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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4年台州电信生态合作伙伴大会举行年台州电信生态合作伙伴大会举行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助力数字经济建设助力数字经济建设
8月29日，2024年中国电信台州分公司生态合作伙伴大会举行。大会以

“数智云领 共赢未来”为主题，以科技创新为引领，邀请数字科技型、工程服务

型、金融型等84家企业150多位专家人才齐聚台州，共同探讨助力台州数字

化建设的新方法、新路径。

级云平台密评和安全资源池能力，
实现云服务能力全面领先和属地云
服务能力的行业领先，全面保障地
方政府、企业、个人用户的“上云无
忧+用云无忧”。

算力建设方面，中国电信台州
分公司持续深化与政府、企业等的
发展合作，前期与政府、国家电网成
立浙江智慧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形
成了能源储能、云能力和项目运营
于一体的生态优势。近两年，中国电
信台州分公司又携手黄岩区政府，
联合打造对标全国一流的浙东南智
算中心，建好有 4000P的 AI多生态
异构算力基地，不断加厚算力、储

力、运力等的能力优势，吸引自动驾
驶、智慧停车、材料研发等新兴产业
聚集，助力区域打造全国领先的人
工智能产业集群，形成新质生产力
发展的强大引擎。

中国电信台州分公司总经理项
泽波在大会致辞中表示，中国电信
台州分公司积极推动地方信息化建
设，号召广大合作伙伴进一步凝聚
共识、深化合作、开拓创新，在技术
生态、应用生态、服务生态、渠道生
态等各产业链上下游开展更大范
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更加务实
的生态合作，为台州数智转型发展
贡献更大力量。

中国电信台州分公司与10家公
司达成产数战略合作。

优化服务机制 强化金融支持 深化战略合作
全面助力地方经济数字化转型

作为此次生态大会的主办方，
中国电信台州分公司特别提出生态
服务机制优化方案以及下阶段的合
作方向与规划，对下阶段生态引入
机制、前后向流程、后向结算、数字
工具赋能、金融服务支撑等提出了
新的实施办法。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分行将为下阶段生态合作
开展提供更为有力的金融支持。

中国电信台州分公司与京东科
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阿里云计算
有限公司、联想集团、杭州海康威视
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
有限公司等10家合作伙伴达成战略

合作，共同开启产数战略合作新篇
章，为台州数字化转型发展注入新
动力。

OT物联等主题交流分享，共同探索
行业发展的新趋势与新机遇。

大会期间，中国电信台州分公
司还联合京东、天翼交通、绿城、复
星、中兴、海康、大华、华为、云翎、甬
岭等多家企业同步开展微展会，与
各参会企业开展新技术、新产品的
交流。

同时，本次大会对浙江云翎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等30家中国电信台
州分公司优秀行业合作伙伴，上海
宝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等28家
优秀集成合作伙伴，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等 20家优秀战新合作伙伴，京
东科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 6家优
秀战略合作伙伴进行奖彰。

以网络为基石 以技术为核心
坚持不懈推动地方信息基础建设

作为国有特大型通信骨干企
业，中国电信始终坚定履行建设网
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维护网信安全
的使命责任，持续深入实施云改数
转战略，从集团公司到地市公司，全
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强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及“把关键核心
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要求，加强
科技创新，加快推动数字信息基础
设施向智能化、绿色化演进升级。

近年来，台州主动拥抱新质生
产力新赛道，前瞻布局数字经济发
展，引进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领域
领军企业。中国电信台州分公司加
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积极布局云、
网、数、智、安、量子和数字化平台在
台州落地，全面满足网络强国建设
需求与数字中国创新要求。

中国电信台州分公司大力推进
光网城市建设，全面升级千兆光网，
累计建设XGPON端口达 54119个，
厚覆盖小区累计达 6936个。其推行
的新型城域网，可全面承载家宽/ITV
用户及各类专线业务，实现云网资
源统一采集、实时加载与灵活组装。
目前，台州互联网出口带宽已提升
至 8000Gbps，城市楼宇与行政村光
纤通达率均达 100%，光宽容量累计
达320万线。

