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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市场配置资源、布局新产业链坐标

“精品安徽”擦亮制造“金招牌”
本报记者 王轶辰

实现对应急情况可视化指挥调度

铁路首个电务大数据

智能运维平台亮相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谢湘艳

河北张家口市立足丰富的可再生能源优势，通过机制创新、产业创新、应用创新，确

定切实可行的产业思路，开展高新技术项目引进，探索多元化应用路径，有效解决了可

再生能源的消纳问题，有力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建设

三大创新体系推进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建设

张家口“风光”正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刘建凤

张家口风光互补发电场。 张 宣摄 （中经视觉）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张北分公司的工人在组装风电设备。

王英军摄 （中经视觉）

近日，安徽省公布了2018年经济
“成绩单”。全省生产总值首次突破 3
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8.02%,工业经
济特别是制造业加快迈向高质量发
展，夯实了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根基。

近年来，安徽省紧紧抓住新一轮
产业变革的浪潮，在全国率先提出制
造强省政策，坚持从供给侧发力，加快
制造业转型步伐，战略性新兴产业不
断壮大。经过多年市场磨炼，安徽制
造业已具备在全球市场配置资源、布
局新产业链坐标的能力。

作为新型工业大省，安徽省大力
实施工业强基、高端制造、智能制造、
绿色制造、精品制造、服务型制造

“1＋5”重大工程，培育形成智能语
音、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聚基地，并在人工智能、车
联网等具有革命意义的新兴产业提早
布局，抢占产业发展先机。

全球首次 18 个光量子比特纠缠
在安徽实现、国内首款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量子计算机控制系统在合肥诞
生、业界实际运算性能最高的数字信
号处理器——“魂芯二号A”研制成
功，世界唯一让机器达到真人说话水
平的语音合成系统在科大讯飞实现、
世界最薄 0.12 毫米电子触控玻璃成
功下线……一大批创新成果不断涌
现，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成
长。与此同时，华米科技公司等一批
在国内外细分市场占有优势地位的行
业“配套专家”“单打冠军”异军
突起。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党组书
记、厅长牛弩韬表示，重视制造业，一
方面要关注高端的、世界级的产业集
群，另一方面也要关注中小微企业，真
心实意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困难。

安徽省省长李国英表示，要设立

10 亿元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100
亿元以上民营企业纾困救助基金，用
好总规模200亿元的中小企业发展基
金。这些真金白银的背后，还需要政
府部门真情实意的服务和真抓实干的
工作。

牛弩韬说，服务民营企业要讲“三
真”：真心实意、真金白银、真抓实干。
从2017年开始，安徽省的“精品安徽”
系列品牌宣传活动将服务落到了企业
最需要的地方。2018年，安徽省下发

《关于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
意见》中，特别提出持续开展“精品安
徽、精彩安徽”系列宣传。

“如果选择让企业单打独斗式的
自我宣传，可能在宣传方式和力度方
面效果都不会理想，不如由政府出面
集中推荐部分省内优秀企业。”牛弩韬
说：“这将极大提振企业的信心，增强
企业竞争力。”

集最先进的大数据、云计算
及新一代维护技术于一体的电务
大数据智能运维平台，在首次投
入春运的怀衡铁路试点并基本建
成，由湖南衡阳电务段介入使
用。如此大规模、最先进的电务
专业智能运维平台，在全国铁路
系统尚属第一家。

电务大数据智能运维平台按
照“4+2”原则，配置相应应用
功能模块，实现运维中设备和人
员的智能管理。“4”即4化：集
中化，实现“集中监控、集中维
护和集中管理”；智能化，对采
集到的各电务子系统进行大数据
分析比对，实现故障分析智能
化；自动化，采用电子运维管理
功能，实现数据分析自动化；可
视化，分析结果和采集数据通过
图表、3D 等技术手段可视化展
示。“2”即管设备和管人员。
通过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实现对
设备的智能管理，过程控制与行
为管理实现对作业人员的现场
管理。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当车
站发生突发状况时，指挥中心通
过电务大数据智能运维平台，能
实时查看现场维护人员的位置，
指派给最合适的人员进行紧急情
况处理。同时可以协同匹配广州
局电务部、衡阳电务段、设备厂
家人员等，通过视频语音等手段
进行沟通应急处置，并实现作业
盯控。

为满足怀衡铁路试点需求，
在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公司一体
化信息集成平台建成后，电务大
数据智能运维平台将整体迁移到
该平台中，分别在信息技术所、
广州局调度楼 CTC 机房和通信
基础机房搭建云平台。

在衡阳电务段邵东高铁信号
车间西渡工区机房，一套无人机
房智能管控系统，具有人脸识
别、红外线成像等9大功能，这
是电务大数据智能运维平台的子
系统。春运期间，该平台不断优
化完善。如出现应急事件时，能
通过各子系统实时上传的设备、
板件及故障信息，定位故障范
围，提供可能故障设备型号、板
件类型、故障原因，关联相应的
应急线路、现场人员、应急车
辆、技术资料等，通过电子地
图、卫星地图等方式，实现对应
急情况的可视化指挥调度。

