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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微信小程序“穗碳计算器”，指尖轻点，就能

快速查出企业能耗和碳排放数据，南方电网广东广

州供电局的这款小程序，为企业参与碳交易提供了

一项依据。

近年来，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大力推动电网

数字化转型，目前已建成大数据服务平台，形成“公

共电力数据资产凭证”“穗碳计算器”等一系列成果，

数字电网加速建设，惠企便民成效显现。

和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是广东一家主营金属配

件的建材企业。今年下半年，订单骤增，企业遇到较

大融资挑战，广东电网公司的一项最新服务帮企业

解了燃眉之急。

据介绍，广东电网公司以企业用电量、缴费行为、

办电业务等大数据为基础，从电量增长性、缴费及时

性两个维度，在获得企业授权前提下，完成对企业用

电数据的整合分析，最终成功制发公共电力数据资产

凭证，为金融机构开展征信服务提供了电力指标。

“没想到利用自家用电数据就能申请到贷款！”

和禧金属制品总经理朱铁说。公司在线上申请后，

广东电网公司获得用户授权，在线制发凭证，向金融

机构出具记载公司详细用电数据的公共电力数据资

产凭证，成功帮助公司获得了贷款。

电力大数据具有行业覆盖范围广、时效性强的

特点，对企业用电情况、电费缴纳等的数据分析，能

够直观呈现企业真实经营状况。广东电网公司数字

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公共电力数据资产凭证

在广州及佛山南海区试点，服务覆盖 28 万企业用

户，今后计划按照试点成果经验，推广至全省范围内

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帮助企业缓解融资压力。

作为珠三角的制造业重镇，佛山拥有超 10 万家

工业企业，对电力负荷精准预测、精准调度至关重

要。南方电网广东佛山供电局及时组建负荷预测专

班，打破技术和专业壁垒，实现效能最大化。

“利用可实时观测企业用电数据的电力调配可视化系统，以周为周期，收

集辖区内各大企业的生产计划以及历史同期时段电力负荷、天气数据资料，

梳理不同季节、时段的负荷曲线，通过大数据分析，为企业量身定做用电方

案，最大限度减少电力对生产的影响。”佛山供电局调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南方电网已连续多日全网无错峰，广东电网公司将继续利用电力

大数据技术，做好全省电力供应保障，科学调度，全力保电网安全、保公共服

务、保社会稳定。

依托南方电网微信公众号、“南网在线”手机应用等平台，推广“一站式”

办理，广东全省电力客户已实现足不出户办业务。

自从当地供电部门工作人员主动上门为自己安装了“南网在线”手机应

用后，惠州市博罗县居民陈妙玲每月都会在应用上查看当月电费支付明细，

并通过“用电分析”模块分析自己店铺的用电情况。她告诉记者：“过去办什

么业务都得去营业厅，如今通过一个手机应用就能解决，非常方便。”

数字化转型不仅为企业和居民办电用电带来很大便利，也创造了经济

价值。

在博罗县柏塘镇邹光村，当地致富带头人李光明正忙着把一箱箱大米、

茶叶搬到车上。据了解，一些农特产品通过在“南网在线”的购物频道销售，

拓宽了销售渠道，带动了农户增收。

“多一个平台就相当于多一条致富路，真是好事一桩！”李光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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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6 日，日照至兰考高速铁路曲阜至菏泽至庄寨

段（以下简称日兰高铁曲庄段）正式开通运营，日兰高铁

山东段实现全线贯通，山东菏泽接入全国高铁网，最快 1
小时 23 分可抵达济南，2 小时 59 分可抵达北京。

自此，800 多万菏泽人民，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圆

了家门口的高铁梦。一度闭塞偏远的菏泽，在寻求突破

的发展道路上，装上新引擎。

打破瓶颈，产业空间得以拓宽

“不通高铁，往往成为我们对客户和行业专家最无奈

的回答。”在菏泽尧舜牡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

强回忆。

菏泽种植牡丹历史悠久，目前全市牡丹种植面积

48.6 万亩，培育的新品种占国内总量的 80%。近些年，菏

泽的牡丹产业发展风生水起，但也面临着发展瓶颈。

许强告诉记者，一年前，有一位福建福州的客户，本

有意向前来洽谈合作，听说从福州坐高铁到曲阜，再转汽

车才能到菏泽，后来就再也没有联系了。“高铁将让想深

入牡丹产业的人们更方便地走进来，同时又让菏泽的牡

丹有了更多‘走出去’的机会，从而拓宽整个牡丹产业的

发展道路。”许强说。

走进菏泽市绿美花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牡丹大棚，5
万多株盆栽牡丹整齐摆放。“销售的牡丹有六成需要通过

