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喻剑报道：深圳光明新区光侨路
日前建成长 7.6 公里的“绿波带”，覆盖 12 个信号灯
路口。平峰期车辆通过时保持 50 公里／小时的车
速，可一路绿灯。

“遇到一路绿灯，这种情况就属于‘绿波带’。”
深圳市交警局科技处监控管理科民警姚利民介绍
说。据介绍，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交警部门对信号
灯进行了区域协调。所谓的区域协调，就如同走方
阵，每个方阵的步调须一致。反映在信号灯上就是
多个路口的控制周期保持一致。“就像两个路口有

‘协议’，上一个路口绿灯亮了固定的秒数后下一个
路口再亮绿灯，车辆在这个间隔中按照限速行驶，就
可以一路绿灯。”

记者了解到，“绿波带”设置的目的是使行驶于
其中的车辆减少甚至不遇到红灯，从而快速通过路
段。如果司机在“绿波带”第一个路口时红灯转绿灯
起步，只要保持限速行驶，就会一路绿灯。截至今年
7 月，交警部门已经在深圳 444 条路段上建设了“绿
波带”，覆盖1181个路口。

一般来说，路段越长，交叉口越多，“绿波带”越
难设计，建设难度也越高。“目前深圳最长‘绿波带’
是 7 月初设置建成的一条双向‘绿波带’，位于光明
新区主干道光侨路的玉塘路段至华夏二路路段。”姚
利民告诉记者，“该段路的‘绿波带’全长 7.6 公里，
共包含了 12 个信号灯控制路口，设置车辆时速为
50公里，经过半个多月的试运行，效果显著”。

经测试，在下午平峰时段的光侨路“绿波带”上，
以 50 公里的时速行驶，基本能实现双向不停车通
过，总体提速40%以上。

深圳建设“绿波带”提升道路通畅率
按照限速行驶可一路绿灯

武汉：“刷脸”赶火车

旅客通过脸部识别技术自助验证进站通道验票
进站。近日，武汉火车站全面启用脸部识别技术自
助验证进站通道，让旅客直接“刷脸”进站，人均用时
只需5秒左右。 新华社记者 熊 琦摄

今年 35 岁的“跑友”黄
天祁是贵州省六盘水市一位
马拉松爱好者，连续几年在
家门口参赛，他对家乡近年
来的变化感慨良多。“以前
土、脏、灰的煤炭城市，如今
已是高楼林立，世界各地的
游客都来此游玩。”

对于六盘水而言，转变
更直观地体现在名称上:从

“江南煤都”到“中国凉都”。
六盘水曾经因煤矿、钢铁而
兴，又因传统工业下行而经
济增长减速。近年来，这个
传统资源型城市尝试转身，
喊出“中国凉都”的口号。可

“凉都”叫了好几年，名气依
旧只在省内响亮，与此同时，
许多打着“夏季避暑”旗帜的
城市轮番登场，争抢市场。
在此情况下，六盘水决定另
辟蹊径，通过举办“夏季马拉
松”比赛，以体育产业为突破
口 ，为 城 市 发 展 提 供 新 的
路径。

2013 年，第一届六盘水
马拉松举办，此后，六盘水连
续 4 年举办夏季国际马拉松
赛。世界各地的“跑友”前来参赛，六盘水市市民也
走出家门，积极奔跑，比赛成为城中盛事。借助马拉
松赛的热度，六盘水在群众性赛事中不断探索，体育
产业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模式：发展山地户外运动，举
办滑翔伞、山地自行车、汽车越野赛等；推广布依族
砸石头、母猪棋、苗族花棍舞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打造布依族“六月六”、彝族火把节等民族特色体
育品牌赛事。除了大型活动外，足球、篮球、乒乓球、
羽毛球、游泳、广场舞等普及性广、市场空间大的群
众性运动也渐成气候。

南来北往的游客为这些体育活动驻足。六盘水
市副市长张涛说，体育平台可以将文化、教育、旅游
等行业深度融合，互相借力，培养活跃人群，带来新
的消费。“在六盘水，推窗就是绿、抬头就是蓝、出门
就是景，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52.77%，空气负氧离
子浓度高达每立方厘米 2 万个，夏日平均气温仅
19℃。”六盘水多样的自然资源禀赋蕴含着体育、旅
游充分对接的可能，转型并非生搬硬套。事实也证
明，“体育＋旅游”这条路走得恰逢其时，六盘水旅游
业实现井喷式增长，2016 年，全市接待国内外游客
1901.41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24.65亿元，位居
贵州省第一。

从工业立市到发展体育旅游产业，折射出城市
转型的思路之变。如今的六盘水，站在了较高的起
点，未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来自世界的客源群体，
需要面向世界的交通体系、旅游集散体系和世界级
的旅游产品和公共服务配套，这些都需要更长时间、
更多方面的努力。