同时，该平台实现对电务作
业整个过程全面盯控，包括作业
中和作业后的工具、材料的清
点，作业过程是否合规，作业后
电气特性是否恢复正常等，减少
人员现场盯控。此外，该平台还
多维度展示了各类信号设备健康
状况、健康趋势，对“亚健康”
设备进行维护提示。

据介绍，怀衡铁路电务大数
据智能运维平台试点成功后，将
移植到北京到张家口的京张铁
路，全面推广使用。

衡阳电务段邵东高铁信号车间西渡工区，工作人员在查看无人机

房智能管控系统。 谢湘艳摄 （中经视觉）

河北张家口市通过机制创新、产
业创新、应用创新，推动可再生能源
产业快速发展。截至2018年底，可再
生能源总装机容量达到1345万千瓦，
年发电量突破200亿千瓦时。

机制创新完善顶层设计

张家口地处华北平原与内蒙古
高原的连接区域，由于地理环境特
殊，形成了丰富的可再生能源优势，
初步测定，域内可开发风能资源储量
达 4000 万千瓦以上，太阳能可开发
量超过 3000 万千瓦，生物质资源年
产量 200 万吨以上，为可再生能源开
发利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促进这一区域可再生能源
开发，并对全国类似地区形成示范
效应，2015 年 7 月，国务院批复同
意 《河北省张家口市可再生能源示
范区发展规划》，其规划期为 2015-
2030 年，目标是将示范区建设成为
可 再 生 能 源 电 力 市 场 化 改 革 试 验
区、可再生能源国际先进技术应用
引领产业发展先导区、绿色转型发
展示范区、京津冀协同发展可再生
能源创新区，为我国可再生能源健
康快速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
成功经验。

示范区建设者力求通过以机制
创新来确定切实可行的产业思路和
发展规划，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出面牵
头，建立了由部、省、市和科研单位共
同参与的推进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
示范区专家咨询委员会和企业家顾
问委员会，编制完成了《张家口绿色
能源体系规划》《张家口市可再生能
源示范区发展规划实施方案》《张家
口 市 清 洁 能 源 供 暖 规 划（2018-
2021）》等，明确了可再生能源开发建
设的目标、重点和空间布局，为示范
区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遵循。

3 年来，张家口已获得批复的可
再生能源示范项目23个，总投资达到
400 亿元，张北县 500MW 光伏发电
前沿技术先行示范基地等一批可再
生能源示范项目陆续实施。

张北县是张家口可再生能源最
为富集的县之一，通过深度挖掘新
能源资源，新建 47.5 万千瓦多能互
补项目、22万千瓦的微电网、80万千
瓦的“互联网+新能源”等新能源项目
7 个，形成了风电、光伏设备的生
产，风电、光电工程建设、运营、
使用的闭合产业链。全部建成后，
新能源总装机规模将达到838.448万
千瓦。

科技创新提高利用效率

张家口市委书记回建表示：“要
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建设真正
在全国取得示范效应，业态创新必须
紧跟世界先进水平，只有这样，才能
取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进经济社
会发展的示范效应。”

按照这样的思路，张家口市与中
科院相关院所、华北电力大学、河北
北方学院合作共建“张家口可再生能
源研究院”，全力开展高新技术项目
的引进和创新，使张家口可再生能源
建设呈现既注重形式多样，又注重规
模发展的局面。

国网新能源张家口风光储输示
范电站副总工程师刘汉民介绍，他们
设 计 施 工 的 电 站 就 是 一 项 创 新 工
程。“与传统能源不同，新能源具有随
机性、波动性、间歇性等特点，大规模
新能源并网消纳成为世界性难题。
因此，我们的创新工程立足于破解大
规模新能源并网瓶颈，首创风光储输
联 合 发 电 全 景 检 测 与 综 合 控 制 系
统。”该系统实现了风储、光储和风光
储联合等多种发电运行方式自动组
态、智能优化和平滑切换，不仅解决
了新能源安全稳定并网这一难题，更
实 现 了 新 能 源 发 电 精 细 化 运 行 与
控制。

目前，该项目已经获得 87 项专
利，研发制造高新设备 119 台，颁布
13 项国家标准和 21 项行业标准，截
至目前工程输出绿色电能超过 50.88
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 205.55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507.27万吨。

应用创新促进转型发展

走进位于怀来县东花园的秦淮
数据官厅湖新媒体大数据产业基地
二期数据中心，仿佛进入了一个粉蓝
色的时空隧道，时尚的设计、巧妙的
搭配，无不让人眼前一亮。秦淮数据
公司总裁居静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官
厅湖新媒体大数据产业基地总投资
为60亿元，分4期建设，目前一、二期
项目已交付运营，全部建成后年产值
可达 10 亿元。之所以选择在这里落
户，很大程度上看中的是这里能够实
现清洁能源直接供应的优势。

