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地带的惠
州潼湖湿地，一个定位于“广东硅谷”的生
态智慧区正在崛起——今年 2 月，经广东
省政府同意，广东省发改委正式印发《广
东惠州潼湖生态智慧区发展总体规划

（2017—2030 年）》，明确潼湖生态智慧区
建设国家绿色生态城市示范区、广东高端
创新要素集聚区、大珠三角融合发展先行
区，打造“广东硅谷”。从去年 6 月起，短
短 1 年时间内，这里已引进了思科潼湖科
学城、华大基因（惠州）基地、中关村科技
金融小镇等 20 多个国内外重点项目、企
业研发基地、高端研发机构。

近日，计划3年投入300亿元的广东
省首个科技小镇示范项目碧桂园创新小
镇动工兴建。记者了解到，创新小镇定
位为世界级的物联网和智能控制产业基
地，以“城市编织”为规划理念，沿综
合科技发展带将串联建立 3 大特色科技
产业组团。东部组团以智慧城市+科技服
务为核心，中部组团以智能制造+智能控
制为核心，西部组团则以物联网+大数据
为核心。

对于入驻创新小镇后的发展前景，不
少签约企业都表达了信心。入驻企业代
表软通动力是中国领先的创新型技术服

务商，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余伟杰表示，将以惠州当地支柱产
业，特别是大数据产业作为切入点，搭建
和运营包括大数据产业园等众多模块的
综合服务平台。而另一家签约机构代表
——华兴资本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新
卫则表示，在促进产城融合的过程中，华
兴资本可以在金融对接和产能服务方面
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并且未来这种合作
会越来越多。

在日前举行的“广东硅谷”创新发展

论坛暨潼湖生态智慧区建设发展研讨会
上，来自联合国、国家部委和广东省的相
关专家学者积极把脉支招。专家表示，惠
州潼湖生态智慧区有很多优势，在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中，可吸引全球创新资源进行
成果转化。

据惠州市常务副市长、潼湖生态智慧
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总指挥范中杰介绍，在
潼湖生态智慧区，惠州先后启动了创新与
总部经济区、国际合作产业园和创新园等
起步区建设。

去年下半年以来，潼湖生态智慧区已
引进来自美国、比利时、韩国、中国香港以
及内地共 20 多个高端创新项目，并集中
吸引了大批新型研发机构和创新团队，有
希望在深圳周边率先实现功能一体化、交
通一体化、配套一体化、服务一体化的世
界级创新产业集聚地。

据了解，目前潼湖生态智慧区落户高
端科研院所 13 家，如教育部中国高校(华
南)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南方智能制造产
业研究院、北斗导航与位置服务研究中
心、移动互联网及智慧城市应用研究中
心、无人机遥感技术联合研究中心等；同
时，引进创新产业项目 7 宗，除碧桂园创
新小镇，还有思科潼湖科学城、华大基因
(惠州)基地、中关村科技金融小镇、万城智
慧项目等；研发项目 7 宗，包括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华南创新基地、TCL集团智能
互联网全球研发基地等，还有万城集团总
部、胜宏科技业务总部、赢合科技研发总
部等总部项目。

惠州副市长陈高燕向记者介绍，目
前，潼湖生态智慧区产业集聚凸显，项目
总投资达到近 3000 亿元，在智慧区约 38
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上，平均每平方公里
投资达 76 亿元。惠州正制定 3 年初具规
模、5年基本成型的工作方案，高标准高起
点建设绿色智城、广东硅谷。

惠州潼湖生态智慧区将打造“广东硅谷”——

抓住建设“大湾区”机遇全球引智
本报记者 张建军

青岛市首个采用海绵
城市理念改造的居民小区
——李沧区兴华路街道华
泰社区日前改造完成。近
日，记者来到这里进行实
地探访。

华泰社区位于李沧区
西部，海绵化整治共包含
21 座楼，涉及约 1200 户
居民。整治前，小区内的
硬化铺装破损，绿化裸露、
停车无序、公共配套设施
缺失等问题严重。因此，
整治内容包括宅间路面透
水铺装改造，下沉式绿地
改造及绿化补植，蓄水模
块建设、停车位建设，以及
其他公共设施增设等，总
投资约3000万元。

李沧区建管局市政科
工作人员马鲁振介绍，他
们首先对严重缺乏绿化的
楼间绿地进行微地形处
理，在绿地中设置植草沟、
下凹绿地和生物滞留设
施，创造出可供雨水滞留、
净化、下渗的区域，并将楼
前甬道破损且不透水的荷
兰砖更换为透水性良好的
透水砖，通过适当坡度将
雨水导入楼间绿地。“对一
些堵塞破损严重的建筑雨
落管，我们也进行了断接，将建筑屋面雨水导入楼前绿
地，避免雨水直接进入小区雨水管网。”工作人员说，这
样可以实现最大化的雨水收集和滞留。此外，小区车
行道两侧也增设了开口路沿石，方便雨水流入道路两
侧绿地；在铺设嵌草砖停车位时，将车辆后轮至车尾约
1米位置改为绿化带，既不影响正常停车，又增大绿化
面积，加强雨水下渗。

