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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 造 ” 筑“智 算 ”

芜湖“芯”基建跑出加速度
芜湖日报记者 赵云涛 张永胜

夏日炎炎， 位于三山经开区的芜
湖珑腾智算互联网产业园项目正在如
火如荼建设， 包含两栋数据中心和一
座 220KV 变电站的一期项目迎来交
付。 单日材料运输量突破 1200 吨，单
楼层 1 万平方米混凝土连续浇筑 ，日
均完成 2500 平方米结构……记者从施
工单位中建二局安徽分公司获悉 ，该
项目刷新了同类智算项目建设的多项
新纪录， 一期项目比常规工期提前一
年半完成交付。 这不仅体现了芜湖市
智算领域日趋成熟的基建能力， 也折
射出“智算之城”建设的“芜湖速度”。

走进施工现场， 机器的轰鸣声不
绝于耳，头戴安全帽的工人穿梭其间，
液冷、风冷等设备部署到位，动能强劲
的电力设备整齐划一， 一座绿碳智算
新地标正拔地而起。记者在现场看到，

项目划分为 8 个标准作业区， 现场投
入 6 台汽车吊、3 台塔吊组成 “立体运
输网络”，仅混凝土浇筑环节就调配了
4 台汽车泵与 1 台固定泵 ， 热火朝天
的建设场景令人心潮澎湃。

如何在紧张的工期中抢出效率 ？
项目负责人苏伟介绍， 室外工程拆解
为 6 大专业分区同步穿插施工， 在管
线施工中采用 BIM（建筑信息模型）技
术预排强弱电、 雨污水、 消防管线走
向 ，规避交叉碰撞点 47 处 ，同步完成
道路 、绿化 、设备安装等配套工程 ，较
传统工期压缩 40%。 由此，项目在不到
2 个月时间内完成首栋 5 万平方米数
据中心结构封顶 ，8 个月实现机房调
试移交。

在直观的速度指标背后， 绿色低
碳是智算之城建设的重要内涵。 项目

践行 “双碳 ”目标 ，采用多项绿色施工
技术 ： 雨水回收系统收集面积达 2.8
万平方米， 经处理后用于绿化灌溉与
道路冲洗，年节水量约 4.5 万吨。 高耐
久性混凝土、 再生骨料砂浆等绿色建
材占比达 82%， 可减少碳排放约 1500
吨。机房区域楼板采用新型保温砂浆，
隔音保温效果提升 40%。 采用 LED 节
能灯具替代传统照明，节电率达 60%；
塔吊与施工电梯采用变频技术， 能耗
降低 25%。

同时，作为智算项目，该产业园在
建设过程中也处处呈现数字赋能的新
工艺 ：针对数据中心大跨度 、高荷载 、
多管线的复杂结构特点， 项目团队构
建数字化三维施工模型，将建筑结构、
机电管线、 设备基础等要素集成化呈
现。在首栋数据中心筏板基础施工中，

利用 BIM 技术对大体积混凝土浇筑
进行温度场模拟， 制定 “分区分层浇
筑+智能温控”方案 ，确保基础结构零
裂缝。 针对数据中心机房区域密肋梁
结构，采用 BIM 技术进行模板支架受
力分析，创新采用新型模板支撑体系，
使模板拼装效率提升 40%， 平整度偏
差控制在 3 毫米以内……

数字时代，算力就是生产力，基础
设施的建设效率决定了算力的 “起跑
速度”。 从 BIM 技术的智慧预演到立
体运输网络的高效运转， 从雨水回收
的生态循环到绿色建材的大规模应
用，项目的每一项突破、每一处细节都
彰显出资源调度与工程响应的极限能
力，不仅塑造了算力绿色与成本优势，
也推动磅礴算力从数据中心里奔涌而
出，加快汇聚驱动产业的澎湃动能。

