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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依托我
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
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
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记者
在全球外商投资重镇、全国百强县
之首的江苏省昆山市采访发现，十
年来，当地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
深化开放助推自身产业体系不断完
备，以自主创新持续赋能制造业转
型升级，以区域一体化进一步拓宽
县域发展空间。

持续开放优化营商环境

　　扎根昆山十多年的爱杰姆汽车
配件有限公司是世界五百强美资企
业伟创力（Flex）的全资子公司。公
司 总 经 理 尼 罗·尼 米 斯（ N i l o 　
Nimis）这几年微信玩得越来越溜，
因为这是他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沟
通最频繁的方式。“有事没事问一
问，企业有求马上办”，尼米斯对此
感受深刻。
　　昆山爱杰姆的走廊里陈列着各
式汽车顶灯，其中的触控式顶灯是
专为中国汽车研发。“我们与中国本
土车企的合作，让今年订单量增长
了 33%。”尼米斯感慨说，中国新能
源汽车市场广阔、需求活跃，带动昆
山爱杰姆成为集团创新最活跃的分
支机构之一，而当地政府惠企政策
让自己信心越来越强。
　　以亲商氛围稳外资，用开放方
式促发展、促升级，昆山积极应对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等挑战，全力
推动外资外贸规模稳中求进。疫情
期间，星巴克等外资企业逆势加码
投资昆山。截至目前，48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已在此投资 108 个
项目。
　　更高水平的开放是制度型开
放，更优良的环境是制度化的营商
环境。十年来，昆山努力对标高层次
的经贸新规则，建立一套便捷高效
的涉企办事流程，营造更加公平的
市场环境、更加包容的人文环境、更
加便捷的政务环境、更加优良的信
用环境、更加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
投资创业“首选地”。
　　“开放合作始终是昆山的鲜明
底色，我们将进一步聚焦新兴产业，
引导和鼓励企业向研发、设计、结算

等总部经济延伸。”昆山市商务局局长杨波说，当地以“人无
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为追求，努力在塑环境、抓改革、
优服务上下功夫，不断提升企业的获得感与归属感。

自主创新汇聚增长动能

　　走进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展厅，能像画布一
样展开收起的 OLED 卷轴屏引人瞩目。过去中国消费电子
终端屏幕几乎完全依赖进口，如今维信诺生产的屏幕支撑
国产手机实现折叠、曲屏等功能。公司政府事务总监郅永霞
说：“OLED 材料研发周期长、资金投入大，昆山人懂产业
也懂企业，不断完善上下游配套，让企业可以潜心投入研发
和生产。”
　　今年 5 月，嘉联益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又投资 1.5 亿
美元“进军”高频高速智能化 5G 天线项目。公司总经理室
副经理段俊是党的二十大代表，她说受疫情影响，公司一度
纠结于扩大生产用电增容与既有的生产波动矛盾，当地供
电部门会同工信局和发改委等，为用电扩容的可机动性及
综合用能提供一条龙服务，增强了企业持续创新、迈向高端
制造的信心。
　　串珠成链，昆山成体系地营造企业创新氛围，打造形成

“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
业—上市企业”的链式培育体系。同时，依托大院大所，昆山
实施自主可控产业技术攻关计划，政府滚动发布企业“需求
清单”，征集高校院所“供给清单”，对接合作项目近 900
项，突破一批“卡脖子”关键技术。
　　一组组数据见证创新成果：十年来，昆山高新技术企业
数从 385 家增至 2264 家；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从 2.8% 提升到 3.9% ，研发经费投入增速保持在
10% 以上。
　　昆山市科技局局长蒋跃表示，瞄准数字经济新赛道，昆
山紧紧围绕优势产业链不断强链创链，努力把科技创新这
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区域融合开拓发展空间