记者在小区里看到干净硬化的道路两侧整齐排列
着层次有序的绿植，不少地势较低位置的绿化带还设
置了小景观，铺设了鹅卵石。除了看得到的干净和整
洁，华泰社区的硬化路面下也暗藏玄机。“地下有管道
相通，能收集雨水也能及时排水。”青岛腾远设计事务
所有限公司设计师李帅介绍，华泰社区海绵化改造根
据“雨水整体处理”的设计原则，采用了 9 种雨水处理
措施，打造符合海绵城市要求的生态雨水处理系统。

工作人员带领记者来到两栋居民楼中间一处较为
宽敞的硬化区域，指着几个井盖介绍：“地砖下面有两
个模块化蓄水池，一个容量60立方米，另一个40立方
米。这些井盖就是蓄水模块不同部分的探查井。”据
悉，模块化蓄水池是小区地下雨水管网的末端，能收集
净化约100立方米的雨水。

记者了解到，模块化蓄水池有3个组成部分，雨水
汇总管收集的雨水首先流入安全分流井，然后经过雨
水截污挂篮、雨水弃流装置、精密过滤装置，再流入蓄
水模块储存，通过抽水泵抽取浇灌小区内的绿地。工
作人员介绍，当蓄水模块里的雨水集满后，能通过小区
不同位置设置的40多个溢流井直接流入绿地。

采访中，工作人员列出一些数据：改造前，65.72%
的雨水直接通过小区雨水管网排放；改造之后，整个小
区只有 22%的雨水通过雨水管网排放，剩余 78%的雨
水，在小区内滞留、净化，最终下渗补充地下水。

记者了解到，李沧区居民楼院海绵化改造正在加
快推进，试点区域涉及居民楼院整治项目 75 个，将逐
步解决老旧楼院“脏乱差、问题多”的局面，从根本上提
升城区环境舒适度。

记者探访山东青岛首个海绵社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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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八成雨水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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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岛李沧区华泰社区海绵城市整治现场，工作
人员演示透水砖透水性能。 王海滨摄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运营，全国首个
“变电站+充电站”站点——深圳莲花山
充电站在 6 月正式投入运营。据了解，

“十三五”时期，中国南方电网还将在深
圳规划改造建设5座“变电站+充电站”。

便利新能源汽车

莲花山充电站位于深圳福田区凯丰
路和梅林路交会处，有9个60千瓦快速
直流充电桩、41 个 42 千瓦快速交流充
电桩，一天可满足 720 辆电动车的快充
需求。

深圳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副主任何仁
强告诉《经济日报》记者，站内充电桩采
用了目前最先进的快充技术，可以为所
有符合国标的各类电动汽车提供充电服
务。以比亚迪e6车型为例，通过42千瓦
交流桩和 60 千瓦直流桩均只需 100 分
钟左右便可充满。

值得一提的是，莲花山充电站工位
上方的雨棚还嵌入了64.8千瓦太阳能电
池板，可以有效实现光电互补能源综合
利用。

何仁强表示，在深圳现有 200 多座
变电站中，目前具备“变电站+充电站”模
式技改条件的大约有 50 座，按每个站建
50 个充电桩计算，每天可满足 3.6 万辆

电动车充电。
目前，除了莲花山充电站，南方和顺

公司还负责运营位于福田区交通枢纽的
福田充电站、龙岗中心区的和谐充电站、
南山后海超级总部基地核心区域的后海
充电站、宝安空港新城的机场充电站、大
鹏新区新大充电站，包括分散在全市大
型住宅区零散电桩在内的共 2235 个充
电桩，年充电量约1400万千瓦时。

实现“绿上加绿”

“变电站+充电站”模式不仅极大地
方便了电动汽车充电，而且节能减排效果
十分明显。据测算，莲花山充电站每年可
充电 540 万千瓦时，每 20 千瓦时电可以
跑 100 公里，与燃油汽车相比，每 100 公
里减排二氧化碳0.021吨，仅莲花山充电
站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就将达到 5670
吨。嵌入在充电站工位上方的光伏发电

