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嘉旖

“零碳园区”示范标杆项目启动建设
探索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实践路径

每幢建筑都拥有 “自循环 ” 系统 ， 最

大限度降低能耗 ； 每辆电动车都可告别

“里程焦虑 ”， 随时随地实现超级快充……

近日举行的零碳上海高峰论坛上， 宝山区、

中国宝武集团 、 华为等共同启动建设 “零

碳园区 ” 示范标杆项目 ， 以此为突破口探

索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的实践路径。

零碳建筑：从材料到机
电，形成“自循环”

与会专家提出这样的观点 ： 独木不成

林 ， 一座城市的 “零碳 ” 可被拆解为零碳

园区 、 零碳工厂 、 零碳家庭等 。 唯有真正

激发每个人的参与动力， 才能真正实现绿色

发展。

作为一个常住人口超过2400万的超大型

城市，上海的碳达峰路径有独特的样本意义。

业界普遍认为 ， 工业园区等大型公共

建筑是探索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最佳场景 。

新启动的零碳园区初期规划中 ， 零碳建筑

赫然在列。

谭洪卫， 同济大学绿色建筑及新能源研

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长期关注绿色建筑的创

新发展。 全国各地许多城市正在经历新一轮

城市更新。 建筑领域的碳排放量不容忽视。

“从建造到运营，如果以全生命周期来计算界

定， 它的碳排放量能达到全社会总碳排放量

的近一半。”他进一步分析，建筑领域碳排放

又分为直接排放、间接排放。其中，后者占据

碳排放总量的80%，主要包括电力、热力等能

源消耗。在他看来，零碳建筑指向的是一整套

完整的建筑体系。从材料、机电设备到环境控

制，统统都要在这套体系内有序运转。

未来五年， 上海将把零碳建筑实践与新

城建设紧密结合 。到2035年 ，嘉定 、青浦 、松

江、奉贤、南汇“五个新城”各集聚100万左右

常住人口，其中建筑全部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还要推广超低能耗建筑。专家认为，结合实践

探索， 上海还有望提炼执行更多能耗约束性

指标，由此推动超低能耗建筑的发展壮大。

零碳电网：“数字底座”为
园区赋能增效

“数字底座”是不少人从零碳园区中读到

的一个关键词， 它可以调节建筑内外各项能

耗指标参数，由此大幅提升用电效率，也能为园

区内各个子模块提供“自我诊断”“自我优化”。

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方良周

认为，在迈向“双碳”目标过程中，人们肉眼可见

的一个变化是： 路面上行驶的新能源电动车越

来越多了。电动车的诞生、普及，为人们带来了

一种更清洁绿色的出行方案。但同时，也在无形

中使得用电网络承压。

许多人不了解的是， 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

用到的电， 其本身也是需要维持瞬时平衡的复

杂系统。当新能源比例越来越高，它所具有的波

动性、间歇性等特点，就会让电力网络瞬时平衡

面临新挑战。“这时候，就需要更多数字化、智能

化手段来调节电网，使供需适配平衡。”新启动

的零碳园区， 未来计划提供综合智慧能源解决

方案，即源网荷储一体化，以一体化思维解决瞬

时电力波动问题，使园区运维更稳定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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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廊下镇，千亩优质特早熟节

水抗旱稻“八月香”日前开镰收割，金

色的田野稻浪滚滚，沉甸甸的谷穗压

弯了稻杆。“八月香”比常规上海粳稻

提早上市，且吃口好、节水又抗旱，加

上预售， 今年产量的1/3已被消费者

“包圆”。

农业离不开优质种源，为了培育

出更多像“八月香”这样的优质水稻

新品种，廊下镇与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合作建起了一座数字化水稻基础研

究平台———水稻抗旱性鉴定岛。专家

表示，这是数字技术赋能基础农业的

一次有益尝试，通过系统的抗旱性能

鉴定，可快速筛选出优质节水抗旱品

种，大幅缩短育种时间。

“龙门吊”给水稻“做CT”