国家云建设方面，中国电信台
州分公司结合集团天翼云“2+4+31+
X”的整体布局，全面加大属地云投
资，升级属地云能力，在全市率先上
线政务信创云服务，形成台州市第
一朵信创架构政务云和台州市唯一
一朵信创架构公有云。同时，全面升

全面推进“开放、合作、共赢”的行业生态
数智云领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次大会以“数智云领、共赢未
来”为主题，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
以创新促发展，全面形成“开放、创
新、合作、共赢”的良好发展生态，凝
聚头部企业力量，共同探索新的增
长点，开拓更广阔的合作生态建设。

现场大咖云集，大会特别邀请

了中国电信人工智能公司、中国电
信浙江公司、天翼交通科技有限公
司、京东科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等企业专家及领导，大
家就AI能力、云、数字化、低空经济、中国电信台州分公司总经理项泽波作大会致辞。

2024年中国电信台州分公司生态合作伙伴大会。

新华社记者常天童 梁子齐

南非北开普省波斯特马斯堡镇，
日照充足，土地开阔。南非最大的可
再生能源项目——红石100兆瓦塔式
熔盐光热电站宛如一朵巨大的向阳
花，汇聚着太阳的光和热。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红石项目将
于近期并网发电，预计每年将向南非
电网输送约480吉瓦时电力，为20多
万户家庭提供稳定的电力供应，极大
缓解南非电力短缺状况，成为中非绿
色能源合作惠及民生的最新例证。

迄今，中非已有数百个清洁能源
和绿色发展合作项目。在广袤的非洲
大陆上，一座座风电站、水电站、光伏
电站拔地而起，将非洲丰富的自然资
源转化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澎湃

“绿色动力”，照亮非洲绿色可持续发
展之路。

“再也不为吃水用电发愁”

作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
一，西非国家马里一直面临电力资源
紧缺，农村通电率不足 20%。在科纽
布拉村，大部分村民几年前还过着刀
耕火种的生活。到了晚上，村里一片
漆黑。

2023年 5月，中国援马里太阳能
示范村项目在科纽布拉村和卡朗村
通过竣工验收，1195套离网太阳能户
用系统、200套太阳能路灯系统、17套
太阳能水泵系统以及2套集中太阳能
供电系统，为上万名民众提供清洁可
靠的电力供应。

夜晚漆黑的村庄开始有了光亮、
自动抽水的水塔随时提供清洁用水，
手机充电更方便了，越来越多的家庭
买了电视机……“谢谢中国朋友帮我

们建电站、装电灯、打水井，我们再也
不为吃水用电发愁了。”科纽布拉村
村长让·敦比亚说。

在非洲大部分地区，能源短缺制
约经济发展。联合国有关机构数据显
示，2022年全球无电人口达 6.85亿，
其中 80%以上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
洲。然而，非洲有着丰富的可再生能
源，如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使得
通过绿色发展解决非洲能源短缺问
题成为可能。

近年来，在中非合作论坛、共建
“一带一路”等机制和倡议框架下，中
非携手推进绿色能源项目建设，建成
不少标志性项目，用扎实的行动将

“可能”变为现实。
在肯尼亚，索西安地热电站清洁

低廉的电力降低了民众用电成本，提
升了该地区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可
靠性；在摩洛哥，努奥光热电站为超
过百万户家庭提供清洁能源，改变了
这个国家电力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在安哥拉，凯凯水电站获得“非洲三
峡工程”的美誉，建成后可满足该国
40%以上的用电需求。

“行胜于言！中国用实际行动证
明了自己是非洲大陆走向绿色美好
未来的可靠伙伴。”肯尼亚广播公司
网站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写道。

埃及可持续发展和气候风险评估
专家穆斯塔法·谢尔比尼说，非中合作
极大提升了非洲大陆的能源自给率。

“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们必须转向使用清洁能源，非中合
作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大程度地保护非洲
的绿水青山

在素有“东非明珠”之称的乌干

达北部，一座 300多米宽的拦河大坝
横亘在白尼罗河上，滔滔河水穿过隧
洞倾泻而下，巨大势能通过中国企业
承建的卡鲁玛水电站变为清洁电力。

今年年初，这座乌干达最大水电
站全部机组实现投产。由于地处拥有
丰富动植物资源的穆奇森瀑布国家
公园附近，卡鲁玛水电站从前期设计
到施工建造，都充分考虑了对环境敏
感区的保护。

