智能化设备，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
升级，加快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实现绿色协同转型发展。

漫步百成金属生产车间，触目皆是一
片繁忙而有序的景象：机器隆隆作响、叉车
来回穿梭、工人调试设备……在钢丝绳生
产线上，刚引进的自动校直机高效运转。
一旁，两名工人有条不紊地操作机器。“经
过这道筋拔工序，钢丝绳会变得更细，拉力
更强。”企业负责人朱国银解释，借助智能
化设备，只要工人提前将设备调试好、准备
好原材料，机器就能高效运作，将原材料加
工成一卷卷坚实牢靠的吊索具。

近年来，百成金属的产品从原材料准
备到成品出厂，许多工序均实现了全自动
操作，事半功倍。仅以自动校直机为例，新
设备上线后，生产工序减员五六名工人，加
工效率大大提升的同时，综合成本下降了
七至八个百分点。

钢丝绳索具承载量大，不管是重达几十
吨甚至上百吨的钢梁，还是厚实笨重的混凝
土预制板，它都能稳稳承担起这份沉甸甸的
重量。而主攻钢绞线、链条等吊索设备制造

的百成金属原本生产五金工具。“同类别企
业较多，竞争压力大。”朱国银回忆起企业的
转型之路时感慨道。2016年，一次偶然的机
会让他接触到了吊索具，敏锐洞察其市场潜
力后，百成金属果断决定转型。

转型并非一帆风顺。起步阶段，为了
使产品达标，朱国银和工人们常常日夜守
在厂里、炉边，研究修改生产方案。“正是这
段经历让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后来
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据了解，起吊作业中，吊索要与大型桥
梁构件的粗糙表面不断摩擦，还要经受住
施工现场风沙尘土的侵袭。经过反复探索
创新，百成金属改进后的钢绞线索具产品
凭借承载量大、耐磨损、不易断裂等优点，
渐渐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年底订单量增加，生产任务已经排
到明年 4 月，厂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更
加高涨。”朱国银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
容。截至目前，百成金属已经实现产能 4
万吨，确保在第四季度完成年初设定的
生产目标。生产质效稳步提升，企业绿
色发展蹄疾步稳。这两年企业更新换代
节能设备，并且加紧安装光伏发电系统，
实现节能增效、低碳发展。

小企业有大能量。百成金属生产工艺
逐渐成熟，产品质量稳步提升，今年销售额
预计可达8000万元。目前，企业正在研制适
用于G1200级的吊索具，力求在市场竞争中
继续保持领先地位。朱国银表示：“只有不
断创新，才能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从山顶俯瞰，冬季的镇江也是色彩斑斓，别有风味。 谢道韫 摄影报道

我市打造综合平台服务外向型企业降碳增效

“碳管家”算法领先，助力企业“出海”

光伏发电、雨水收集，低碳社区再添新丁

零碳客厅让居民
健身娱乐多了好去处

光伏面板供能让居民锻炼更绿色，零碳客厅里绿色元素随处可见。 单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