水稻抗旱性鉴定岛是一座1000

平方米的玻璃大棚 ，2019年开始兴

建，去年开始使用，目前大棚里种有

3000多份各种类型的水稻。为什么叫

作“岛”？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研

究员余新桥表示， 大棚下其实是1.8

米深的水沟，中间深、两边浅，将整个

区域分割成四五个水域。

与其说是一座水稻岛，不如说是

一块高端数字农业试验田。这里装备

有国内最大的四台田间作物高通量

表型检测系统，俗称“水稻CT机”，这

些外形如小型“龙门吊”的设备，可以

看到像余新桥这样拥有几十年育种

经验的“老法师”看不到的性状———

冠层温度、持绿性、卷叶程度、枯死叶

比例、叶片蒸腾量、叶片叶绿素含量

等。“在苗期，我们通过控制不同植株

下方的水位，来测试不同水稻品种的

抗旱系数，有了为水稻特制的CT机，

各种参数一目了然。”他说。

移动“水稻CT机”也体现了数字

科技。水稻岛四周贴有标注水稻品种

的条形码， 它们就是水稻的 “身份

证 ”，在计算机操控下 ，“CT机 ”可以

根据条形码精准移动到对应的水稻

上方，为其“照相”。

“聪明”的水稻会自己
“遮阳”

对节水抗旱稻来说 ，CT照片中

的一个参数至关重要，那就是冠层温

度。所谓冠层温度，就是地表植被顶

端的温度，这是很难被科研人员直接

感知的参数。经过长期研究，科研人

员发现节水抗旱稻的冠层温度一般

要比普通水稻低，最多能低2℃左右。

通过对这一特征深入研究，他们

发现了低温的关键。 在太阳直射时，

有“抗旱”特性的水稻品种会将自己

“头顶” 的气孔关闭， 以减少水分流

失，而普通水稻品种则不会这样做。因此，这些自己会主动“遮

阳”的品种，也被余新桥视为“聪明”的水稻。“有了这个发现，

我们在育种时就会特别关注冠层温度低的品种， 或许从中能

挑出更多性能优异的节水抗旱稻。”余新桥说。

数字手段赋能农业基础研究

作为“水稻CT”应用的最新成果，今年5月首次在金山廊

下万亩粮田进行试种的“八月香”此前迎来了第一个收获季，

脱去稻壳的大米晶莹透亮，有股爆米花香。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基因中心首席科学家罗利军

