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罗 勉

□ 卢俊锦 蔡勇跃

深圳再出实招、硬招，加快推

进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支撑数

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日，《深圳

市支持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

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

印发，从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础

设施、物联感知基础设施、空海通

信基础设施、关键支撑能力等五个

方面出台24项具体措施，打通经济

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打造全

球“双千兆、全光网”标杆城市。

“真金白银”支持千兆
光网建设

《若干措施》提出，要推进千兆

光网建设，实现“千兆到户、万兆入

企”。对于2022年底前实现10G-

PON端口数量占比达到90%且网

络质量达标的基础电信企业、广电

企业，按照 2022 年内新增 1 个

10G-PON端口资助1000元的标

准，给予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1亿元

资助。每年遴选不超过100个重点

工业园区（产业园区）推进网络升级

改造，按照改造方投入费用的30%，

给予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资助。

加快“铜转光”网络改造。《若

干措施》提出，对于到2023年底前

实现光纤宽带覆盖率达到100%且

网络质量达标的广电企业，按照投

入费用的 30%，给予最高不超过

1亿元资助。

推广实施百万用户宽带提速、

光纤到房间。《若干措施》提出，对

于 2022 年宽带网速 500Mbps 及

以上家庭用户数量占比不低于

60%的运营商，按照新升级用户数

量给予每户80元资助，每家运营商

最高不超过6000万元；对于2024

年底前实现千兆光纤宽带家庭用户

数量占比不低于60%的基础电信企

业、广电企业，按照新升级用户数量

给予每户80元资助，每家企业最高

不超过2000万元；2023年~2025

年，对于年新增1万以上符合标准规

范的FTTR家庭用户的基础电信企

业、广电企业，按照每个新增家庭用

户资助100元的标准，每年给予每

家企业最高不超过500万元资助。

《若干措施》提出，深圳将大力

推动公共无线局域网全覆盖，支持

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建设，推进电

子政务专网建设以及IPv6网络规

模部署和应用，对于入选国家

“IPv6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试点名

单”的项目，给予100万元奖励。同

时大力提升互联网应用服务能力，

支持国际海底光缆及海缆登陆站、

互联网骨干直联点、互联网国际出

入口节点等关键通信网络设施在

深圳落地，提升深圳互联网服务水

平和互联互通网络层级。

多元协同促数智融合

在算力基础设施方面，《若干

措施》提出，推动数据中心区域协

同发展，探索数据中心统一规划建

设，创新运营新模式。同时，优化

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加快构建“超

级计算+智能计算+边缘计算+家

庭数据中心”多元协同、数智融合

的算力体系，为“20+8”产业集群和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多层次

算力支撑。

在物联感知基础设施方面，

《若干措施》提出，要大力推进智能

表计规模部署，2022年~2025年每

年完成不少于50万户、2025年底

前累计完成不少于300万户家庭水

表、燃气表智能化改造；推进多功

能智能杆建设，深圳新建、改扩建

道路及其他相关政府项目统一规

划建设多功能智能杆，支持以多功

能智能杆为载体的5G基站、车联

网路侧设施、数字感知设施等设施

加快建设，打造一批服务智慧城市

与数字政府的创新场景应用；部署

车联网基础设施，推动蜂窝车联网

（C-V2X）网络建设。

实现全频段全业务
全周期运行监测

深圳加快推进空海通信基础

设施建设。《若干措施》提出，布局

卫星互联网设施、低空基础设施，

支持企业推进全球高通量卫星宽

带通信系统、低轨星座及配套地面

系统建设，探索卫星通信与地面

5G、物联网融合发展，支持企业建

设各类型无人机起降场、充换电平

台及配套设施，构建城市低空通信

网络。同时，加强 5G网络覆盖。

支持基础电信企业重点提升沿海、

近海、郊野区域5G网络覆盖，对于

2023年建设的、符合条件的、覆盖

海域和郊野区域的5G基站，按照

1个基站资助1万元的标准，给予单

个企业最高不超过200万元资助。

在关键支撑能力方面，《若干

措施》提出，要加强5G基站、公共

无线局域网、多功能智能杆、边缘

算力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资源管

理，依托“深i网”建设信息基础设

施资源管理平台和综合能力监测

平台，实现全频段、全业务、全周期

运行监测；支持“双千兆”、未来网

络、无线电、卫星通信、海缆通信、

IPv6、多功能智能杆等主题会议、

论坛和大赛活动在深圳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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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过去十年，浙江省金华经济开发区