　　从上海市中心坐地铁到昆山花桥，再转公交车到水乡
古镇周庄，全程只需约一个小时。这是不少上海人周末出游
的路线。这一路，可以看到昆山近年来水更清、景更美。
　　近十年来，昆山累计淘汰落后产能企业 1376 家，围绕
气、水、土打出污染源源头控制“组合拳”，让产业与生态得
以有机协调、统筹发展。
　　去存量与做增量同步。由太湖流向上海的吴淞江，正进
行岸线和航道整治；吴淞江畔，小核酸及生物医药集群、先
进计算产业创新集群崛起；昆山还主动与苏州工业园区、常
熟等加强互动，推动阳澄湖两岸科创中心、界浦河两岸高端
制造发展平台建设。
　　不再简单做发展溢出的承接者，而要做融合发展的联
动者。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下昆山应有新格局、新定位、
新选择，通过与区域核心城市建立联动机制、加强要素流
动，主动寻求与区域城市的产业耦合发展。
　　昆山市有关负责人表示，十年来，昆山聚焦和服务苏州
市域一体化，深层次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以“一体化”发展思
维推动空间重构、资源重组、品质重塑，不断提升县域发展
能级。           （本报记者杨绍功、朱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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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大凉山如何建起“西电东送”巨型换流站
　　新华社成都 11 月 24 日电（记者惠小
勇、卢宥伊、薛晨）海拔 2000 多米的四川
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初冬雾散，天气
晴朗。一座巍峨的世界级工程——— 布拖换
流站在这里拔地而起，大凉山腹地的清洁
电能在此转化为直流电，在不到 1 秒钟内
化作强劲的绿色动力送至千里之外，点亮
江苏、浙江的灯火。
　　布拖换流站主要承担着将白鹤滩水电
站的清洁能源输送到苏浙经济大省的重
任，是国家“西电东送”战略部署的重点工
程。该工程分为两期，一期已于 2022 年 7
月 1 日投运，二期计划 2022 年底投运，目
前建设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无尘阀厅内，来自国网四川电力送变
电建设有限公司的 6 名施工人员身穿防
尘服，正逐项检查个人安全防护措施，旁边
的升降平台已准备就绪，该公司安装项目
经理陈静远正在进行阀塔吊装作业前的最
后交底工作。
　　陈静远一手执对讲机反复叮嘱队员们
仔细检查阀组原件的防尘状态，一边对照
手中的电子触屏，仔细核对物料。
　　工作完成后，记者跟随陈静远在极具
科幻感的换流站里穿梭。布拖换流站占地
约 930 亩，有大概 90 个足球场大小，目之

所及，铁塔间银线飞舞，一眼望不到尽头。
　　由白鹤滩水电站发出的交流电在线缆
密布的交流场完成“上货”，庞然大物换流
变压器紧挨阀厅安静地运行着，电流由此
进入巨大的“粗加工车间”，再输出到管线
林立的直流场进行“精加工”，从而可以稳
定地“长途旅行”。
　　土建基础如同换流站的“骨架”。换流
站所在地天气阴晴不定，站内场地的黏土
是流塑体淤泥质土、泥炭质土，遇水易泥
化、崩解，在降雨和地下水的轮番浸泡下，
会变得极其脆弱。打地基时，为了处理大规
模的淤积土质，只能用碎石强夯置换的方
式开展场平施工——— 将回填的石料用重锤
高落差的冲击力打碎，再将碎石强力挤入
泥土中形成复合地基。
　　然而由于地质原因，重锤夯击时经常
吸锤、埋锤，单机一天只能落锤 58 击。“通
过不断试验，团队摸索出设置临时集水坑
和增加锤柄高度的方案，提高了施工效
率。”国网四川电力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土
建项目总工程师孙浩尹说。
　　位于阀厅里的换流阀是换流站的“心
脏”，对安装精度和防尘的要求极高。在二
期换流站建设现场，以数字化技术武装换
流站“心脏”的应用无处不在。陈静远介绍，

如今通过远程“会诊”、现场智能监测、工地
全感知系统等技术，实现了电网基础设施
建设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保证了换流站
的安装精度。
　　“2008 年，建设±800 千伏复龙换流
站时，核心设备是全进口的，同事们经常通
宵查英文字典翻译设备说明书。”指着前方
的核心设备，陈静远说，“现在，我们已经实
现国产设备的全覆盖和技术引领。”
　　换流站里还有连接各大设备的“神经
系统”。国网四川电力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
调试项目经理潘勇介绍，两期工程的地下
电缆长度达 2500 公里，其中芯线达 8 万
多根。潘勇说，这个“神经系统”每一端的接
口接入“大脑”，都要经过调试运行，相当于
给设备检查“心电图”。
　　一期换流站带电前，工程师们要把数
千条回路、上万个端子完整地“走”一遍。对
于那次“战役”，布拖换流站电气 A 包项目
总工程师谭德泉记忆犹新。带电前，谭德泉
20 多小时没合过眼，直到沉甸甸的执行记
录画满了红勾，他才安心地躺到床上。
　　据国网四川直流中心布拖±800 千伏换
流站站长雷龙飞介绍，全站建设高峰期，有
2000 多名工程师、3 家建设单位在此驻扎，
其中不乏年轻的“80 后”“90 后”，他们搭桥