智 能 无 人 艇 首 秀 巢 湖
合肥日报讯 近日 ， 一艘 7.5 米

级智能无人艇在巢湖散兵避风锚地水
域顺利完成首航测试， 成功验证了无
人艇在海事巡航、 违法取证等五大应
用场景的实战能力。

测试中， 无人艇展示了精准的航
线规划能力和智能避障功能， 通过集
成光电探测、 喊话器等设备， 成功实
现了对水上目标的识别与取证。

测试活动采用 “静态展示+动态
演示 ” 的方式全面展现无人艇性能 。

在开阔水域测试环节，无人艇以±5 米
的高精度完成自主巡航任务， 面对障
碍物时 3 秒内完成自动避让。

其搭载的 AI 识别系统可实时抓
取船舶特征，4K 高清视频通过专网实
时回传指挥中心。值得一提的是，无人
艇在 100 米半径区域内实现了 10 分
钟零偏差驻守，充分展现了其稳定性。

此次测试由合肥市交通运输局组
织 ，云洲智能提供技术支持 ，展演测
试数据将纳入全省水上 “大交管 ”数

字化平台 ，未来计划拓展无人艇在污
染监测 、搜救救援等场景的应用 。 而
随着常态化测试机制建立 ，巢湖水域
有望形成 “智能巡航+人工监管 ”协同
模式 ，为合肥智慧水上交通提供示范
样本。

据了解， 本次测试使用无人艇具
备 35 节最高航速和 300 海里续航能
力， 支持有人操控、 远程遥控和自主
控制三种运行模式。 该无人艇来自中
国无人艇行业第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云洲智能。今年 4 月，云洲智能的第
二总部及中大型无人艇智造基地在合
肥巢湖之滨正式启动建设， 这标志着
合肥在智能装备领域实现了 “空天地
水”全空间布局的重大突破。

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无人艇是
水上空间无人体系的重要一环， 云洲
智能的智能无人艇巢湖首秀， 标志着
合肥市全空间无人体系建设迎来阶段
性重要进展。

（记者 张玉莲 通讯员 韩婷婷）

滁州：
直升机航巡消缺
保“皖电东送”

6 月 24 日，滁州，一架
直升机利用 AI 和智能查缺
技术对“皖电东送”特高压
输电大动脉进行航巡消缺
作业。

安徽日报 发
视觉中国供图

大别山“雪花”飘落阿尔卑斯山
———“皖西羽绒”自信拥抱欧盟市场

皖西日报记者 储著坤
一袋袋来自鹅、 鸭的绒毛, 经过预

分 、洗涤 、脱水 、烘干等十多道工序的
“洗礼”后,变得蓬松而洁净。 6 月 23 日,
在六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走进安徽
兴瑞羽毛制品有限公司车间, 只见轻柔
的羽绒,在精密的分离设备中,如雪花般
起舞。

很快,这些羽绒便被打包入箱,远渡
重洋,承载着六安的暖意,轻盈地嵌入欧
洲消费者的服装。在“雪花”飞舞的背后,
一个关于六安外贸的新图景正在绘
就———欧盟, 首次跃升为六安的头号外
贸伙伴。

看着自动化设备丝滑地 “吞吐”羽
毛, 安徽兴瑞羽毛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成全达信心满满地说:“我们的产品出口
可是占了大头, 达到 60%, 而内销只占
40%。这些年,出口额一直稳步增长,去年
近 800 万美元,今年预计能达到 1000 万

美元! 逆势上扬成绩的取得,海关可帮了
大忙。 ”

这家羽绒羽毛生产企业, 扎根园区
12 年,凭借 30 余年的生产底蕴 ,每年将
超过 6000 吨水洗羽绒和毛片,精准输送
至国内国际市场。其中,白鹅绒、灰鹅绒、
白鸭绒、灰鸭绒等明星产品,备受海外消
费者青睐。

而在园区的不远处, 六安尚荣无纺
布制品有限公司车间里, 同样也是热气
腾腾。 总经理蒋军的言语里透着兴奋 :
“我们生产的一次性防护服、手术包、手
术衣等产品 ,技术强、价格优 ,在全球市
场占有绝对的优势。 去年出口额达 1 亿
元,预计今年还要向上涨。 ”