聚力建设新城市、大力发展新产业、全力布局

新赛道，致力让“产业新”成为金华开发区的

核心竞争力，让“百姓富”成为金华开发区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产、城”融合发

展成为金华开发区的鲜明底色，实现从发展

量变向发展质变的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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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批“智能建造”
试点城市出炉

本报讯 日前，住建部发布通知，决定将

北京、天津、重庆等24个城市列为“智能建造”

试点城市，试点为期3年。值得一提的是，这也

是我国首批智能建造城市试点。

智能建造，是指在建造过程中充分利用智

能技术和相关技术，通过应用智能化系统，提

高建造过程的智能化水平，减少对人的依赖，

提升建设安全性，提高建筑的性价比和可靠

性。智能建造涵盖建设工程的设计、生产和施

工三个阶段，借助物联网、大数据、建筑信息模

型（BIM）等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全产业链数

据集成，为全生命周期管理提供支持。

根据通知，试点预期目标主要包括三个方

面：一是加快推进科技创新，提升建筑业发展

质量和效益。重点围绕数字设计、智能生产、

智能施工、建筑产业互联网、建筑机器人、智慧

监管六大方面，挖掘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强

对工程项目质量、安全、进度、成本等全要素数

字化管控，形成高效益、高质量、低消耗、低排

放的新型建造方式。

二是打造智能建造产业集群，培育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广州、深圳、苏州等城市在试

点方案中明确提出，推动建设一批智能建造产

业基地，加快建筑业与先进制造技术、新一代

信息技术融合发展，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水平，带动自主创新软件、人工智能、物联