贵州六盘水

：

体育赛事助力城市转型

本报记者

李华林

家住山东青岛市城阳区青特城的居民
刘世明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一个投诉电
话竟然变成了今年城阳区的区办实事。

事情源于刘世明家门口的断头路。“以
前这个地方是个断头路，每天送孩子去上
学，距离不远，却要绕一个大圈。”刘世明站
在施工现场告诉记者，“去年底，我拨打政
务服务热线反映了这个问题。没想到政府
这么快就有所行动，听说今年底就能把路
通了，周围的居民都很开心”。

市民诉求是如何转化为区办实事的？
“这主要得益于我们的民声服务数据分析
与应用系统。”城阳区民声服务办公室受理
科科长郭卫民介绍，去年民声服务办公室
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群众对城市路网、高

峰时段的交通秩序尤为关注，就梳理了包
括“断头路”贯通在内的“市民需求意愿高、
与重点项目关联度强、需财政资金投入”的
城市路网建设、交通秩序、物业管理等 15
项建设类问题，呈报区政府。区政府召开
2 次常务会议进行了专题研究，确定将其
作为政府办实事的重点，集中解决。

郭卫民所说的“大数据”，就是城阳区
开发建立的百万量级的大数据平台——民
声服务数据分析与应用平台。

在城阳区民声服务数据分析大屏幕
上，记者看到左方的菜单里有“基础数据”

“大数据分析”“统计报表”等 10 余个子菜
单。屏幕的右边，则有“公开电话”“我与区
长话城阳”等20余个子菜单。“市民无论通

过何种渠道反映诉求，均被录入平台。如
果想了解某个时间段内的投诉热点，只需
进入热点问题预警功能模块，每天、每周、
每月的热点就能以条形图清楚显示出来，
而且可以从 1 级到 5 级，由宏观到微观逐
级显示。”郭卫民介绍，平台配建了功能强
大的搜索引擎，建立了18个数据分析模块
和22个统计报表模块，依托云数据分析系
统，实时抓取市民诉求信息进行分析研判，
并可对热点诉求进行自动预警。围绕分析
成果转化，民声办配套建立了要情专报、要
情周报、要情分析等9项专报制度，为政府
决策和部门履职提供数据支撑。

近年来，城阳区把百姓的呼声作为惠
民建设的施政方向，每年区重点项目和区

办实事的确定，均对民声办梳理出的市民
关切问题予以重点考虑。“我们的大数据平
台搭建了一条市民和政府之间沟通的桥
梁，通过实时对比分析，及时梳理出热点难
点问题，作为政府施政的参考依据，实现精
准分析、精准施政、精准惠民。”

今年以来，城阳区民声服务办公室积
极构建新时期新型政民关系，通过加强标
准化建设、运用大数据调度、实施质效化管
理、打造品牌化服务，实现了市民诉求办理
在阳光下运行、城市温度在热线中传递、精
准惠民在数据里发力，创出了一条“整合驱
动、标准管理、科技助推、融合发展”的“阳
光政务”建设新路子，民声服务数据分析与
应用平台便是其中一大创新举措。

青岛城阳区建设“民声服务数据分析与应用平台”——

巧 用 大 数 据“ 精 准 惠 民 ”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矫 超

近日，国家能源局公布首批55个“互
联网+”智慧能源（能源互联网）示范项
目，包括北京延庆能源互联网综合示范
区、崇明能源互联网综合示范项目等在内
的 12 个城市能源互联网综合示范项目，
并要求于 2017 年 8 月底前开工，于 2018
年底前建成。这意味着一个能源清洁、高
效利用的城市发展时期即将到来。

城市是能源消费主体

能源是城市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要
素，全世界80%的能源消耗集中在城市

能源是一座城市正常运转不可或缺
的要素，城市也是能源消费的主体，全世
界 80%的能源消耗集中在城市。随着经
济发展和城镇化的加速，城市能源需求不
断增长，然而城市能源资源却极为有限，
除部分可再生能源外，其他能源基本靠外
送。同时，化石能源的大范围使用，给城
市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问题。

“我国已成为全球能源第一消费大
国，但目前探明的能源资源储量十分有
限，随着各地城镇化及工业化进程加快，
能源需求缺口将进一步扩大。加之我国
能源富集区域与负荷中心的逆向分布，导
致能源供给与需求无法高效匹配，可持续
发展局面堪忧。此外，雾霾问题已成为近
年来我国大气污染的突出标志。”国家电
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褚艳芳表示，
努力提高全国各地能源基础设施的承载
能力和运行效率，加快推进城市用能习惯
转变，实现清洁能源替代和能源综合优化
配置，建设城市能源互联网势在必行。

构建城市能源互联网也是保障我国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成都为例，预
计到“十三五”时期末，成都市全社会用电
量 将 达 到 658 亿 千 瓦 时 ，年 均 增 长
6.20%。“由于资源禀赋所限，成都市自身
拥有资源有限，因此必须以城市能源互联
网为根基，带动能源大规模送入，实现成
都市各区（市）县能源优化配置，保障成都
市电力供应需求。”褚艳芳说。