张家口市政府与秦淮数据成功
签约，后者拟投资 300 亿元在怀来县
建设环首都信息经济创新示范区，每
年 可 以 消 纳 数 十 亿 千 瓦 时 新 能 源
电力。

张家口市市长武卫东表示，为了
解决可再生能源的消纳问题，张家口
积 极 探 索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多 元 化 应
用。一方面以建设绿色城市、低碳奥
运为目标，着力推进可再生能源以电
代煤、以电代油工程，实施清洁能源
供暖工程、推进数据中心建设、推进
绿色交通、推进氢能产业发展，促进
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打造多元化就
地消纳样板工程；另一方面，在可再
生能源输出方面积极“找出路”，不断
探索创新可再生能源电力送出方式，
着力构建智能化的可再生能源输电
通道。张北—雄安 1000 千伏特高压
交流输变电工程项目已经获河北省
发改委核准批复，项目竣工后，可再
生能源电力将输送到包括雄安新区
在内的京津冀和华中负荷中心，打通
可再生能源电力外送通道。

此外，张家口还创新了可再生能
源商业运行模式，建立了“政府+电
网+发电企业+用户侧”四方协作机

制，由政府牵头协调，与国网冀北电
力有限公司合作建立可再生能源电
力交易平台，政府部门每月在平台上
发布下个月可再生能源需求电量和
挂牌电价，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自愿
参加，开展市场化交易，将清洁电能
直接销售给用户。

作为可再生能源消纳的新途径，
氢能产业链正在张家口市逐步健全，
氢能源生产、储运、燃料电池、氢能装
备制造、基础设施、能源消费六大领
域形成了一个闭路循环产业链。截
至目前，74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已经
上线运营。

通过三大创新体系的支撑，张家
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得到了快速健
康发展，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占全部电
力装机的 74%，居全国前列。预计到
2020年，示范区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占
终端能源消费总量比例将达 30%，其
中将有 55%的电力消费将来自可再
生能源。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区块链研究中心

为数据加一道安全锁
本报记者 周明阳

江淮汽车已成为安徽制造创新的

注脚。图为位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

内的江淮汽车制造车间。

本报记者 王轶辰摄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区块链研
究中心是由西南财经大学成立的
新型研究机构和创新孵化基地。
研究中心旨在通过学术研究和创
新应用实现区块链相关理论与应
用的中国实践，为解决国家和社
会的重大金融科技与产业创新问
题提供研究支持。中国区块链研
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段江
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区块链的概
念已经很火热，但是真正具有创
新和实践应用意义的应用并不
多。区块链最核心的两个特性是
数据不可篡改和规则不可篡改，
基于这两种特性就可以开发出很
多应用。无论是金融服务、供应
链管理、医疗健康，还是文化及
IP 版权、社会管理、教育等行业，
只要在存储数据时存在信任的问
题，就可以应用区块链技术建立
起信任机制。

段江以区块链技术在志愿者
服务领域的应用为例，说明如何
用区块链解决信任问题。2018
年，研究中心联合共青团成都市
委发布了全国群团组织第一个落
地的区块链应用项目，即“蓉青·
公益”志愿服务系统，将志愿者服
务信息上链登记，保证志愿者信
息和获得积分不能被篡改，这也
是全国群团组织首次将区块链技
术应用于青年志愿者公益服务。

在知识产权领域，区块链技
术也大有可为，可以用来保护数
字资产。段江表示，一张照片、一
段视频、一首歌、一篇文章都是数
字资产，但是如果每一项资产都
去专门申请版权保护将会非常繁

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研究中
心联合成都九宽科技公司开发了
图片和视频社交价值平台“像素
蜜蜂”。像素蜜蜂是基于区块链
的激励式内容社区。“我们做的这
套系统应用了区块链技术，只要
用户把数字内容上传到系统上，
就会被系统打上一个时间戳，记
录上传的时间。没有任何人能够
改变这个时间戳，这样就完成了
确权的过程，可以对社交系统中
海量的原创内容进行高效的保
护。”段江说。

在电子证据存证系统、医疗
品控等领域，研究中心也开发了
相关应用。所有应用的底层系统
是研究中心和成都九宽科技联合
研发的一套名为 9BaaS 的科技
区块链服务平台。段江介绍，
9BaaS区块链服务平台针对不同
行业用户的应用场景需求，提供
场景化的区块链网络服务，帮助
普通开发者快速构建区块链网
络。此外，9BaaS 区块链服务平
台率先在国内实现了“在交易和
传输层面同时兼容国际和国家商
用密码标准”，为区块链网络信息
安全全面赋能。

“我们提供的是‘区块链即服
务’，专注于区块链的底层技术研
发，用户只需要根据自己的业务
形态使用区块链网络即可，这样
就大大降低了创新和应用的门
槛。”段江说，下一步，研究中心将
把 9BaaS 区块链服务平台的数
据接口面向西南财大的全体师生
开放，结合学校在金融方面的优
势，孵化出更多创新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