说，“八月香”有三大特点：第一，它的生育期只有105天，5月

种，8月收割，10月份再收一季晚稻， 一块地可有双倍收获；第

二，它虽属于籼稻类，食味指标却高达90分，接近软糯粳稻，是

目前全国籼稻品种中得分最高的；第三，作为节水抗旱稻的一

个优良品种，它用水量减少50%以上，农药、化肥用量可减少

50%以上，只靠雨水就能丰收。

8月上旬，“八月香”率先在上海地区开始预售。上海天谷

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甘炜告诉记者，今年上海“八月香”预计

可用作大米25万斤，目前市场反馈良好。

“有了这个平台，我可以和更多科学家天天跑金山。”罗利

军为农业基础研究有了高水平的数字化研究平台而高兴。它

能帮助科研人员更好“看清”水稻的“脾性”，为守护中国人的

“米袋子”作出更大贡献。

百年弄堂“有机生长”赓续海派文化
以旧改征收促进民生改善风貌保护，让街区空间更温馨更富活力———

老旧砖块层层摞起、雕花楼梯褪回最初

色彩……最近，“修旧如旧”的颍川寄庐完成

修缮， 这栋 114岁的老宅再现昔日辉煌，更

期待着被当代艺术与创意填满。根据规划，

这里将成为承载小型艺术馆、 创意工作室

的新空间，为街区注入新的活力与温情。

颍川寄庐所在的虹口区 18 街坊，是一

处旧改地块———2014 年完成旧改征收 ，

2018 年完成土地出让，由崇邦集团进行商

业开发， 并负责对地块内颍川寄庐、 扆虹

园、英式三联排等 12 幢保留保护建筑进行

修缮。 如今，这个地块被唤作“今潮 8 弄”，

寓意这里的 8 条百年弄堂在“有机生长”中

重塑街区，赓续海派文化。

在虹口区，旧改范围与风貌保护区、风

貌保护街坊高度重叠，涉及提篮桥、山阴路

历史文化风貌区和 36 处风貌保护街坊。旧

改在改善民生的同时， 也成为促进历史文

化风貌保护的重要途径。 尤其近年来，“征

收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成为共识———18 街

坊、 山寿里、 昆明路以南等地块经历旧改

后，居民们挥别不体面的逼仄生活，历史文

化风貌建筑也迎来了焕发新生的契机。

“我们将以珍爱之心、尊崇之心善待历

史遗存，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最

大化激活地区活力，实现新旧融合、共赢共

生。 ”虹口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坚持征

收、规划、出让“三联动”，按照“整体保护、

积极保护、活化利用”原则，对地块内历史

建筑分级分类进行保护，在“留”的基础上做

好“修”和“用”，将历史风貌保护、城市功能

完善和空间环境品质提升有机结合，将城市

文化、历史底蕴嵌入焕新后的城市空间。

海派文化赋能新商业，让
建筑“活”起来

小到装饰物原色，大到房屋结构，修缮

18街坊的工人师傅都尽可能根据史料复原

细节。 相关负责人说，首先要把建筑肌理保

护好， 才能把建筑和建筑里的故事留下来。

18 街坊老建筑的修缮团队曾参与沪上多

个历史文化风貌街区的商业体开发项目。

“今潮 8 弄” 力求在重现街区风采同时，形

成海派文化赋能新商业的模式， 打造沉浸

式文化艺术体验场地，提升区域人文氛围。

这些年， 上海在推进城市更新中， 通过

“人走房留、应保尽保、功能置换”等模式，开

展了一系列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活化工程，在

空间上“修旧如旧”，在功能上“活化利用”。在

虹口区， 通过旧改征收完成的上海犹太难民

纪念馆改扩建工程就是一个成功案例： 改善

居民生活的同时， 也更好地保留下上世纪三

四十年代上海作为犹太难民“海上方舟”的历

史记忆。近日，当年参与旧改的居民前来参观，

大家踏上“老土地”，一眼认出了自家门洞，一

下子找到了用过的煤气灶……老屋变身为展

现精彩故事的纪念馆，居民们格外自豪。

北外滩昆明路以南旧改项目近期生效，

居民们在喜别蜗居、打包整箱时，也纷纷将属

于这里的记忆留存下来———不少人向纪念馆

捐赠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老物件， 有些是当

年犹太难民在上海使用的， 有些是他们从海

外带来的。“捐给纪念馆是为了更好保护这些

老物件， 旧改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老建

筑。 ”一位居民说道。

更好赓续“文化基因”，提升
城市软实力

通过旧改征收促进风貌保护， 不仅要尽

最大可能保留历史建筑， 也要通过规划让这

片土地传承历史、赓续文脉，凸显区域特色。

18 街坊百年前地处 “公共租界”， 是大

量左翼文化青年从事进步出版事业之地———

水沫书店曾创办左联刊物 《前哨》， 南强书

局出版过 《社会主义史 》 等一系列进步书

籍。 根据规划， 街坊中的扆虹园将在保护性

修复原有两幢楼房后， 结合新建部分建造上

海文学博物馆 。 扆虹园不远处的英式三联

排， 则将修复为虹口区文史馆， 打造沪上文

化艺术新地标。

时至今日， 人们对城市更新有了更多向

往与期待，以新地标回应多元需求。特别是在

上海这座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更要充分

考虑民生功能、公共服务的留存拓展，让空间

更温馨、更富活力，更好提升城市软实力。

“今潮 8 弄”已然小有名气。 今年上海国

际电影节期间， 这里是虹口区露天电影惠民

放映点之一， 举办环卫工人专场传递城市温

情；7 月，这里发起“无边界青年创想中心”项

目，一批被发掘的“民星艺术家”积极探索艺

术与街区的融合……通过文化赋能， 这片区

域实现“有机生长”，街区成为更多人能读到、

听到、看到、体验到的海派文化新场域。

日前， 虹口区旧改指挥部负责人参观了

18 街坊建设工地，在微信朋友圈写下：“看到

美好愿景即将成为现实， 作为旧改人更意识

到肩负的责任与意义———造福居民， 也造福

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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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改提速：两地块居民将迎新生活
定海路街道137街坊、延吉新村街道201街坊二次征询高比例生效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并没有影响杨

浦区定海路街道137街坊、 延吉新村街道

201街坊旧改居民的热情。昨天，这两个基

地“二次征询”正式签约，截至中午12点，签

约率分别达到98.63%和93.09%，高比例达

到协议生效比例。刘阿姨是137街坊的旧改

居民。化上淡妆、染好头发，她今天一大早

就赶到旧改基地见证这一重要时刻。137街

坊的签约率达到98.63%。“我拿着6和3这

两个数字牌，插到了展板上。”刘阿姨还在

回味刚才的“高光”一刻。

据杨浦区旧改办推进部部长杨一凡介

绍，该区今年目标是完成1.5万户成片二级

以下旧里的旧改征收 ， 截至目前已完成

9068户，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一周后，杨浦

区还将再启动2处旧改基地签约工作，居民

们将切实感受到旧改提速带来的改变。

“多亏党和政府的阳光旧改
政策，终于可以搬离老房子了”

