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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5 月 ，苏 州 市 与 国 网 江 苏
省电力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
设 苏 州 国 际 能 源 变 革 发 展 典 范 城
市 ，双 方 将 合 力 推 动 电 网 技 术 水
平 、电 能 服 务 品 质 、能 源 变 革 发 展
影 响 力“ 三 个 国 际 领 先 ”，打 造 能
源 清 洁 、绿 色 、高 效 发 展 的“ 苏 州
样板”。

日前，2016 年国际能源变革论
坛在苏州召开，举办地苏州同里镇
正在织就新能源小镇的秀美图景。

在同里，居民房屋的屋顶装上了

光伏发电装置，具备风力和太阳能发
电功能的新能源路灯整齐排列，一派
古镇风貌与现代科技辉映的“混搭”
景象。

不过，苏州要真正成为国际能源
变革发展典范城市 ，路 依 旧 很 长 。

“ 对 照 城 市 转 型 升 级 的 现 实 需 求 ，
苏 州 能 源 变 革 中 的 差 距 和 问 题 依
旧不少，能源结构尚未完全转到理
想轨道上来。”苏州市委书记周乃翔
说，能源转型要有更长远的眼光、更
大的耐力和恒心。

化解“用能大市”与“资源小市”的矛盾

能源改革的“苏州样板”

“苏州正在探索一条能源变革驱动
城市全面发展、城市能源变革引领能源
转型的实践路径，建设能源驱动城市发
展方式转型升级的典范。”江苏省苏州市
市长曲福田说。

日前，苏州市政府与江苏省电力公
司共同召开苏州建设国际能源变革发展
典范城市咨询会，并就《苏州建设国际能
源变革发展典范城市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征求各方意见和建议。
报告提出了苏州建设国际能源变革

发展典范城市的重点任务和行动计划，
明 确 了 未 来 苏 州 能 源 变 革 的 目 标 ：到
2020 年，苏州地区清洁能源及时接入率
和消纳率达到 100%，清洁电力占比提升
至 50%，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例提升
至 30%，单 位 GDP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比
2005 年下降 65%。

据统计，苏州 2015 年规模以上工业
能源消费总量折合标准煤超过 8000 万
吨 ，煤 炭 消 费 折 合 标 准 煤 超 过 5400 万
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为 1.52 亿吨，二
氧 化 碳 排 放 强 度 约 为 1.04 吨/万 元
GDP，节能减排的压力不容忽视。由于
苏州本地的自然资源相对匮乏，能源产
品基本来自外购，导致能源输送成本高、
供应保障压力大。作为经济大市和能源
小市，苏州对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

城市能源体系需求迫切。
报告指出，苏州是中国经济和能源

发展的缩影。苏州 GDP增速从高速增长
转入中高速增长，与国家整体走势高度一
致。产业结构正处于农业稳定增长、制造
业结构优化、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转型期，与
国家整体情况高度趋同。在能源消费中，
煤炭仍是能源消费主力，占比在 2/3 左
右，与国家整体能源结构高度相似。

未来，在能源管理方面，苏州将改变
现有思维方式，由主要重视能源供应的
供给保障型能源思维方式，转变为高度
重视能源变革、驱动城市发展全面升级
的变革引领型能源思维方式。同时，关
注点也将由主要关注能源驱动城市经济
发展，转变为以能源变革推动城市经济、
社会、环境、人文、管理、竞争力发展及居
民生活品质提升。

在能源配置方面，苏州目前是由输
煤支撑的高污染、高碳排放、本地平衡型
的能源配置方式，未来将变输煤为输电，
实现资源在大范围优化配置，这是一种
清洁低碳、跨区平衡型的能源配置方式。

与国内大多数城市一样，苏州目前
在能源约束方面采取一种软约束方式，
即能源环境目标更多让位于经济增长。
未来，将转变为硬约束方式，以能源环境
目标引领、倒逼城市发展转型，实现能源
变革与城市全面发展高度耦合、各类能
源发展协同联动的管理方式。

◆新华社记者刘巍巍 陈刚

围绕如何化解“用能大市”与“资
源小市”的矛盾，江苏省苏州市紧紧

抓住能源改革这个“牛鼻子”，用清
洁、绿色、高效的电能化驱动苏州的
能源结构、用能方式转型，“苏州样
板”正在探索中成型。

定下绿色的能源“基调”

在苏州昆山，全球在建规模最
大、变电容量最高 、供 电 能 力 最 强
的 1000 千 伏 交 流 特 高 压 东 吴 变 电
站近期交运，这是国内首个特高压
环网输变电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 一 工 程 主 要 用 于 长 三 角 地 区 供
电。建设特高压是苏州发力能源变
革的缩影。

