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日报记者 宋 平

2019年11月以前，小杜是山东博闻
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抄表工，每天
三班倒地定时抄表，费时费力，还不精准。

现在，他是公司智慧园区能源管控平
台的一名工作人员，不用跑车间，就能把
整个园区的用电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

改变源于2019年11月，博闻纸业引
入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

“智慧能源大脑”——智慧园区能源管控
平台。

在引进该平台的当月，小杜和公司
用电管理科科长黄玉龙就见识了这个平
台的智能化。

2019 年 11 月 8 日，由许多蓝色模块
组成的博闻纸业智慧园区能源管控平台
上，突然出现不断闪烁的红色报警信号。

他们赶紧点开报警信号，原来是发
电机组发出的越限报警。

数据显示，发电机组供给污水治理
车间的电量没有被及时消耗掉，一旦电

网过热，电缆线就会被烧坏。根据报警
信息，能源管控平台及时将发电机组的
多余供电进行了并网处理。

“这要搁在以前，因为设备异常运行
无法预警，且不说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就
是发现了问题，查找原因也得耗费很长
时间，那时损失已经造成了。”黄玉龙说。

而现在，车间机器出了故障，利用智
慧园区能源管控平台，只需点几次鼠标，
两三分钟就能从园区成千上万的供电线
路里找到问题点。

从原来向客户销售电气设备，到现
在增加智慧园区能源管控平台服务，科
林电气研究院监控主站研究室主任袁玉
宝说，这是公司借力互联网，从单纯卖设
备向提供智慧电力系统整体服务的转变，
也是基于客户需求做出的产品链延伸。

2018年，科林电气推出智慧园区能
源管控平台，通过在电、热、水、气等设备
中加入通讯设备，对能源数据进行集中
采集和分析，及时发现安全隐患，提高能
源使用效率。

如果车间机器需要预热才能正常运
转，是员工提早来开机器，还是机器 24
小时开机等员工？智慧园区能源管控平
台提供了解决方案。利用该平台的配电
监控子系统，可以对设备进行定时开关。

“看，红、黄、蓝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
的用电状态。当某线路在平台上呈现绿
色时就表示没电了，红色的代表带电状
态，黄色闪烁的说明停过电。”1月10日，
在科林电气研究院云数据运维中心的大
屏幕上，以科林电气园区为模型的智慧
园区能源管控平台上各色模块不断变换
着，袁玉宝介绍，客户通过平台及时掌握
分析尖峰平谷等各时段的用电情况后，
可以采取一些节能措施，如调整管理模
式、技术提升等，实现节能降耗。

不仅企业园区，一些自管住宅小区
也用上了科林电气的智慧园区能源管控
平台。石家庄碧桂园小区利用该平台实
现了3000多户业主电、热、水、气等数据
的远程抄收，减少了物业工作量，整体人
工费用降低了15%至20%。

编者按 2019 年 10 月在石家庄召开的
2019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上，省信息产业
与信息化协会发布了2019年度河北省数字经济

(大智移云)创新成果奖，32个项目获得该奖项。
即日起，本报推出系列报道，展示获奖项目的特
点、亮点。

科林电气：

为园区装上“智慧能源大脑”

河北省数字经济创新成果奖亮点探访①

2020年1月17日 星期五
版面编辑：聂书雪
视觉编辑：展茂光

塞外山城崛起“中国数坝”

□河北日报记者 曹 智

引进一个好项目，带来一
个新产业

1 月 9 日 ，张 北 县 阿 里 云 联 数 据
中心。

“阿里巴巴的天猫平台 2019 年‘双
十一’成交额创下了2684亿元人民币的
新纪录，其中，张北县阿里云联数据中
心承接了商家85%的业务量。”指着一排
排信号灯不断闪烁的服务器，园区负责
人告诉记者。

发展大数据产业，张家口有很多优
势。以张北县为例，该县地处北纬41度，
是国际公认的发展大数据“黄金纬度”地
区，年平均气温只有 3.2℃，全年采用自
然新风制冷模式天数可达到350天以上，
PUE（数据中心能效指标）值低于1.2，最
低可达1.13，降温成本能下降59%以上。

2012年10月，北京市与张家口市签
署《京张共建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合作
协议》，张北云基地被列入京张合作建设

项目，张家口大数据产业由此起航。
2016 年，京津冀三地共同发布

实施《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
设方案》。按照该方案，张家口打造京

津冀大数据新能源示范区，探索大数
据、新能源、智能制造联动发展新路径。

多次来张家口考察后，阿里巴巴集
团负责人对张北的自然、招商条件都非
常满意。阿里巴巴集团大数据项目也
成为张家口第一个落地的大数据项目。

2015 年 6 月，阿里云联数据中心开
工建设。2016 年 7 月，阿里云联数据中
心率先投入运营。截至2019年底，阿里
巴巴集团在张家口的数据项目已达 5
个，服务器数量达28万台。