系统，按一年有效发电时间980小时左右
估算，年发电量可达6.4万千瓦时，折合减
少消耗标准煤约18.56吨，可减排二氧化
碳约19.2吨，产生了“绿上加绿”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目前新能源汽车充电难
主要难在土地使用上。何仁强告诉记
者，现在城市土地资源稀缺，规划布局是
一个大难题。

据何仁强介绍，根据国家《电力法》
规定，城市电网纳入了城市总体规划，拥
有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变电设施用地、
输电线路走廊和电缆通道，并划定了电
力设施保护区和设立了标志，以确保城
市用电安全。随着电力技术的发展，在
确保用电安全的情况下，如何走好电网
发展集约化之路，深挖现有变电站土地
及供电容量的潜力，可成为化解新能源
汽车充电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为充分利用城市土地资源，莲花山
充电站采用“变电站+充电站”规划布局，
通过安全、科学、合理利用电力设施现有
空间，既解决城市电动车充电难题，还节
约城市土地面积 3192 平方米。何仁强
表示，接下来，充电桩建设也将结合变电
站新建和改造计划充分推广这种贴建式

“变电站+充电站”创新模式，积极探索在
变电站楼顶和地下建设充电设施的可行
性，既节约城市土地资源，又助力新能源
汽车发展。

探索智能充电

除了“充电难”之外，“找桩难、支付
难”也是困扰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一大难
题。在积极推进充电设施基础建设的同

时，今年 2 月，深圳供电局挂牌成立深圳
南方和顺电动汽车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应用互联网技术实现无卡直充模式，并
开 发 了 智 能 信 息 平 台 和“ 小 南 充 电 ”
APP，致力为广大客户提供全方位智能
充电解决方案。

记者点开“小南充电”，即可在地图
上查找到充电桩，并有最优路径提示，到
站后扫码即可充电，充完电还可通过支
付宝、微信等方式支付电费，非常方便。

“利用这个软件，我们在手机上就能
查找最近的空闲充电桩，解决了急着充
电却找不到充电桩的麻烦。”纯电动出租
车司机王东升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小南充电”注册用户
6902 个，产生充电记录 70002 条，充电
电量216.4万千瓦时。“未来，我们将以电
动汽车智能充电信息平台为核心，充分
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按

‘云、网、端’模式，布局充电全产业链，更
好地服务于深圳电动汽车充电产业发
展，为深圳打造绿色发展示范城市添砖
加瓦。”南方和顺公司总经理冯斌说。

据统计，目前深圳全市电动汽车保
有量约 8 万辆，随着绿色发展成为全社
会的共识和对燃油车号牌的限制，电动
汽车保有量持续快速增长。深圳现有的
3.4 万个充电桩无法满足电动汽车充电
业务的市场需求。“我们预计 5 年内投入
6.6亿元资金，在深圳建设投运1.38万个
充电桩，以满足深圳市政规划和社会用
桩需求。”冯斌介绍，“2017 年将完成投
资 2 亿元，新增 4000 个充电桩，搭建覆
盖深圳全市 74 个街道行政区的充电主
干网络”。

深圳开创“变电站+充电站”运营模式——

电动汽车可以信心满满跑起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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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伟摄

图为全国首个“变电站+充电站”站点——深圳莲花山充电站。 黄志伟摄

红色电动三轮车的非法运营，是许多城市面临的
管理难题。在河北省定州市城区，这种非法运营的三
轮车有 5000 多辆，它们经常逆道行驶、随意掉头，引
发多种交通事故。不堪其扰的市民称之为“红蜻蜓”。

“红蜻蜓”治理势在必行，如何合理高效且稳妥地
推进这项工作？定州市创建文明城市办公室经过深入
研究，决定宣传教育、帮找出路、公正执法3招并用。

从今年4月初开始，定州市利用各种宣传手段，解
释非法营运车辆的危害以及给城市带来的负面影响，
力争让最大多数群众理解取缔“红蜻蜓”的必要性。如
教育部门发放了18万份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劝导中
小学生不乘坐安全系数极低的电动三轮车。

为解运营者停运后的后顾之忧，定州市民政局为
符合条件的车主办理低保，残联为身有残疾的运营者
办理残疾证，帮其办理生活补贴。对不能享受国家各
种保障政策的运营者，人社局免费提供各种劳动技能
培训，并帮助介绍工作。

针对明知故犯的运营者，定州市坚决依法公正处
理。定州市组建了现场执法组，分成4个执法大队，利
用 7 天的宣传期对非法运营者进行宣传劝返，明确告
知依法查扣日期。宣传期结束后，发现非法营运车辆
一律依法查扣。同时，工商局禁止商家销售拼装电动
三轮车。

经过整治，如今的定州街头秩序井然，赢得了市民
的称赞。

河北定州三招“巧治”电动车
本报记者 黄俊毅 雷汉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