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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的当

虹智能视频产业基地，国网杭州供电公

司的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何岳昊，正带

领团队进行设备的调试和检查：房间墙

壁上，许多形似灯光开关的智能物联硬

件感知设备，监测着空间内的温度、湿

度、人流等信息。天花板上，一个个智

能设备，则将空调接入了低碳楼宇数智

管理平台，实现自动化管控。

会议室平均环境温度 26.8 摄氏度，

平均环境湿度 59.2%，空调目标温度 26
摄氏度，茶水间灯光开启……何岳昊打

开管理后台，办公室、会议室、卫生间等

空间内，空调和照明设备的工作状态实

时可见。如果出现异常，还有巡检、报

修、养护等功能模块可以选择。

输入指令，悄无声息间，大楼内公共

走廊区域的空调同时关闭，会议室的空

调温度则统一设定为 28 摄氏度。

“借助低碳楼宇数智管理平台，系统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靠南侧的办公室比较

热时，会将空调温度设置得比靠北侧的房

间低一些。”何岳昊说，当某个房间的空调

面板经常被人为调节，系统还会记录使用

人员的习惯，制定个性化控制策略。

此前，由于当虹智能视频产业基地

单位建筑面积电耗偏高，企业有了节能

降碳的需求。经测算，空调和照明的用

电量有较大节约空间。

何岳昊和团队给出了解决方案：利

用物联网技术，安装即插即用智能感知

设备，通过“一键响应”实现对空调、照明

等楼宇主要用能设备精细化、柔性化、智

能化控制，实现项目整体节能 10%以上，

空调系统节能 20%以上。

有类似节能降碳需求的单位不在少

数。以园区经济、总部大楼为主的滨江

区 ，不 足 100 平 方 公 里 的 土 地 上 ，共 有

400 多座办公楼宇，平均每栋写字楼内

有超过 200 家企业入驻，总用电量占比

超过全区的 60%。

1992 年出生的何岳昊，大学毕业后

便来到国网滨江供电分公司工作，从事

过配电运检、基建发展、科技创新等多方

面的工作。他还记得，2022 年夏天，杭

州出现高温天气，全市用电负荷持续攀

升、高位运行。

“那个时候，我和同事们几乎每天都

要在全区大型综合体、商超、写字楼等场

所，开展节约用电的宣传工作。”何岳昊

说，当时就在思考，如何利用自己的专业

知识，实现建筑物的节能降碳。

2022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向

社会公示了 18 个新职业，其中包含建筑

节 能 减 排 咨 询 师 ，何 岳 昊 成 为 其 中 一

员。根据《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国家职

业标准（2024 年版）》，建筑节能减排咨

询师主要负责的工作为应用节能减排技

术，从事建筑及其环境、附属设备的测

评、调试、改造和运维等咨询服务。

“对客户来说，除了完成节能降碳的

目标任务，更希望节约成本和时间。”何

岳昊说，如何在不破坏建筑结构、不影响

企业正常办公的前提下，实现轻量化改

造，对方案的设计者来说是更高的要求。

为此，何岳昊和团队联合产业单位，

对网络、感知、计量、控制四类设施进行

改造，研发了即插即用的多功能探测器、

空调集控设备、照明集控设备等，便于用

能设备的数据采集和远程控制。

何岳昊算了一笔账：一座每层面积

1000平方米的 5层办公楼，大约需要安装

10 个楼宇物联智能设备、10 个空调智能

设备、120 个多功能探测器以及若干照明

集控设备，平均改造成本在 15元/平方米，

而传统主机设备改造成本则在 80元/平方

米以上。

硬件有了，软件也要跟上。针对此

前人工管理的不便，何岳昊和团队以最

小空间分割的方法，对每一个空间、每

一个设备进行编码，让楼宇里的每个空

调、电灯都尽在掌控。团队还研发了低

碳楼宇数智管理平台，通过人工智能决

策分析技术，实现对不同空间自动完成

相应的柔性调控策略。

从能耗的测评分析，到方案的设计落

地，再到系统和设备研发与调试……两年

来，何岳昊和同事已经陆续在杭州滨江区

完成了文化中心、海创园、大有科技、双鱼

直播基地等 10余处建筑物的改造。

目前，何岳昊和团队根据实践经验，

还制定了浙江省电力行业协会团体标准

《数智电力节能控制技术导则》，相关方

案有望走向国际市场，推动产业发展的

同时，构建低碳建筑改造新生态圈。

“现在城市中心城区楼宇密布，能

耗总量快速攀升。推动建筑物节能低

碳转型，市场广阔，大有可为。”说起职

业前景，何岳昊信心满满。他表示，未

来还将不断钻研新技术，探索建筑物

节能减排的新路径。

用人工智能技术自动控制照明开关、空调温度—

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把大楼电耗降下来
本报记者 窦 皓

■新职业新故事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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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16日电 （记者王洲）