政策红利如春风化雨, 外贸市场版
图悄然发生变化。 “以前,美国市场是大
头,占了 30%。 现在可不同了,我们深耕
多元市场, 欧盟市场占销售总额的 70%

以上! ”这些显著变化,正是六安外贸结
构优化升级的生动缩影。

当羽毛羽绒与医疗用品飞越重洋 ,
海关部门为它们铺就了快速通道。近日,
一批 7 吨水洗白鸭绒, 从位于六安经济
开发区的安徽明牛羽绒有限公司发出 ,
顺利抵达匈牙利。 原产地证书“线上申
报、智能审核”模式,助力货物快速出海。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安徽明牛
羽绒有限公司就开始做出口生意。如今,
羽绒及其制品远销欧盟、东南亚等多个
国家和地区。该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近
年来,在复杂而富有挑战的外贸形势下,
企业出口一直稳步向好。

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 1 至 5 月份,六
安市外贸总值达 30.5 亿元, 增长 2.3%。
其中,欧盟市场以 6 亿元、增长 18.3%的
亮眼成绩, 首次跃升为六安最大外贸伙
伴,占比达 19.5%。 另外,农产品出口 5.7

亿元,更是实现了惊人的 113.9%的增长。
企业逆风飞翔的力量 ,源自海关扎

实的支撑。 六安海关负责人表示 ,该关
始终坚持问题导向, 依托 “合畅 2025”
“关长送政策上门”等专项行动 ,实地调
研走访企业, 现场答疑解决实际问题。
坚持优化便利 , 广泛推行原产地证书
“线上申报、 智能审核与自助打印”运
用。 强化 RCEP、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
AEO 认证等政策宣传,“一对一”对企业
进行 AEO 认证培育,助力企业应享尽享
政策红利,有效激发外贸市场主体活力。

从大别山到阿尔卑斯山 ,“六安制
造” 正以前所未有的自信拥抱欧盟市
场。 飞舞的羽绒、穿梭的原料、高效的
流水线、洁净的防护服、顺畅的通关流
程……它承载的不仅是温暖,更是革命
老区经济融入全球贸易脉动的决心和
信心。

全省光伏能源领域
首张数据产权证书落地六安

皖西日报讯 记者从六安市数管
局获悉 ,近日 ,六安市安徽恒信通智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发电量分析数
据”成功获得《数据产权登记证书》。 这
是全省光伏能源领域首张数据产权证
书,标志着安徽省数据交易所工作站(六
安市)首单数据产权登记业务落地。

据悉, 作为全省首批成立的 5 个地
市工作站之一 ,4 月中旬 ,在六安市数管
局指导下 ,六安市绿水云山大数据公司
成立安徽省数据交易所工作站 (六安
市 )。 5 月初 ,工作站安排专人对接指导
安徽恒信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
过全面盘点企业内部数据 ,整合 、清洗
公司光伏电站业务的多维度数据 , 于 5

月底形成 “企业发电量分析数据 ”数据
产品并在安徽省数据交易平台公示。 近
日 ,该产品成功获得《“企业发电量分析
数据”数据产权登记证书》。

该证书的颁发, 是六安市首个民营
企业在数据要素市场的探索实践 ,也为
安徽省数据交易所与地市工作站“省市
协同共建 ”的创新模式提供了 “六安样
板”。 据悉,该数据产品可用于分析电站
发电效率 、 研究天气对发电量的影响
(如晴天与雨雪天的差异)、 优化能源管
理与预测模型、指导设备运维识别低效
或故障时段 ,以及支持绿色能源政策制
定。

(通讯员 李啟成 记者 沈夙婉)

S18宁合高速夏阁东枢纽互通雏形初现
合肥日报讯 6 月 24 日 ，S18 宁合

高速合肥段建设迎来重要进展。 该高速
与芜合高速连接的夏阁东枢纽互通，其
钢箱梁已全部架设完毕， 目前已进入焊
接施工收尾阶段， 标志着该枢纽互通主
体结构施工进入冲刺阶段。

据介绍，夏阁东枢纽互通是 S18 宁合
高速合肥段连接芜合高速重要交通转换
点，主线长 2291 米，采用变形苜蓿叶形布
置，设置 7 条匝道，其中主线桥和 A、B、C
匝道桥采用钢箱梁形式上跨芜合高速。在
建设过程中，项目团队克服复杂作业和高