电商发货。此前主要通过专门的冷储车运到济南、郑州

等地。高铁开通后，牡丹鲜花有望搭乘高铁走进千家万

户。”合作社董事长孙文起说。

借助高铁跑出发展加速度的特色产业，不仅是菏泽

的牡丹花。

近年来，菏泽曹县的汉服特色产业已借助电商走向

全国。“高铁开通将为全市的电商产业加一把火。”菏泽市

商务局负责人表示。

在菏泽天华电商产业园，入驻企业达到 400 多家，以

新媒体电商企业居多，从业人员超过 1.5 万人。“原来有的

企业特地搬到沿海大城市，现在看到高铁开通了，又在联

系想重新回来。”天华电商产业园党支部书记肖海杰说。

互联互通，文旅产业加速融入
国内大循环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公司介绍，日兰高铁是我国“八纵

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连接线。这条连接线和京沪高铁、

青盐铁路、郑徐高铁等干线铁路实现互联互通，菏泽可以

向北、东、南 3个方向发送客流。

郓城县文化馆的郓城剪纸非遗传承人杨秀玲，如今依

然记得 2008年坐火车第一次去北京的情景：绿皮火车，人

挤人，两只脚几乎不能同时着地，站了 6个小时才到。

“现在大概 3 个小时就能到北京，太惊喜了！”26 日

一 大 早 ，杨 秀 玲 从 郓 城 县 赶 到 菏 泽 东 高 铁 站 ，登 上 高

铁，心情无比激动。近几年，杨秀玲经常到北京出差，

展示郓城剪纸技艺，“家门口通了高铁，郓城剪纸走向

全国，指日可待！”

高铁开通，鲁西南鼓吹乐、山东琴书、鲁锦、大洪拳、

东明粮画等非遗文化，都将搭上发展的快车。

曹州牡丹园、水浒好汉城等 4A 景区，东明黄河湿地

公园等国家湿地公园也都蓄势待发，菏泽将加速打造文

旅特色。

“高铁没有开通之前，我们的游客主要来自鲁苏豫皖

4 省交界的地区，如今我们瞄准的是全国市场。”菏泽市

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

招商引才，特色产业带动高质量发展

这些年，菏泽交通呈现跨越式发展，“回家更方便了”

正成为在菏泽工作的外地人一致的心声。

根据规划，到“十四五”末，菏泽将依托高速铁路网

络、机场等，扩大时空圈直达城市，形成 1—2—3 小时交

通圈，即 1 小时可达济南、郑州、徐州；2 小时可达北京、

上海、西安、武汉、合肥、青岛、南京、杭州、天津、太原

等；3 小时可达广州、昆明、成都、沈阳、哈尔滨等全国其

他城市。

“高铁开通极大地缩短了菏泽与周边地市及京津冀

等地区的时空距离，推动人流、物流、信息流加速融合，加

快提升双向开放水平，为菏泽早日实现‘后来居上’装上

新引擎。”菏泽市委书记张新文说。

近年来，菏泽围绕“231”特色产业体系展开布局，以

特色产业带动高质量发展，即生物医药和高端化工两

大核心产业加快打造，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机电设备制

造、商贸物流三个优势产业高质提升，新能源新材料、

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服务业等一批新兴产业集群迅

速培育。

在菏泽现代医药港，去年 8 月启动建设以来相继签

约项目 39 个、总投资 130 亿元，合同引进药品文号 191
个、其中创新类药品 15 个，吸引了一批国内知名企业落

地。数据显示，全市生物医药产业投资额在去年增长

135%的基础上，今年 1 至 11 月又增长 83%，产业规模以年

均 30%的增速扩大。

不久前，菏泽市举行冬季投资洽谈会暨招商引资重

点项目集中签约，40 个项目总投资 287 亿元，其中，合同

外资 3.16 亿美元。“进入高铁时代，我们更要练好内功，筑

好巢引好凤。”菏泽市市长张伦说。

日兰高铁山东段26日全线贯通

菏泽迎来发展新机遇
本报记者 侯琳良

■经济聚焦R

图 为 从 菏 泽 东 站 驶 出 开 往 北 京 方 向 的“ 复 兴 号 ”

列车。 侯琳良 张长如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