网、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

三是培育具有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解决

方案能力的骨干建筑企业，增强建筑企业国际

竞争力。

据了解，本次选取的24个“智能建造试点

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保定、河北雄安新区、沈

阳、哈尔滨、苏州、南京、温州、嘉兴、台州、合

肥、厦门、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

佛山、重庆、成都、西安、乌鲁木齐。

□ 崔 涛

近日，位于河北雄安新区的雄

东—昝西220千伏线路工程隧道

里，一种白色、四足，被称为“机械

狗”的足式机器人正在进行测试。

未来，它将代替人工穿梭在隧道中

定期巡检。

在雄安，上述智能化场景已屡

见不鲜，这座“未来之城”正变得更

加“智慧”。

“这条隧道很长，部署的电缆

很多，如果出现问题，巡检人员贸

然进入会发生危险。”国网河北省

电力有限公司雄安新区供电公司

数据中心专责计昊说。

雄东—昝西220千伏线路工程

全长16.154公里，是雄安东北区域

能源输送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计昊说，通过在隧道中部署5G

专网和足式机器人，利用机器人配

备的多个4K高清摄像头，可实现高

清监测画面数据无损回传，更加安

全高效。

连接隧道一端的是昝西220千

伏变电站，这是一座无人值守变电

站，设计灵感取自古代山水画《千

里江山图》。它通过在主要设备上

空设置吊轨机器人，可对站内各种

变电设备的运行状态、开关位置、

指示灯状态进行监测，并将监测数

据传送到变电集控站，如有异常将

自动预警。

与此同时，智能化的场景也悄

然融入雄安市民生活。

雄安新区首个集中建成区容

东片区里，一辆无人零售车正在工

作，不时有顾客招手停车，扫码购

买商品，车内有矿泉水、饮料及各

种零食，犹如一个小型移动超市。

除了无人零售车，无人驾驶公

交车和无人驾驶接驳车也在雄安有

序测试中，它们拥有超级敏锐的感

知系统，能够确保车辆安全行驶。

目前，容东片区所有市政道路

已全面部署多功能信息杆柱，集成

了摄像头、雷达、5G、边缘计算节点

等智能设施，成为我国里程最长、

规模最大的数字道路，将为智能交

通、车路协同的技术攻关提供数字

试验场景。

在容东片区悦容公园里，雄安

未来的“城市大脑”——雄安城市

计算（超算云）中心即将建成。作

为雄安新区数字孪生城市运行服务

系统的重要载体，它被称作雄安数字

孪生城市“之脑”“之眼”“之芯”。

未来，它承载的边缘计算、超

级计算、云计算设施将为整个数字

孪生城市的大数据、区块链、物联

网、AI、VR/AR提供网络、计算、存

储服务。

截至目前，雄安新区5G、雄安

城市计算（超算云）中心、数字道路

等智能基础设施累计投资额已超

100亿元，新建区域基础设施智慧

化水平超过90%，雄安新区数字化

城市建设步伐正在加速。

成都深圳等十地
成为“物流减碳大市”
本报讯 随着“双11”第一波快递的陆续

送达，快递包装回收再利用，也迎来了一波高

潮。近日，菜鸟公布了11月1日~6日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地级市、高校和社区菜鸟驿站回收

包装减碳排行榜，成都、深圳、西安、广州和武

汉等10城共同组成了减碳大市。

据悉，截至11月7日，已经有接近百万人

参与菜鸟快递包装回收活动，回收快递包装超

过200万个，人均回箱超过两个。在校园里，绿

色回收箱绿色寄件的热情更高，人均回收箱数

量达到3个。其中，天津师范大学和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人均回收箱数量甚至超过3个。

今年“双11”，为了继续鼓励大家参与绿色

物流，菜鸟在全国13万家菜鸟驿站，启动“快递

包装回收换蛋”，取快递时留下旧快递包装，就

可兑换鸡蛋等礼物。11月1日启动后，3日兑

换量攀升，已有约20万个鸡蛋被领走。留在驿

站的旧快递包装，部分会被二次利用，免费用

来寄件。

绿色回收换蛋、绿色寄件免包装费，拉动

了各地参与绿色物流的热情。11月1日~6日

期间，菜鸟驿站绿色回箱和绿色寄件的数量显

示，广东、江苏、四川、湖北、山东、陕西、重庆、

安徽、湖南和广西是今年“双11”的物流减碳大

省（直辖市、自治区），其中广东持续领跑，四川

和湖北是首次进入到前五名。成都、深圳、西

安、广州、武汉、长沙、苏州、合肥、南京和南宁

则是物流减碳大市，成都也是首次“登顶”。

（本组消息由本报记者张海莺采写）

智慧城市让诗意栖居照进现实
□ 因 知

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

动脉”，深圳再出实招、硬招。日前，

《深圳市支持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

印发，提出24项具体措施，力争打造

全球“双千兆、全光网”标杆城市。

加快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是驱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

量。深圳高度重视加快推进新型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中央赋

予深圳的重要任务之一。去年底，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同意深

圳市开展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试

点的复函，引发关注。按照试点方

案，深圳将着力打造“四型城市”，

其中的目标之一就是打造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的创新型城市。

作为试点城市，深圳责任在肩、

使命重大。今年2月，《深圳市推进

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行动计划

（2022—2025年）》（以下简称《行动

计划》）出台，提出到2025年底，基

本建成泛在先进、高速智能、天地一

体、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信息

基础设施供给体系，网络建设规模

和服务水平全球领先，成为世界先

进、模式创新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标杆城市。《若干措施》的发布，正是

对《行动计划》的贯彻落实，24条具

体措施勾勒出深圳推进新型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

从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

施，到物联感知基础设施、空海通

信基础设施，再到关键支撑能力建

设，深圳将构建融合数据感知、传

输、存储、计算、处理、安全、应用为

一体的智能化综合性新型基础设

施体系，必将推动城市数字经济、

数字治理、数字文明迈向新境界。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究其

根本是为了让人民群众的生活更

加便捷幸福。“千兆到户、万兆入

企”，公共无线局域网全覆盖，家庭

水表、燃气表智能化改造……深圳

的新基建是一项重磅的民生福祉

新工程。在万物互联智能新时代，

打造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标杆城市

和全球数字先锋城市，让市民大众

诗意地栖居，这是生机勃勃的改革

之城矢志不渝的奋斗方向。

“未来之城”雄安：智能化场景无处不在

雄安新区的雄东—昝西220千伏线路工程隧道里，足式机器人“机械

狗”正在进行测试。 董 鹏 摄

打造全球“双千兆全光网”标杆城市
深圳出台新政支持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这是深圳地铁20号线站

厅内的智能客服中心，工作人

员演示使用智能票务终端。

（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梁 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