2012 年以来，随着±800 千伏四
川锦屏——苏南直流特高压工程、
1000 千伏交流特高压东吴变电站一
期工程建成投运，苏州成为江苏首个
拥有特高压交直流大电源支撑的城
市。国网苏州供电公司副总工程师

丁丹军说，源源不断的电能通过特高
压大动脉输送，日均输电量达 1.6 亿
千瓦时。

同时，苏州也加快分布式能源的
发展。富士康集团利用企业屋顶，自
行开发建设了 7 个分布式光伏电站，
装机总容量达 4 兆瓦，投运后年发电
量超过 400万千瓦时。

如今，苏州越来越多的分布式光
伏、风能发电接入电网。“目前，苏州
分布式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在江苏省
排名第一位，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年
均增长 40%。”丁丹军说，到 2020 年，
苏州清洁电力占比将达 55%。

迎来“无燃煤”的清洁时代

一艘艘大型货轮在苏州张家港
港务集团码头靠岸，与以往不同的
是，这些大吨位船舶告别了重油燃
料，只要将船上的 6 千伏高压电缆与
码头的高压岸电电源相连即可。

“接入岸电后，主机完全停止，实
现零排放，可以有效改善内河环境，
苏州已经实现主要码头岸电系统全
覆盖。”张家港市供电公司总经理陆
立民说。

港口码头岸电系统是苏州推行
“以电代煤、以电代油”，提高清洁电
能消费比重的有益尝试。

“家家小锅炉、户户煤蒸汽”，这
曾是江苏常熟服装城内家庭作坊的
真实写照，如今已成为历史。

湖鹤新村村民周永良从事家庭

服装加工 20 多年，早些时候，他家靠
烧蜂窝煤生产蒸汽熨烫，后来改用燃
煤锅炉。“一天要烧煤一吨半，烟浓、
味重、尘多。”周永良如今添置了两台
吸风熨烫台，彻底淘汰了燃煤锅炉。

越来越多的尝试正在逐步改变
苏州人生产生活的用能习惯。目前，
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已率先实现
全区终端能源“无燃煤”，2020 年苏
州全市将实现基本“无燃煤”。目前，
苏州已建成 88 座电动汽车充电站，
到 2020 年将建成 180 座各类充电站，
核心城区建成“一公里充电圈”。

国网苏州公司总经理韩冰说，下
阶段将坚持政府主导和电网推动结
合、创新和协同结合、重点领域和技
术引领结合，发展能源消费新模式。

期待理想的转型发展

能源变城市变
苏州将建能源变革典范城市

◆本报记者李莉

能源问题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 资料图片

■新闻链接

为规范城市地下空间建设和管理工
作，建立健全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体系，确保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合理有序，吉林省
日前出台《关于开展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
用规划编制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意见》明确，要坚持统一规划、分步实

施、分区管控、适度开发 、突 出 重 点 、统 筹
兼顾的原则，以城市总体规划为指导，与
相 关 专 项 规 划 相 衔 接 ，高 起 点、高标准、
高水平开展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编
制工作。

规划要实现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与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轨道交通、海绵城市建
设、城市综合防灾体系、新城新区建设、棚
户区改造结合，形成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的
整体网络和战略布局。据悉，吉林计划用 3
年左右时间，彻底解决工程无序、管理混
乱、各自为政等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
乱象，推进城市健康有序发展。

《意见》强调，规划编制应实现一本规
划管到底，避免各层次规划脱节。在总体
规划编制过程中，对综合管 廊 、交 通 枢 纽
等 重 要 节 点 区 域 的 规 划 内 容 ，要 达 到 控
制 性 详 细 规 划 的 深 度 要 求 ；对 于 近 期 拟
建地下市政设施、大型商业综合体、综合
换乘枢纽等重大项目的规划内容，要达到
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深度要求，以便及时调
整地上地下建设方案。

《意见》要 求 ，各 市 、县 政 府 应 结 合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的 编 制 或修改，将 城 市 地 下
空 间 的 开 发 战 略 、开 发 规 模 、平 面 布 局 、
竖 向 分 层 、分 区 管 控 等 内 容 纳 入 城 市 总
体规划。

结合重点区域的开发建设，将主导功
能、容积率、覆盖率、开发层数等地下空间
利用指标体系，纳入控制性详 细 规 划 ，必
要时同步调整地上控制性详细规划。结
合 综 合 管 廊 等 重 大 地 下 工 程 项 目 ，各 地
要 制 定 一 体 化 的 规 划 建 设 方 案 ，将 地 下
建筑与地面建筑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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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吕俊