造塔、挥洒热血，确保“西电东送”运行正常。
　　布拖县位于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的交
界处，境内多为高海拔地区。25 岁的藏族
小伙次尔杜吉大学毕业后就考回国网四川
直流中心西昌分部建设家乡。在布拖换流
站，鹅毛大雪从他入职那年的 11 月一直
飘到次年 5 月，经常要取掉手套去攀爬、
检查设备，他都咬牙扛下来。“我的家乡木
里藏族自治县离这里不远，小时候村里没
有电，我一直对灯火辉煌的世界充满好奇，
如今我的家乡也建起了铁塔，家家户户灯
火通明，我为我的工作感到自豪。”
　　除了扎根大山、辛苦建设布拖换流站
的电力工人，在祖国蜿蜒的江河上空，一道
道银线连接起川苏、川浙的换流站。跨越山
河 2000 余公里，特高压电网建设者的心
血与汗水凝结成滚滚电流，照亮远方。
　　 11 月 15 日，白鹤滩至浙江±800 千
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四川段最后一个架
线区段导线展放顺利完成，标志着白浙工
程全线贯通。
　　“我们走南闯北，架铁塔、牵银线，很不
容易，但也很有成就感。”国网四川电力送
变电建设有限公司施工项目经理王培说，

“是我们所有奋斗在一线的建设者，架起了
白鹤滩‘西电东送’的‘翅膀’。”

四川盆地新探明超千亿立方页岩气田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记者戴小
河）记者 24 日从中国石化获悉，公司在綦
江页岩气田探明地质储量 1459.68 亿立方
米。这一储量日前已通过自然资源 部
审定。
　　中国石化董事长马永生说，綦江页岩
气田位于重庆市綦江区和贵州省习水县境
内，处于四川盆地川东南盆缘复杂构造区。
该气田的发现揭示了盆缘和深层页岩气具
有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开辟了规模增储

上产新阵地，有效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这是中国石化“深地工程”的又一突
破，该气田是我国盆缘复杂构造区发现的
首个中深层—深层页岩气大气田。马永生
说，通常而言，埋深超过 3500 米的页岩
气，被定义为深层页岩气，綦江页岩气田的
页岩层埋深从 1900 米跨度到 4500 米，主
体部分埋深大于 3500 米。
　　“深层页岩气上覆地层复杂，存在着
页岩埋深大、地应力多变等多项世界级难

题，对技术要求高，勘探开发难度大。”马
永生表示，如果说浅层页岩气开发是将

“羊肠小道”扩建为“高速公路”，那么深层
页岩气开发便是在青藏高原上开山架桥，
修建复杂交错的“盘山公路”，勘探开发难
度高。
　　在深层页岩气领域，中国石化在四川
盆地矿权区内拥有深层页岩气资源量 6.3
万亿立方米，是页岩气未来增储上产的重
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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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闭环管理模式和先进处理工艺，利
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成为浙江
省级生态文明教育基地……截至 2022 年 7
月，绍兴市再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已累计接
收垃圾 342.17 万吨，发电量 9.52 亿度，上网
电量 7.98 亿度，对外供热 197.91 万吨。
　　 2021 年，重大巡视巡察问题清单、重
大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清单均指出绍兴在污
染防治中存在监管不严、工作不实现象。对
此，绍兴市委明确整改目标任务，市县联动
一体建立责任链条；绍兴市综合执法局、生
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落实整改主体责任，
加强联合执法；绍兴市纪委市监委将该问
题结合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治理，
会同绍兴市生态环境局集中时间攻坚。
　　记者了解到，绍兴市委市政府将打造

“无废城市”作为“一把手”工程，设立工作专
班，出台工作方案体系，推进清单化管理机
制、制度化督考机制。
　　针对巡视督察发现的固体废物污染防

治不到位问题，绍兴摸排清理出 1141 个非
正规垃圾堆放点，此后大力提升末端处置能
力，加强流转过程智慧监管，并系统推进固
体废物减量化和资源化。白毛尖生活垃圾卫
生填埋场、八方热电垃圾焚烧项目、水联污
泥焚烧项目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废弃矿山填
埋垃圾和修复问题、富盛隧道口非法填埋问
题、暨阳街道垃圾问题得到明显改善。
　　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刘玉磊介
绍，绍兴发挥数字化改革牵引作用，聚焦整
体智治，实现数据、平台、系统多跨协同，创
新拓展巡视督察整改成效；与浙江省生态环
境厅联合开发“浙里无废”应用，揭榜挂帅了
16 个二级子场景中的 11 个，实现“云监管”

“云指导”“云服务”的有机统一、闭环管理。
　　目前，绍兴已形成工业固废利用处置能
力 316 万吨/年、危废利用处置能力 107 万
吨/年，生活垃圾焚烧能力 245 万吨/年、建
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能力 756 万吨/年，
渣土消纳能力 1100 余万方/年、农作物秸

