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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袁彩霞 李佳蔚 记
者 戴雪燕）当前正值泰国“果
中之王”榴莲的成熟和销售旺
季，大批泰国榴莲进入中国市
场。近日，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
公司出口泰国的 CDA5B1 型米
轨交流传动内燃机车，牵引着满
载榴莲的冷链货柜专列，向我国
西南口岸进发。

6月 10日，泰国南部 14个
省份开始采摘榴莲，今年泰国南
部榴莲出口将持续至 10 月份，
产量约 67万吨。目前，泰国水果
出口到中国市场主要通过 3 种

方式运输，其中海运占 51%，陆
运占 48%，空运占 0.54%，其他
占 0.46%。中老铁路的开通为泰
国水果出口中国带来了新机遇。
据泰国媒体报道，从泰国玛

达普站开往中国广州的“榴莲班
列”，已打破从泰国运输水果至
中国所需时间的最快纪录，运输
途中损耗的概率也显著降低。在
中老铁路的助力下，今年泰国榴
莲的出口额有望再创新高。
“以前，榴莲运输到中国主

要通过公路和海运，受天气等不
确定因素影响大，有时运输时间

长达 20 天。中老铁路开通后，
榴莲从泰国发车 3～4 天就能抵
达昆明，我们可以出口成熟度更
高、口感更好的榴莲。中老铁路
专列让我们的水果运输更加便
利。”泰国农业与合作社部部长
顾问阿隆功说。

2015 年，中车戚墅堰公司
向泰国出口 20台 SDA3型米轨
交流传动内燃机车，2022 年，
出口 50台 CDA5B1型米轨交流
传动内燃机车，两款车型成为覆
盖泰国全境干线铁路的主力车
型。

本报讯 （李慧 李佳蔚
记者 戴雪燕） 6月 5日，江
苏华电戚墅堰发电有限公司
2号燃机“APS一键启停顺
控项目”在该公司 1、2 号
机集控室首次应用，这也是
江苏区域内燃机电厂的首个
“一键启停”项目。

机组“一键启停”，是指
开机人员按下顺控启动键
后，机组从启动前准备到带
负荷一键投入都可自动完
成。此项功能的实现，不仅
能有效简化启停操作，还能
杜绝运行人员的误操、漏操
行为。

今年，戚电公司与国电
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联
合成立攻关小组，开展 2号
燃机“APS一键启停顺控项
目”。其间，小组负责人广
泛收集运行数据、精心设计
顺控逻辑、严密编制顺控步
骤，攻克了并网电压无法匹
配、公用设备投运存在隐患
等诸多难点。两个月后，攻
关小组顺利完成相关程序调

试，打破了国内同类型项目
调试最短时间纪录。

不仅如此，通过分析试
运行数据，攻关小组还发现，
采用“APS一键启停”的机
组燃机总启动时间较先前缩
短了 10%，单次启动可节约
天然气量 0.15万立方米、厂
用电量 0.04万千瓦时，合计
节约成本 4500元。以 2022
年该机组启动 181 次计算，
全年可节约成本 80余万元，
大幅度提升了机组自动化程
度与运行经济性。运行操作
人员也实现了从“操作人”
到“监护人”的身份转变。

据悉，该项目主要负责
人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
“‘APS 一键启停顺控项目’
将有效夯实机组安全运行基
础，提升运行人员工作效率，
进一步推动燃机控制系统国
产化改造后的技术应用，为
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
提供科技力量。”攻关小组负
责人黄康说。

江苏首个“APS一键启停顺控项目”
在戚电公司投用

“榴莲班列”打破中泰水果运输最快纪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耕地是粮
食生产的命根子。

走进遥观镇渔庄村，稻田集中
连片。“原本这里是一块块零散的
农田、果园、鱼塘和菜地。”在村
党总支副书记马军的记忆里，过去
村里耕地“非粮化”现象突出。

去年，渔庄村着手建设高标准
粮田。“通过拆除 5亩企业厂房、
27 亩鱼塘、175 亩果蔬大棚，新
建高标准粮田 578 亩。”马军介
绍。

渔庄村高标准粮田项目是全区
提质改造耕地的缩影。推进耕地连
片整合，优先发展水稻、小麦等稳
粮保供产业；统一布局沟、渠、路、林
和泵站等基础设施；采用土壤翻耕
等工程措施，改善耕地质量……
2022年以来，全区共建设高标准