本报讯 北京市海淀 区 日 前 推 出
智 享 自 行 车 租 车 系 统 ，将 社 区 闲 置
自行车进行智能化改造后，用于公共
租赁，今年年底前计划让两万辆自行车
上线运行。

据悉，智享自行车在使用时，只需
下载一个 APP 软件，注 册 后 交 纳 200
元 押 金 ，然 后 扫 描 车 身 上 的 二 维 码 ，
即 可 解 锁 租 用 ，每 半 小 时 租 金 0.5
元 。 据 运 营 方 介 绍 ，每 辆 智 享 自 行
车 的 后 架 上 都 有 一 把 智 能 锁 ，内 装
传感器、定位模块和电子传动系统，可
感应车辆是否涉水、智能锁是否被外力
破坏等。

和目前街头出现的一些公共自行
车不同，智享自行车配有车筐，但平均
重量只有 10 公斤。智享出行 APP 内设
有信用评价系统，可根据使用情况对使
用者进行评价。

如果居民捐出自家闲置的自行车
投入公共使用，捐赠者可免交押金，这
也得到了社区居民的热情回应。万寿
路街道在两周内收集废旧闲置自行车
1522 辆。下一步，万寿路街道将在 35
个社区投入 3000 辆智享自行车，同时
设立停放站点 200个~300个。

经过前期摸底，海淀区废旧、废弃
自行车约有 4 万多辆，占用 大 量 公 共
空 间 ，影 响 环 境 和 安 全 。 因 此 ，海 淀
区 政 府 联 合 运 行 公 司 对 闲 置 自 行 车
进 行 回 收 ，可 正 常 使 用 的 由 自 行 车
厂 进行改装，不可用的送到回收公司
集中处理。

据介绍，海淀区 29 个街镇都已启
动闲置自行车智能化 再 利 用 工 作 ，同
步 在 人 流 量 较 密 集 地 区设立专用停
放点，还将在社区修建智享自行车棚，
给居民提供方便。 夏莉

本报记者蔡新华 见习记者刘静上
海报道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在上海
召开全国装配式建筑工作现场会，向各
省市介绍上海等地的经验，全面推进装
配式建筑发展。

据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
员会主任顾金山介绍，今年上海已落实
装配式建筑 1385 万平方米，连续两年
实现翻番，预制构件生产企业达到 41
家，产能突破 1200 万平方米。其中，城
建实业佘山保障房工程项目是全国装
配式建筑科技示范项目，采用预制空心
楼板、预制剪力墙结构体系建造，结构
预制率为 80.3%。宝业住工基地是国
家首批住宅产业化基地，年产 10 万立
方米混凝土构件。

装配式建筑是指使用预制部品、部

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建筑，实现了从
“垒砖头”到“搭积木”的华丽转身。根
据所用材料不同，装配式建筑分为装配
式混凝土建筑、钢结构建筑以及现代木
结构建筑。从现场浇筑施工的粗放低
效，到工厂预制部件运到工地装配的集
约高效，装配式建筑为传统建造方式带
来的重大变革正在持续推进中。

根据上海市政府发布的实施意见，
自2017年1月1日起，外环线以内城区新
建商品住宅全装修比例要达到 100%，其
他地区达到 50%。顾金山表示，“十三
五”时期，上海将在推行装配式混凝土
结构体系的基础上，发展钢结构、钢—
混凝土结构、木结构等其他结构体系的
装配式建筑，并在桥梁主体结构等市政
工程方面推广装配化技术应用。

本报通讯员陈静 邢丽报道 山东
省青岛市黄岛区、城阳区日前获得“国
家生态区”称号，这与两地不断加大生
态文明建设力度、加快改善环境质量密
切相关。

多年来，黄岛区、城阳区坚持把国
家生态区创建工作作为推动经济社会
协 调 发 展 和 民 生 改 善 的 重 要 途 径 。
其 中 ，黄 岛 区 高 起 点 开 展 新 区 规 划
环评工作，下大力气开展空气质量提
升行动，鼓励黄标车提前淘汰，先行开

展锅炉超低排放试点，整改辖区内石子
厂、橡胶厂 240 余家。同时，大力开展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实现城乡环卫一体
化全覆盖。

城阳区通过建立组织领导、社会参
与、考核监督、投入保障的机制，推进基
础设施建设，实施森林城阳工程，大力
发展特色生态产业，先后获得中国人居
环境范例奖、全国绿色小康县、全国可
持续发展试验区、首批省级生态文明建
设先进区等称号。