使各类能源优化共享

建设以电能为主体载体的绿色低碳、
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生态系统

简单来说，城市能源互联网是以电为
中心的城市各类能源互联互通、综合利
用、优化共享的平台。城市能源互联网建
设是以智能电网为基础，以“互联网+”为
手段，以电能为主体载体的绿色低碳、安
全高效的现代能源生态系统。

海宁市是浙江嘉兴城市能源互联网
综合试点示范项目所在地。在海宁袁花
镇东彭社区，大片居民房屋顶上都安装了
整齐划一的光伏发电板，源源不断地把太
阳能转化为电能。

国网浙江海宁市供电公司技术员朱
新说，居民光伏发电受气象、技术等条件
限制，存在电能不是很稳定等情况。储能
站把居民光伏发电的多余电能储存起来，
需要时再用，同时也能提高电能质量。

除了低碳能源，海宁还计划在高效电
网、绿色交通、低碳建筑、能源大数据共享
平台等多方面推进城市能源互联网建设。

在四川天府新区能源互联网示范项
目中，“智能终端同步量测”成为重点攻克
的技术。“提升能效是建设能源互联网的
重要目标，我国能否以较少的能源消耗实
现经济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效
提升潜力能否被有效挖掘。”该项目一位
负责人说，提升能效的关键在用户，如何

帮助其制定合理的智慧用能计划，有针对
性地进行能效提升改造，使用户在不影响
正常生产、生活的前提下提升能效成为亟
需解决的问题。

跨领域合作解难题

跨领域合作，共同解决城市能源互联
网涉及的政策、市场、技术、资金等问题

“目前我国城市集中了二分之一的人
口、四分之三的资源消费、五分之四的
GDP，产生三分之二的碳排放。”北京智
中能源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李凤玲认为，形
势要求我们必须推进城市能源互联网建

设，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实现这一目标提
供可能，不过仍要解决一些关键问题。

电网安全性是我们面临的首要挑
战。就目前的大电网而言，其安全可靠性
基本可以满足用户要求。如果城市屋顶光
伏大量开发并直接接入大电网，其安全可
靠性将大大降低，系统的电能质量也将恶
化，将对用户特别是精密用户带来严重影
响，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还会对系统的稳定
性构成挑战。李凤玲表示，应当在主电网
的后备支持下，尽可能实现微电网的自治
和自愈，把影响系统安全的概率降到最低。

城市能源互联网的推进，离不开合理
有效的商业模式。在李凤玲看来，能源互
联网项目的落地，最大的问题是市场壁
垒。“配网运营与能源销售一体，投资经营
一体，是诸模式中最有效可行的模式。但
由于涉及配电网和基于配网的电力销售，
就涉及到现已形成的利益格局，即便是增
量市场，也会被电网公司视为预期利益。
如果电网公司不配合，社会资本将寸步难
行。因此，政府对于试点示范项目的强力
推进至关重要。”李凤玲说。

对此，褚艳芳建议，积极倡导能源跨
行业、跨领域合作，共同解决城市能源互
联网涉及的政策、市场、技术、资金等问
题。从城市能源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通
过构建城市能源互联网，带动全国经济变
革与能源转型，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使经济布局更加均衡协调，全面实现互利
共赢。

能源需求缺口进一步扩大，供给与需求急需高效匹配——

城市能源互联网应运而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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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集中了我国大部分的能源消
费，解决城市能源清洁化、可持续的问
题，就是解决城市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可
持续的问题。构建城市能源互联网，将
促进各类能源与电能转换，提高清洁能
源在供给侧和电能在消费侧的使用比
重，实现城市能源消费的基本无碳化。

电能替代是构建能源互联网的重要
前提。一方面，通过电网远距离输电，为
城市供应充足的清洁电力；另一方面，在

供暖、交通、大型机械等领域全面推广电
能替代，用清洁电力代替传统化石能源。

智能电网是构建城市能源互联网的
重要保障。要将智能电网与热力管网、
天然气管网、交通网络等多种类型网络
互联互通，建设多种能源形态协同转化、
集中式与分布式能源协调运行的综合能
源网络，确保综合能源网络结构合理、运
行高效。

用能终端改造是构建城市能源互联

网的重要支撑。智能化是能源互联网的
典型特征，而智能化的前提是能源数据
的收集，要加快推进水、电、气“多表合
一”远程集采集抄工作，构建多能互联信
息系统，推广多表信息集成平台，建设能
源大数据的分析应用工具，改善终端用
户用能模式。

总之，城市能源互联网的建设需要
多方合作，在合理规划的前提下先行先
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城市特色的道路。

多 方 合 作 方 能“ 互 联 ”
王轶辰

图为新建设的光伏新村——浙江海宁彭墩村，现已初具规模。 王轶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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