一个好项目带来一个新产业。
在阿里大数据项目的带动下，腾讯、

秦淮数据、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
通等企业的项目纷纷在张家口落地。截
至2019年底，张家口市已经投入运营数
据中心项目达到 8 个，投入运营服务器
规模达50万台，规模居我省各市前列。

创新优化环境支撑，汇聚
数字经济资源

“尽管规模目前不是全省最大，但

在发展速度方面，我们居全省第一名。”
谈起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张家口市工信
局数字产业科科长王岩信心满满。

2020年元旦刚过，秦淮数据集团环
首都·南山信息技术产业基地项目签约
仪式在张家口市举行。该项目毗邻京
张高铁张家口站，是秦淮数据集团打造
环首都新一代信息技术示范区的一块
重要拼图。

该企业负责人介绍，秦淮数据自
2017年扎根张家口以来，沿京张高铁沿
线各站，深度布局超大规模数字基础设
施，利用张家口充沛的可再生能源和邻
近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城市群的重
要优势，为多家头部互联网企业以及数
字经济领先企业提供数字基础设施运
营服务，发展势头良好。

“沿着京张之间的高速、高铁沿线，
我们将打造以张北云计算产业基地、北
方硅谷高科新城、京北生态科技新城等
园区为核心的大数据产业发展空间布
局，这就是‘一带’‘多园’的含义。”指着
京张快速通道沿线上的几个突出的点，
王岩介绍。

根据《中国数坝·张家口市大数据
产 业 发 展 规 划（2019—2025 年）》，到
2021年，张家口绿色大数据服务器规模
将突破 150 万台；到 2025 年，绿色大数
据服务器规模达到 500 万台，具备千万
台级承载能力。

如此大的规模，如此快的速度，张
家口如何实现？

——张家口市作为全国唯一的可
再生能源示范区，截至 2019 年底，可再
生能源装机已达到1501万千瓦，居全国
前列，可为大数据产业提供充足的绿色
能源供应。

——创新供电保障机制，张家口进
一步完善政府、电网公司、发电企业、用
电大户“四方协作机制”，将数据中心用
电纳入可再生能源电力交易系统。大
数据企业可享受低至每千瓦时 0.36 元
的绿色电力，绿色电力占总能源消耗约
40%以上。

——优化提升网络基础设施支撑
能力。目前，张家口移动、联通、电信公
司均已落地直连北京一级节点 400G 的
互联网出口带宽。

“京张高铁开通运营了，张家口融入
北京一小时经济圈。从气候和区位来
看，张家口是能够满足ICT（信息与通信

技术）产业各类数据处理业务类型的优
质地区，是首都信息技术产业最佳承接
地。”张家口市工信局局长蒋文冬表示。

加快打造核心业态，实现
全链集群化发展

超前谋划、基础先行，随着大数据
产业的发展，围绕该行业的全链发展宏
大图景正在张家口徐徐铺展。

针对数据存储、研发、应用和大数
据装备制造等重要环节，张家口将构建
坝上绿色存储核心功能区、中心城区研
发应用及大数据装备制造核心功能区、
邻京大数据创新创业示范核心功能区。

以这“三区”为依托，在加快推进
数据存储核心业态发展的同时，张家
口正在以阿里、秦淮等龙头企业为牵
引，积极对接引进浪潮、英维克、软通
动力等大数据装备制造企业和软件开
发企业，推动大数据产业链向上下游

延伸。
通过加强自身应用，张家口也在不

断提升全市的数字化水平，促进大数据
应用产业发展。

“1”即 统 一 的 信 息 化 支 撑 体 系 ，
“2”即标准规范和网络安全两大保障
体系，“4”即城市治理、政务及民生服
务、智慧产业、冬奥城市运行指挥调度
平台四大领域的智慧应用，“N”即基
于统一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框架的不断
延伸拓展的行业应用……按照“资源
整合、共享协同，政府引导、共建共享，
借助外力、以快补晚，规划指导、统筹
推进”建设原则，张家口正在逐步构建
以“1+2+4+N”为主体的智慧城市建设
总体框架。

按照规划，到 2025 年，张家口大数
据产业实现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以
绿色数据为基础的信息服务能力明显
提升，“中国数坝”将建成，大数据及关
联产业投资规模突破2000亿元。

大咖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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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全国唯一跨区域建设的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
区——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启动建设3年来，初步形成环
京大数据基础设施支撑带。我省张家口、廊坊、承德、秦皇岛、

石家庄五大示范区根据试验方案，逐步形成示范区之间的产业
协同。记者近日走进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河北五大示范
区，探访其产业特色、建设进展。