近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 9
部门共同发布《北京市加快数字人才培

育支撑数字经济发展实施方案（2024—

2026 年）》。方案涵盖培养重点队伍、打

造培育平台、完善发展机制、加强组织保

障 4 个板块 16 项举措，计划用 3 年左右

时间，为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

市提供人才保障。

人才队伍培养方面，北京将着力培养

数字战略科学家、数字领军人才、数字技

术人才和技能人才等 4类数字领域人才队

伍。为此，北京将通过引进海外高层次数

字人才、支持留学回国数字人才创新创

业、组织海外高层次数字人才回国服务，

发现和培养战略科学家，并形成人才梯

队；将通过培训、研修等方式，提升首席数

据官和企业管理人员数字能力素质；将实

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和数字技

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大力培育数字技术人

才队伍；将持续开展职业院校、技工院校

专业设置工作，完善动态优化调整机制，

支持技工院校开展数字技能社会培训。

培育平台打造方面，北京将积极发

挥在京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

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的作用。

深化产学研融合培养体系建设，在高等

院校数字领域学科打造“一流专业”“一

流课程”，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联

合培养复合型数字人才；完善数字技术

人才基地建设，进一步发挥专业技术人

员继续教育基地、数字卓越工程师实践

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作用，积极开展

继续教育和学术技术交流活动。

同时，加强数字领域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工作站建设，加大青年人才培养力度；

强化数字技能人才培养载体建设，围绕战

略性数字经济新业态、新职业、新岗位，重

点培育一批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开展高

技能人才培训和带徒传技、技术攻关等活动；支持数字经济创

新创业载体建设，深化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和留学人员创业

园建设，同时加大创业培训力度，促进数字人才在人工智能、

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电子商务等数字经济领域创新创业。

完善发展机制方面，北京将重点对人才引进机制、评价

机制、激励机制、流动机制进行改进。引进方面，探索举办

北京市数字工程师创新创业大赛等赛事，快速集聚一批有

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师。评

价方面，升级国际职业资格认可目录，持续发布数字职业，

动态调整数字职称专业设置，支持数字型企业自主开展职

业技能等级认定，对优秀技能人才可直接认定或破格晋升

职业技能等级。

推动落实“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开展特级技

师、首席技师评聘。激励方面，持续发布数字经济从业人员

相关岗位工资价位信息，引导企业建立健全企业薪酬分配

制度，事业单位可实行年薪制、协议工资、项目工资等分配

形式。人才流动方面，支持开展高层次数字人才出国（境）

培训交流，鼓励数字人才在京津冀三地流动，支持各区制定

出台精准有效的数字人才支持政策，引导人才在重点企业、

高校和科研院所等机构间有序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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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