速车流大等诸多挑战，现已完成全部钢箱
梁架设任务。 预计，今年年底完成枢纽内
全部桥梁上部结构施工。

S18 宁合高速公路合肥段是国高网
G4222 和襄高速的一段， 是合肥都市圈
环线 G9912 南环线的东段， 也是合肥通
往南京的一条便捷城际快速通道。 项目
全长约 34.152 公里，双向六车道设计。项
目建成后， 将加速实现合肥都市圈 1 小
时通勤， 有利于构建合肥都市圈外通内
联的交通一体化格局。

（记者 马丰成）

制定发布三项气候投融资地方标准
滁州创新“碳账户”破题企业绿色转型融资难

滁州日报讯 看不见的“碳”，如何变
成可量化、可增值的“资产”？ 6 月 24 日上
午， 在 2025 年全国低碳日安徽主场活动
上，作为全国首批、安徽省唯一的气候投
融资试点城市，滁州市正式上线气候投融
资支持平台 2.0， 在长三角区域率先制定
三项气候投融资地方标准，以“碳账户”创
新举措成功破解企业绿色转型融资难问
题，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了经验借鉴。

过去，企业碳排放数据分散、标准不
一， 金融机构难以精准评估其绿色价值
和转型风险，导致“想贷不敢贷”，有真正
减排需求的企业也面临融资渠道窄、成
本高的困境。 对此，滁州市积极探索，在
长三角区域率先制定了 《气候投融资企
业碳账户核算方法》《晶体硅光伏组件产
品碳足迹核算指南》《锂离子电池产品碳
足迹核算指南》三项地方标准，建立了统
一的企业碳排放核算体系。 新上线的气
候投融资支持平台 2.0，通过接入政务数
据、企业自主填报等方式，帮助企业线上
零成本核算碳排放量， 生成企业 “碳账
户”和碳 360 报告，让金融机构气候信贷
授信审查工作变得更加高效。

浦发银行滁州分行行长李剑介绍，
得益于 《气候投融资企业碳账户核算方
法》提供的标准支撑，该行为企业建立了

统一的“碳账户”，把看不见的碳排放变
成可量化、可用的“碳资产”，从而让绿色
金融更精准滴灌企业。 浦发银行滁州分
行与浦发银行苏州分行采用浮动机制，
采用行内联合贷款， 向滁州隆基乐叶新
能源有限公司发放了 1.09 亿元 “碳中和
挂钩贷款”，用于该公司 34.5MW 屋顶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 该笔贷款利率
采用浮动机制， 每年贷款利率与碳减排
目标完成情况挂钩， 实现了企业碳减排
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记者了解到，目前，滁州市气候投融
资支持平台已汇聚 40 家金融机构与超
24 万家企业。 平台创新推出全国首笔“碳
中和挂钩贷款”、 全省首笔建材行业转型
贷款、 全省首笔国家储备林项目贷款等，
累计完成各类气候信贷授信 104 亿元，放
款 84 亿元。 同时， 平台精准识别推送光
伏、新能源电池等重点产业项目，累计入
库重点项目 545 个 ， 累计完成投资额
1400 亿元， 绿色信贷余额达 1210 亿元，
占全部贷款比重 22％，全省第一。

“接下来，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标准和
平台功能，拓展覆盖更多行业，探索差异
化金融政策，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更多
滁州力量。 ”滁州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张子
非说。 （记者 王太新）

金寨灵芝“粉”墨登场
6月 19日,金寨县梅山镇徐冲村的灵芝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在为灵芝孢子粉收集

做前期覆膜准备。
金寨县有着“中国灵芝之都”的美誉。 进入六月,全县各地灵芝种植基地迎来灵芝

孢子粉采集期。据了解,灵芝一般在 6月底开始喷粉,这一过程会持续到 8 月份。喷出
的孢子粉沉积在菌盖和地面铺设的无纺纸上, 经人工收集晾晒后采用一系列技术工
序,将被加工成灵芝孢子油和破壁灵芝孢子粉等产品,为消费者带去健康价值。

通讯员 陈 力 皖西日报记者 谢菊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