粮田 6700亩，完成永久基本农田
划定 30849 亩，开展耕地提质改
造 1345.3 亩，区域粮食生产产量
显著提高。

去年，河海大学农业科学与工
程学院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入
驻”经开区，为农业科技人才培养
提供实验田，让高标准农田有了更
好的用武之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好
耕地红线的同时，常州经开区推进
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这些
年，我们积极推动生态保护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作，宋剑湖生态修复
工程获评江苏省首届‘最美生态修
复案例’，通过治理修复湖区及周
边范围面积 1500多亩，建立起生
态屏障。”常州经开区自然资源和
规划分局局长王鸣岗说。

今年，常州经开区获评全省
31个省级产城融合型开发区土地
集约利用评价第二名，连续 4 年
位列前三，蹚出了一条产城融合、
城乡互动的新发展路子。

在京杭大运河常州经开区段，
南岸运河公园风光旖旎、熙熙攘
攘，建有民国风情街、米厂、牌
坊等景点；北岸百年老厂底蕴浓
厚，增设红色工业旅游路线。曾
经的低洼易涝地块，经过整治改
造，“变身”成为工业文旅产业
标杆。“围绕文化保护传承，区
里拓宽工业低效用地再开发思路，
将原本是污染企业、老旧城区的
地块改造成便民利民的场地，让
土地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用。”滕泉

说。
打好工业地产建设、教育资源

配置、生态修复整治等一系列“组
合拳”。“解决‘危污乱散低’现
状之后，我们对各片区统一规划
新型产业园区、生活安置区、学校
以及综合市场等配套功能区。”常
州经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建
设工程规划管理科科长袁浩介绍。

东方数字经济产业园附近，常
州经开区第二实验小学新校落成，
安置小区大明丰泰苑年内将实现
交付，产城融合发展的态势已然显
现。同样，中吴大道片区更新的规
划蓝图里，包含 3所学校、1个口
袋公园、1处生态停车场，以及宛
沿河水利景观河道工程。

阴 记者 戎易

一方面是早期村镇工业
园布局散乱、无力开发而造
成的土地长期“沉睡”，另一
方面是新项目用地紧张、亟
待落地，盘活低效用地成为
土地有效利用的必经之路。

园区是土地资源要素的
集聚地。2021年，常州经开
区制定园区更新五年规划，
确立整治提升工业用地 2 万
亩以上的发展目标，“躺了”
多年的低效用地迎来转机。
“依托厂房‘长高’、工业

‘上楼’，从横向扩张转为纵向
布局，腾挪发展空间，大大提升
了土地资源利用率。”常州经开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自然资
源利用科副科长滕泉介绍，去
年 7月，常州经开区被纳入全
省首批产业园区用地整治提升
试点地区，系全市唯一。

在丁堰街道，村级鑫泰
工业园退出历史舞台，崭新
的东方数字经济产业园建成。
园区将招引百余家企业，用
地容积率将从 0.64 提升至
1.92，亩均税收将从 3.5万元
增长至 60万元，被评为省十
大工业用地节地模式先进典
型案例。在遥观镇，剑湖村
工业园“厂中厂”问题突出，
通过出清各类企业 60余家、

搬迁安置民房近 200 户，原
地块新建集“花园办公 + 研
发中心 + 无污染制造”为一
体的宋剑湖创新智慧港。

已完成土地整理 4600
亩、低效用地再开发 7290
亩，建成高标准厂房 92万平
方米，一批产业层次高、环
境影响小、集约发展好的特
色工业园区正拔地而起。

2022年，全区共盘活存
量建设用地 261 宗、 5602
亩，工业用地地均税收同比
提高 8.58%、地均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提高 13.9%，土地
“含金量”持续提升。

6 月 25 日是第 33 个全
国土地日，活动主题为“节约
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线”。近
年来，常州经开区不断探索土
地管理新举措、国土资源节约

集约新机制，下好土地规划、
利用、保护“三步棋”。

获批启用国土空间规划
“三区三线”划定方案，入选全
省首批产业园区用地整治提

升试点，连续四年跻身省级土
地利用评价前三，在全市率先
开展耕地提质改造试点……
土地利用步入存量时代，且看
常州经开区如何“破局”。

6 月 13 日—14 日，由省妇
联组织的“感恩奋进巾帼行”新
闻记者环省行活动走进常州。记
者团来到常州经开区主播联盟红
创中心，参观了“经彩 E 播红”
妇女微家、七大特色直播间，观
摩了“常阿姐”巾帼理论宣讲和
红色、兴农、惠企直播间的直播
活动，深入采访妇联组织在新领
域思想引领、赋能发展、组织建
设等方面的经验做法。

刘希 徐千翕 摄

园区更新“盘活存量”，孵出土地好“钱景”

耕地保护“严守红线”，扩增土地“含绿量”

产城融合“配置资源”，凸显土地社会效用

耕地集中连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