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绿色发

展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发展方式向绿

色低碳转型，与之相关的新职业应运而生，

如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碳排放管理员等，

不断拓展着新的就业领域和发展空间。

新职业折射新需求。建筑领域链条

长、环节多、用能用碳排放量大，节能减排

较为复杂。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的出现，

聚焦行业发展需求，通过培育专业人才队

伍，助力建筑绿色低碳节能，提高资源、能

源利用效率。

新职业带来新机遇。随着城市化进程

加快，落实“双碳”行动，绿色经济必将蓬勃

发展，由此产生的新产业、新模式将催生更

多绿色新业态，相关工作岗位会得到进一

步开发。这是新的就业增长点，将为广大

从业人员提供展现自我、实现人生价值的

新舞台。有志于此的人们要主动适应新形

势新变化，拓宽视野，更新观念，提升职业

技能和认同感，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投身于

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绿色发展的进程中。

适应绿色经济发展新趋势
杨笑雨

临近中午，户外温度已近 35 摄氏

度。刚刚打扫完路面的环卫工人李长

碧，直奔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滨河

公园劳动者港湾。

迈 进 大 门 ，李 长 碧 拿 起 一 瓶 矿 泉

水喝了几口。空调送来的丝丝凉风，让

她舒适下来。

只见 10 余平方米的房间里，桌椅、

冰箱、空调、微波炉、烧水壶等设施设备

一应俱全。很多环卫工人、园林工人都

在房间里歇凉、喝水，这处小小的空间，

俨然成为炎炎夏日里户外劳动者清凉

的港湾。

龙洲湾街道滨河公园劳动者港湾

于 2023 年 5 月改建完成并投用。李长

碧说，以前到了夏天想休息，只能在路

边的大树下坐坐。自从有了劳动者港

湾，她每天清晨做完清扫工作，会习惯

性来这里休息。“喝一点防暑药品，中午

还可以靠着沙发打个盹，比以前好太多

了。”李长碧说。

“为关爱环卫工人，我们合理调整

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同时，

加大机械清扫冲洗作业频次，减少人

工作业量，全力保障环卫工人安全。”

巴南区园林绿化建设管理所工作人员

张阳说。

在巴南，为户外劳动者提供纳凉服

务的，不止劳动者港湾。

每天下午，是鱼洞街道鱼轻路社区

小哥驿站最热闹的时候，忙活了一上午

的外卖员们纷纷走进驿站休息。

“天气越热，我们订单越多，车子跑到

这个时间点就快没电了。”下午 4点左右，

外卖员任辉在驿站旁边停车位上给车充

上电，转身走进几步之遥的驿站。

推开门，一阵阵凉风扑面而来。10
多平方米的休息区域配备着冰箱、冰

水、空调、微波炉等设施，进门右手边暖

心柜上放着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

物资。在驿站的侧门附近，特地为外卖

员、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单独开辟了一

处停车区域，既方便停车，又尽可能减

少对周边群众出行的影响。

“驿站依托人脸识别门禁系统，24
小时开门营业，为外卖员、快递员、网

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户外工作者提

供服务。”驿站负责人文利娟介绍，驿

站内不仅可以纳凉、喝水，还配备有政

策咨询、免费理发、技能培训、法律服

务等 20 余种项目，丰富户外劳动者的

日常生活。

巴 南 区 在 户 外 劳 动 者 集 中 的 商

圈 、车 站 、居 民 聚 集 区 等 区 域 合 理 布

局 ，建 设 61 个 小 哥 驿 站 、50 个 劳 动 者

港湾，形成 15 分钟服务圈，常态化为户

外工作者提供服务，着力把“家”建在

身边。

随着气温的持续升高，巴南区为户

外劳动者开展防暑健康讲座和义诊；还

联系辖区爱心企业为骑手送酸梅汤、绿

豆汤、降暑黄桃罐头、红糖凉糕、雪糕等

清凉物品。

重庆巴南区推进服务站点建设——

给户外劳动者送清凉送便利
本报记者 王欣悦

新华社广州 7 月 16 日电 （记者徐弘毅）记者 16 日从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获悉：广州市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平台近

日全面启用，实现了市内公立医疗机构全覆盖，患者在不同

医疗机构就诊，不必重复进行检验检查。

近年来，广州市卫生健康委搭建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平

台，对接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实现检验

检查结果信息平台预存、系统推送、调阅提醒、共享互认和

监督管理。

据广州市卫生健康委介绍，患者就诊时，互认平台会通

过医生工作站自动提醒医生有可互认项目，可供调阅查

看。当次诊疗过程，医生开具检验检查项目符合互认要求

的，系统会进行重复检验检查提醒，提升互认工作的便捷

性、有效性。

目前，广州已有 287 家医疗机构接入检验检查结果互

认平台，其中广州市内的省部属、市属大型三级医院全部接

入，实现公立医疗机构全覆盖。同时，该平台与广东省内其

他地市接入省级互认平台的医疗机构也实现互认共享。

截至今年 5 月底，广州市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平台已纳

入 255 项医学检查项目、1181 项医学检验项目，实现全市检

验检查结果信息调阅提醒、共享互认和监督管理。

广州全市公立医疗机构
实现检验检查结果互认

图①：何 岳 昊（戴 帽

者）与建筑主体的工作人

员一起清点、排查建筑用

能设施。

姚靖霖摄

图②：何岳昊（右）与

建筑主体的工作人员一起

讨论绿色降碳方案。

姚靖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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