设计人员将水电站设计为地下
发电，水流经过发电机后再经地下
尾水隧洞重新流入河中，并在拦河
大坝专门为尼罗河鱼类洄游设置鱼
道；由于项目所在地河马、鳄鱼等野
生动物不时出现，项目专门设置了
动物隔离网，避免野生动物因误入
而受到伤害。

在促进乌干达发展的同时，卡鲁
玛水电站最大程度地保护了乌干达
的绿水青山，这也是中国在非洲参与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重视生态环境保
护的一个缩影。

“中国是绿色能源革命的领军
者，有很多理念值得非洲借鉴。”赞比
亚能源研究所负责人约翰斯通·契克
万达说，“当前，非洲国家正面临气候
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中国拥有先进
技术并了解非洲国家的发展愿望，是
我们绿色发展的合作伙伴。”

“我的人生在这里发生改变”

在南非北开普省德阿镇，28岁的
南非青年达斯温·巴松每天清晨都满
怀热情地前往德阿风电项目变电站
上班。“如果没有中国企业，我就不会
成为今天的我。”巴松说。

德阿风电项目由中国企业在
2017年建成投运，每年向南非电网输

送约 7.6亿千瓦时清洁电力，为当地
创造700多个就业机会。其间，中国企
业通过设立奖学金、开展培训等，为
当地能源产业培养技术人才。

巴松就是受到资助并接受培训
的年轻人之一。大学毕业后，巴松于
2022年正式成为风电项目运营维护
团队的一员，如今的巴松已经成为当
地年轻人的榜样。他说：“希望更多南
非年轻人学习并掌握风电行业的相
关知识和经验，为南非清洁能源产业
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和巴松一样，赞比亚青年吉夫
特·卡潘达也通过中非合作项目获得
了接受培训、掌握技能的机会。2017
年，卡潘达来到中企承建的下凯富峡
水电站项目部求职，先在中企设立在
当地的水电培训学院学习，后来又凭
借出色表现获得全额奖学金，前往中
国留学深造，逐步成长为下凯富峡水
电站的一名电气工程师。“感谢中国
和中国企业，不仅让我开阔眼界、增
长技能，还能用自身所学报效祖国。”
卡潘达说。

2023年 3月，下凯富峡水电站所
有机组投产运行。项目建设过程中共
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 1.5万个，其中
培养了数百名基建领域的当地青年。

在中非绿色能源合作中，中国不
仅“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积极
促进本地技术人才培育和技术创新
能力提升，为非洲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奠定坚实人才基础。

“对非洲来说，同中国合作不仅
可以开发非洲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
源，也可让非洲国家学习中国清洁能
源蓬勃发展的经验。”埃塞俄比亚亚
的斯亚贝巴大学教授科斯坦蒂诺斯·
贝尔胡特斯法说。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中非合作为非洲发展注入澎湃“绿色动力”

新华社“深海一号”9月 2日电
（记者王聿昊）“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1日完成 2024西太平洋国际航次科
考的第 11次下潜作业，潜航员傅文
韬、下潜科学家许学伟和陈旭光在
西太平洋皮加费塔海盆完成 5572米
大深度下潜，顺利完成深海羽流絮

凝实验。
本次下潜的亮点是开展深海羽

流絮凝实验。来自中国海洋大学的陈
旭光表示，深海海底布满结核和沉积
物，当潜水器、深海矿车等装备在海
底作业时，会引发烟雾状的深海羽
流，对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一定

影响。“我们自主研发了羽流抑制装
置，通过喷洒以藻类为主要成分的絮
凝剂，加速深海颗粒物的絮凝和沉
降，减少对深海的环境扰动。”

潜航员傅文韬说：“我们在不同
环境条件下进行了 3次实验，喷洒絮
凝剂后羽流絮凝形成大颗粒的絮团，

并在数分钟后沉降至海底。对比以往
的下潜作业，对海底环境的观测效果
有了不少改善。”