紧邻京津、天气冷凉、风光资源丰富的张家口，如今成了阿里、腾
讯、秦淮等数据巨头的新宠。按照《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方
案》，张家口全力打造京津冀大数据新能源示范区。

近日，记者在张家口各大数据产业基地探访发现，该市“一带三
区多园”的大数据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中国数坝”驶入发展快车道。

今天我们谈数字经济时代，谈数字
经济的发展，谈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
展，大数据引领高质量发展，都有一个广
泛共识，就是数字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不断进步的产物，
数字经济就是实实在在的实体经济。

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使得每一个人作
为用户，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20多
年来，因为有了互联网，因为有了云计算，
我们的生活更高效了，很多的事情原来要
花很长时间去办的，现在以秒为单位，以
分钟为单位就可以办好。从每个人的打
车出行到购物，到各种领域的消费，到我
们整个生活的基本需求，包括交水电煤气
费、查询公积金以及社保、医保等都非常
便捷。因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变
成全世界生活最方便的国家。

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的广泛应
用，重新推动了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要
素、新的生产关系的建设，大数据成为新
兴的生产要素。我们今天所有的行为，从
一个个人的行为到一个企业的行为，到一
辆车的行为，到一个小区的行为，都在不
断地被数字化，这些数字化的生产要素产
生了很多数据，我们要利用这些数据资
产，形成全新的生产力。此外，随着云计
算、物联网的发展，随着云边端协同一体
计算能力的发展，使得算力成为一种新的
生产力。大数据+算力+人工智能带来的
算法，三者广泛结合，并且依托于高效的
感知网、高效的传输网，面向未来社会去
创造一个全新的生产关系，反过来也能够
促进新的生产力发展。

今天，大数据的时代才刚刚开始，我
们对大数据的应用尽管已经十分广泛，
但必须要不断地、坚定地探索未来。面
向未来，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中国的机会，也是全
世界的机会。90万亿元的中国 GDP当中有三分之一可以
说是数字驱动的 GDP了，但我可以大胆地预言，在不远的
将来，中国全部的GDP，百分之百的GDP，我相信那个时候
绝不止 90 万亿元，应该全部都是数字化的 GDP。中国 38
万亿元的社会消费总额，目前有20%已经是数字化的，已经
是跟电子商务有关的，但是不远的将来，百分之百的零售商
业、零售消费全部都会数字化。所有的企业正在和即将全
部都变成互联网公司，都变成大数据高科技驱动的公司。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很多
的问题。如何去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去在发展当中解决问
题？这就需要我们面向未来不断地去探索。风险只有在发
展当中通过实践才能解决，从而让我们的收益、让社会价值
的创造大于风险，并且能够减少风险。

数字经济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因为数据的流通
是没有边界的，如何在全新的数字经济时代推动全球产业
链的建设、产业链的发展，推动中国的标准，被更多的国家、
更多的商业、更多的社会参与者所接受，这是我们今天所具
有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机会。

2019年是阿里巴巴集团成立20周年。从1999年开
始，我们不断地构建面向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金融、
物流、云计算、技术的各种基础设施。我们也愿意和
所有的合作伙伴一起共同探索未来，为我们中国数字经
济高水平发展作出贡献。阿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和
千千万万的企业一起通力合作，共同走向数字经济时代，实
现“在数字时代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经授权，本文根据作者在2019年中国国际数字经济
博览会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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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米彦
泽）2019年12月31日，2019
年中国会展业十大新闻评
选结果揭晓，“首个数字经
济博览会落户石家庄”成功
入选，这是我省会展有史以
来首次入围。这标志着
2019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
览会赢得了国内外新闻媒
体的一致认可和高度评价。

统计显示，在线上投
票环节，共有36752人次参
与，包括“首个数字经济博
览会落户石家庄”在内的4
个候选展会新闻的投票人
数超过1万。

2019 年 5 月，经党中
央、国务院批准，中国国际
数字经济博览会落户石家
庄，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河
北省政府主办，每年举办
一届。10月11日至13日，

以“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的 2019 中国
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在石
家庄成功举办。

评委会关注理由为：
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以“数
字经济”冠名的国家级展
会。申请举办中国国际数
字经济博览会，是河北省
委、省政府加快数字经济
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重要举措，是主动
适应新时代对外开放新要
求，搭建国家级、国际化、
高规格的经济交流合作平
台，实现创新驱动和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中国会展业十大新闻
评选活动，由中国经济网
和《中国贸易报》共同发
起、联袂评选，从2010年至
今已是十个年头。

“首个数字经济博览会
落户石家庄”入选

中国会展业十大新闻

走进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河北示范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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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

行官 张勇

1月 2日，百度Apollo自动驾驶
汽车在模拟道路测试。目前，30辆百
度Apollo自动驾驶汽车已驶上沧州
经济开发区的街头，这也是我国首个
区级全域自动驾驶可载人测试路网。

河北日报记者 张 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