在刘阿姨家， 记者见到了杨浦区旧改

居民的生活场景。 这是一个沿街、 一开间、

二层的小楼， 每层面积约为21平方米。 刘阿

姨和她丈夫住在底楼， 二楼是她哥哥住的地

方。 底楼靠近沿街部分为厨房， 后面则用木

板隔出了一个约8平方米左右的小卧室， 里

面有一间小卫生间， 再加上一个衣柜和一张

1.2米的小床 。 刘阿姨在这里住了30多年 。

“条件很艰苦的。 一到下雨天， 雨水就从天

花板上节能灯的缝隙中滴下来。” 刘阿姨指

着天花板说。

据她介绍， 这座私房于1971年由她父母

翻建，后来给了她兄妹俩。刘阿姨先是在国棉

12厂上班，上世纪90年代她从工厂辞职后，就

在这沿街的底楼开了一家冷冻食品店， 和丈

夫一起供养起整个家庭。直到两三年前，她才

把铺面关了，改为如今的厨房。

“怎么没有早点买房，从这里搬走呀？”

“要供养儿子读书、读大学，读完大学还

要给他买房、结婚。”刘阿姨笑着说：“现在多

亏了党和政府的阳光旧改政策， 让我们终于

可以搬离这老房子了。”

据介绍， 137街坊东至贵阳路， 南至平

凉路， 西至上海电力大学杨浦校区， 北至河

间路 ， 被征收居民和非居住单位共219产 。

虽然体量不大， 但难度却也不小。 137街坊

私房占比高达91.8%。 针对私房多、 共有产

多的特点， 杨浦区旧改办 、 区第二征收事

务所对基地内房屋及居民情况进行充分细

致的调查， 为居民签约及征收补偿工作夯实

“地基”。

细致的工作，得到了居民们的充分认可。

“盼望旧改， 我盼了几十年了。”137街坊的方

阿姨是一位老党员， 面对旧改提速她说道：

“真是大快人心，以前弄堂里脏乱差，现在通

过旧改 ， 还了居民一个健康卫生的生活环

境。”方阿姨说，早在“二次征询”签约之前，她

就做好了家里的思想工作， 等到9月3日预签

约一启动，她在当天就把合同签掉了。她还做

起了弄堂里小姐妹工作，早签约、早得益，“如

今她们都已经签掉了”。

“经办人年轻有为、认真负责，速度像开

飞机一样，超级快。”最后，方阿姨不禁为旧改

征收提速点了一个大大的“赞”。

旧改“新手”认真细致做好政
策讲解，获得居民认可

对于定海路街道来说，137街坊是今年要

完成的7个旧改基地中的第五个，居民们对旧

改比较了解。

201街坊是延吉新村街道首个实施旧改

征收的地块， 居民们对政策还有许多的疑

问和不理解 ， 如何把政策讲深讲透 、 把

居民工作做通做实是征收队伍面临的最

大难题 。

据介绍， 201街坊东至上海出版印刷高

等专科学校学生宿舍， 南至周家嘴路， 西至

友谊新村幼儿园， 北至辽源东路， 被征收居

民和非居住单位共305产。 地块内房屋， 建

造年代久远 ， 房屋结构简陋 ， 煤卫等基本

生活设施简陋 ， 居住环境逼仄拥挤 ， 安全

隐患突出 ， 居民盼望改善居住环境的呼声

十分强烈。

对此，区旧改办、延吉新村街道、区第三

征收事务所率先向基地内党员开展政策宣

讲，以点带面营造良好旧改氛围，听取基地居

民建议和意见，组织政策宣讲，从政策法律法

规到“三块砖头”，认真细致做好讲解，引起了

居民们热烈反响。

昨天，201街坊的签约率达到93.09%，这

意味着又有280多户居民即将告别逼仄的旧房，

迎来全新生活。

七星彩第 21106 期公告
中奖号码： 4 7 9 0 2 8 + 5

一等奖 2 5000000 元

二等奖 21 22811 元

三等奖 73 3000 元

四等奖 1985 500 元

五等奖 31410 30 元

六等奖 1235959 5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245039738.46 元

排列 5 第 21245 期公告
中奖号码： 9 2 6 2 4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21245 期公告
中奖号码： 9 2 6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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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 “CT 机”。 本报记者 沈湫莎摄

■本报记者 单颖文

■本报记者 陆益峰

■本报记者 沈湫莎

颍川寄庐所在的虹口区18街坊转身成为 “今

潮8弄”。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