航次首席科学家、国家深海基地
管理中心副主任许学伟表示，“蛟龙
号”顺利完成了当天的羽流絮凝实
验，取得了良好的实验效果。后续“蛟
龙号”还将持续开展深海多金属结核
矿区生态修复等实验，为海洋保护提
供更多技术支撑。

“蛟龙号”顺利完成深海羽流絮凝实验

（上接第一版）
四兄绳业就是从植物纤维手工

制绳起步，一路做到化纤绳索制造行
业的“隐形冠军”。这个头衔，含金量
十足，生产了国内真正意义上第一根
自主研发生产的海洋工程缆绳，打破
了欧美国家在深水系泊领域的长期
垄断。

“我们每年将营收的 5%用于科
研，建立了亚洲最大的纤维缆绳研
发中心，累计拥有发明专利等 56
项。”四兄绳业总经理李茂巨说，

“前不久，亚洲首艘圆筒型浮式生
产储卸油装置‘海葵一号’完成海
上安装，4 条国产化聚酯缆均由我
们提供。”

科研投入，既要企业着眼长
远的战略眼光，也需政府部门提
供精准高效的政策支撑。“我们
始终坚持科创首位战略，搭建了

‘1+N’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实施
多元创新激励政策，与税务研发
费加计扣除优惠形成联动，确保
政策贯穿企业创新全生命周期。
近三年累计兑现研发补助 1.87 亿
元。”临海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姚
鸣说。

打造“创新磁场”

日前，航天环保工程技术研究
院的技术团队正在研究“高污染医
药废盐快速熔融解毒及玻璃化处
置关键技术”课题，该技术将通过
工业废盐无害化、资源化和减量化
处理，为医药产业提供高端低碳技
术支撑。

一个科研项目、一批创新人
才，就能推动一个产业的革新发
展。对此，中浮新材料总经理黄辉
深有体会。“在临海市科技局的帮
助下，我们成功对接到中科院宁波
材料所、浙江大学，建立全海深浮
力材料研发中心、博士创新站等平
台，开展核心技术攻关，终于实现
国产替代。”

近年来，临海通过打造“科创
飞地”，推进企业与高校院所共
建研发机构、设立技术转移中心
等，助力技术成果转化应用，已
推动 400 多家企业与 27 家高校院
所建立合作关系，促成院士合作
项目 7 个。

“一方面，我们通过建设台州湾
国家级化学原料药基地等十大产业
平台，着力构筑产业高地，另一方
面，积极融入全省科技大走廊和台
州湾科创走廊建设，推进灵江科创
廊道建设，加快建设廊道‘首聚地’
人才科创平台，上半年已成功落地
高层次人才创业项目 2个。”临海市
委组织部副部长王海波介绍，近 3
年，临海新增博士 140人，引育高技
能人才1.2万人。

打响“抢新之战”

7月 1日，瑞博（台州）创新药
定制研发创新基地正式投产启
用；7 月 31 日，美华鼎昌高端制
剂项目完成签约；8 月 8 日，璎黎
药业临海创新药产业化基地正
式开工……

从原 料 药 的 市 场 开 拓 到 制
剂的全球布局，再到创新药、生
物 药 的 转 型 升 级 ，临 海 现 代 医
药产业走出了“步步向新”的发
展路径。

放眼全域，“求新”已成为大多
数企业的发展共识。近三年，临海市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长 250%，
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增长 36%。今
年 1月至 7月，临海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75.5%；科创强基重大项目投资额
2.34亿元，完成率达 155.8%，居全省
首位。

随着各地纷纷布局新兴产业，
临海也早有谋划，组建数字经济、
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制剂（医疗器
械）等产业链招商专班，成功落地
智能驾驶关键传感器及系统产业
化项目制造基地、智能机器人制造
基地等一批优质项目，积极加入

“抢新”之战。
当前，临海又瞄准全球氢能源

加速发展的趋势，抢先布局氢能产
业发展赛道，现已谋划氢能产业扶
持政策，组建氢能产业成长基金，
筹建氢能研究院。“今年以来，我们
先后对接了山东能源研究院、浙大
氢能研究院等高校院所，现已落地
台州湾绿色能源气体岛、Elcogen氢
能和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C）及
高端装备等多个氢能项目。”姚鸣
介绍。

在这里，看见“创新临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