在三年造绿大行动工作总结暨新
三年造绿大行动动员部署大会上，湖
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强
调，要通过新三年造绿大行动，丰富

“绿”的内涵，做足“美”的文章，彰显
“高”的品质，充分展示更高水准的绿
色长沙新风貌。

三年行动带来绿色福利

“城市绿化，为人民群众新增了看
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绿色福利。”
易炼红说。自 2014 年启动 三 年 造 绿
大 行 动 以 来 ，长 沙 市 累 计 完 成 绿 化
建 设 投 资 117.32 亿 元 ，完 成 绿 化 建
设面积 34486 公顷，全市森林覆盖率
达 54.8%，城 市 中 心 区 人 均 公 园 绿 地
面 积 10.8 平 方 米 。 至 此 ，长 沙 市 初
步 实 现 了“ 城 在 林 中 、路 在 绿 中 、人
在景中”。

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绿化水平，
为 建 设 国 家 中 心 城 市 、实 现 基 本 现
代化提供生态环境支撑，长沙决定在
2017 年~2019 年全面实施新一轮造绿

大行动。 根 据 计 划 ，到 2019 年 年 末 ，
长 沙 森 林 覆 盖 率 将 达 到 54.9%，城 区
绿 地 率 达 到 35% ，建 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到 41% ，全 市 森 林 面 积 达 52.3
万 公 顷 ；三 年 内 修 建 城 乡 绿 道 3000
公里，新增城市绿地 1500 公顷，新建
各类公园（游园）600 个，建成区人均
公园绿地达到 12平方米以上。

未来把增量提质相结合

“绿树成 荫 、繁 花 似 锦 的 城 市 ，
总是令人向往、令人愉悦。作为南方
城市，长沙四季分明，气候条件和生态
禀 赋 得 天 独 厚 ，理 应 成 为 一 座 森 林
中 的 城 市 、一 座 可 以 深 呼 吸 的 城
市。”易炼红说，城市绿化没有最好，只
有更好。

长沙要围绕构建四大绿色体系的
目标，大力实施生态体系建设、城乡绿
道、环城绿带生态圈、绿色共建共享等
重点工程，全面提升城市绿量，优化环
境品质。

造绿不是简单地种树，要树立增
量与提质相结合的理念，在推进绿化
成带、成片、成园、成网的同时，突出打

造具有长沙特色的园林生态体系，做
到草木花灌“高低搭配、错落有致、疏
密有度、繁简得当”。此外，还要树立
造绿与造景相结合的理念，对道路、桥
梁、水系、屋顶、小区的绿化精心设计，
建设景观系统，形成景观效果，打造一
批绿色小品。

同时，在绿化过程中，要把绿化与
彩化相结合，把观赏与体验相结合，让
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地域文化融入绿化建设

在总体规划上，要加快构建城市
绿 色 生 态 体 系 ，努 力 打 造 城 区 园 林
化 、通 道 景 观 化 、水 系 林 带 化 、镇 村
森 林 化 、农 田 林 网 化 的 网 络 型 绿 色
框 架 和 生 态 屏 障 ，保 护 好 山 水 林 田
湖 生 态 系 统 。 在 具 体 设 计 上 ，长 沙
坚 持 绿 化 、美 化 、彩 化 的 有 机 统 一 ，
做 到 整 体 协调、四季分明、各具特色，
避免“重复作业”。

在质量提升方面，要将长沙悠久
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地域文化，以及
树种、花卉本身蕴涵的文化元素，融入
绿化建设中，着力增加城市绿化景观

的文化内涵，彰显湖湘文化标识，提升
绿色城市品质。

结合旧城改造、新城拓展，精心规
划建设好具有综合功能的城市生态景
观地标，着力打造一批能够代表长沙
形象、彰显城市魅力的城市公园、景观
轴线等。

结合城市水系、道路、公园等，规
划建设城市绿道体系，为市民打造串
联 成 网 的 绿 色 空 间 和 运 动 休 闲 慢 行
系 统 。 同 时 ，下 大 力 气 建 设 一 批 实
用性强、贴近群众生活的街头绿地、
社 区 公 园 ，让 绿 化 建 设 真 正 融 入 到
市民生活当中。

深度实现“城在林中、路在绿中、人在景中”

长沙规划新三年造绿行动
◆本报记者张东风 通讯员陈颖昭

实施“生态立区”战略，加快改善环境质量

青岛两区成为国家生态区

从“垒砖头”到“搭积木”
上海“十三五”将推行多体系装配式建筑

捐出闲置车，免交200元押金

北京海淀推出智享自行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