秆综合利用 11 万吨/年、工业化病死动物无
害化处理 1.02 万吨/年的五大类固废利用
处置体系，基本实现“设施无缺口”，巡视督
察有力促进当地无废技术和无废产业提升。
　　以印染行业结构性污染较重和滨海工
业园区部分企业违规新增定型机整治为切
入，“国际纺都”柯桥加大环保整治力度，推
动印染企业跨域集聚、全域提升。柯桥制定
了高于国家标准的印染行业提升标准 108
条，比如要求对使用年限超过 10 年的国产
印染设备、浴比大于 1：8 的染色设备进行
淘汰更新。此外，柯桥推动集聚企业数字化
改造，目前 5 个印染组团项目总投资超过
50 亿元，实现工艺、产品、装备等大幅提升。
　　 2021 年，柯桥全区印染企业高端设
备普及率达到 60% 以上，染色设备平均浴
比由 1 ：10 提高到 1 ：5；全区印染企业亩
均增加值从 2020 年的 174.97 万元/亩，
提高到 2021 年的 211.94 万元/亩，同比
增长 21.1%。    （本报记者方问禹）

绍兴：巡视督察助力提升污染防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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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新 华 社 拉 萨 1 1 月
24 日电（记者张京品、格桑
边觉）20 岁的仁青卓嘎使用
高压锅煮面，不到十分钟就
把香气扑鼻的牛肉面端到家
人面前。
　　仁青卓嘎的父亲——— 今
年 56 岁的扎西，是西藏拉
萨市墨竹工卡县人。他告诉
记者，小时候家里使用的炊
具大部分是陶制品，有陶器
锅、陶器蒸笼、陶器茶壶，也
有木制和石头制作的炊具，
如酥油茶桶、石锅等，其他材
质的炊具非常少见。
　　青藏高原被称为“地球
第三极”，平均海拔 4000 米
以上。高寒的自然环境，造就
了藏家百姓独特的饮食习
惯，也创造了具有鲜明高原
特色的烹饪炊具。20 世纪
80 年代起，西藏饮食、烹饪
业快速发展。扎西回忆说，那
时候，铝制锅具已普遍使用，
高压锅开始进入群众生活。
　　由于西藏海拔较高，气
压低，沸点低，即使炉火再旺
水温也不会再升高，所以煮
饭经常会感觉夹生或不熟。
高压锅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难
题，即便在 5000 米以上的
极高海拔地区也能吃上“熟
透透、香喷喷”的美食。
　　如今，西藏群众的炊具
种类繁多、使用便捷，人们花
费在烹饪上的精力明显减
少，陶器炊具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
　　走进藏家厨房，土灶变成了煤气灶，木
质酥油桶也变成了电动酥油桶，只需轻轻动
一下手指就能完成，人们花费在烹饪上的精
力明显减少。
　　研发适合高原地区的多功能烹饪炊
具，是西藏自治区政府着力推动的重要民
生工程。今年 2 月起，西藏自治区经济和
信息化厅联合其他单位，用时 3 个月研发
出适用于高原地区的多功能烹饪炊具系列
产品 14 款，申请专利 18 项。
　　 7 月 14 日，高原地区多功能系列烹
饪炊具科技成果鉴定会在北京召开。相关
专家教授组成鉴定委员会，对适用于高原
的压力蒸煮锅、压力炒锅 2 个系列的 7 个
产品进行了现场鉴定。专家组鉴定认为，项
目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利于西
藏群众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
　　虽然陶器炊具在群众生活中越来越少，
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一些藏餐店使用传统
陶器炊具制作的特色餐品深受游客喜爱。
　　 21 岁的洛桑益西，2018 年从拉萨市
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今年 3 月，
他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在墨竹工卡县城
开了一家藏餐店。在他的藏餐店里，木柜上
面摆放着各种陶器炊具。他还用陶器锅制
作出了特有的牛肉萝卜汤。“陶器锅里的汤
不容易散味，也不容易凉。”洛桑益西说，他
店里的所有陶器都是从塔巴村购买。
　　据了解，墨竹工卡县工卡镇塔巴村
2009 年投资修建了塔巴陶瓷厂，2011 年成
立了塔巴陶瓷专业合作社，很多制作陶器的
能手在这里工作、传承技艺。
　　西藏大学文化研究学者益西旦增说，
高原烹饪炊具的变化，折射的是西藏百姓
生活的变化。

  ▲这是正在进行主塔封顶施工的引江济淮金寨南路桥（11 月 24 日摄，无人机照片）。
  当日，由中铁四局承建的引江济淮工程江淮沟通段金寨南路桥主塔封顶。该桥跨越引江济淮
工程航道，全长 635 米，设计为独塔斜拉桥，此次封顶的主塔塔高 112 米。引江济淮工程沟通长江、
淮河两大水系，是我国跨流域、跨省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
                                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

引江济淮江淮沟通段

金寨南路桥主塔封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