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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工程领域
——全市规模最大深层

地热项目今年开工

在城市副中心，一座亚洲最大地下
综合交通枢纽如火如荼建设中。难能
可贵的是，这座“庞然大物”将应用本地
可再生能源，在我市范围内首次使用深
层地热换热技术。

“深层地热在咱副中心是第一次使
用，我们要打20口井，满足50万平方米
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的供热需
求。”副中心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副中心工程办临时党委书记、主任
陈晓峰说。

相较于浅层地热 150 米左右的深
度，深层地热井热泵系统可以探到2700
米的深度，每口井的投资大约 1000 万
元。这也为北京大规模推广应用深层
地热提供实施经验和数据支撑。该项
目预计今年实现开工，明年下半年投入
使用。

浅层地源热泵技术在城市副中心
应用较为广泛，据陈晓峰介绍，三大文
化设施采取浅层地热覆盖面积约 60万
平方米，北投大厦覆盖面积 11 万平方
米，行政办公区覆盖面积 260 万平方
米，含英园浅层地热的覆盖面积达 90
万平方米。目前，城市副中心可再生能
源利用率已达 60%。从烟囱林立到山
青水绿，城市副中心采用地热“两能”率
先创建全国首个“近零碳排放区”，实现
高比重可再生能源供热，已达到国内领
先水平。

聚焦用能结构，引领低碳示范，副
中心走在了全市前列。采用可再生能
源和燃气分布式能源互为融合的能源
系统，行政办公区实现光伏年发电 285
万度，相当于节约标准煤 912 吨，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量 2280吨。行政办公区
项目按照绿色建筑三星标准进行建设，
160 和 169 两个地块开展“双零”和“近
零”能耗建筑实践，获得行业认证，尤其
160 配楼是全国首个“钢结构+全幕墙
系统”的“双零”建筑，成为推动副中心

“双碳”工作走在全市前列的典范和
样板。

绿色能源领域
——新型电力系统引领

副中心节能降碳

有数据显示，副中心能源领域碳
排放占比超 9成，其中电力消费产生的
碳排放在能源领域中的占比约 69%，未
来随着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的提高，
占比还将进一步提升。可见，实现双
碳 目 标 ，能 源 是 主 战 场 ，电 力 是 主
力军。

今年上半年，城市绿心项目登上
了国家能源局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典
型案例名单，“零碳”奇迹的背后，是城
市副中心新发展理念的贯彻和追求。
国网北京通州供电公司总经理邱明泉
介绍，城市副中心正在推动和引领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国网北京通州供电公司
在副中心探索形成了“引绿、赋数、提
效、汇碳”的能源转型发展路径，城市绿
心“零碳园区”正是该路径实施的一个
缩影。经测算，11.2平方公里的城市绿
心建筑面积达 60 万平方米，区域能源
效率优化提升，能源控制系统节约能耗

32.69%，还可以通过“电碳一张图”精准
监测区域碳排放。预计 2025 年，在城
市绿心构建以电能为主的能源消费结
构，区域绿电供应达 100%，本地可再生
能源消纳 100%，有高度数字化、智能化
的配电网支撑，园区最终实现负碳
运行。

城市副中心以降碳为重，还体现
在交通、建筑、能源三大领域。绿色建
筑方面，环球供电服务中心建成的北
京市首个光储直柔零碳营业厅，实现
100%绿电供应，降碳 75.5吨；在新型电
力系统实验基地应用地源热泵代替锅
炉，较传统电热锅炉节能 75%。绿色交
通方面，打造快慢互补的副中心 2公里
充电服务圈；面向北京全域打造“电动
汽车与电网互动”平台。在绿色能源
方面，国网与通州区委区政府共同打
造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能源控制中
心，在未来承载能源运营、能耗服务、
碳监测服务，同时部署城市智慧能源
管理系统，接入副中心范围内电气热
油等能源数据，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目前，全市首个区级虚拟电厂政策已
经在副中心落地，聚合楼宇负荷、电动
汽车等优质可调资源参与电网调节，
电网局部重过载和绿电消纳等问题也
将得到解决。

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不仅满足
城市副中心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还在
一些领域实现创新和突破。位于张
家湾镇垡头村的新型电力系统实验
基地本身就是一个转型案例，地源热
泵、光伏、风力发电等技术应用，使园
区 85 万度用电中的 44 万度由绿电替
代，将园区碳排放整体降低 65%，“电
网可靠供电+绿电供应+能源高效利
用”实现园区低碳发展路径将在全区
推广。

此外，该公司还在副中心建立了
配电源网荷储协同互动技术实验室。

目前，副中心分布式光伏装机总容量
为 15 万千瓦，达到副中心历史最大负
荷的 7.4%。实验室正在研究哪些光
伏组效率更高、影响最小、性价比最
优。“我们在多类型分布式电源实验
区建成 6 个品牌、4 种类型 16 组光伏
发电检测实验系统，为北京市分布式
光伏大规模建设提供数据支撑。”邱
明泉说。

绿色发展新赛道
ESG评价体系激励

副中心绿色转型

在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中，北京ESG研究院功不可没。所谓
ESG 是指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是一
种关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绩效的投
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换句话说，
ESG 是城市绿色发展的一条“特色赛
道”，通过体系构建、政策创新、标准制
定等多个维度，在城市副中心构建了坚
实的绿色发展基底。

“支持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
发展示范区，北京 ESG 研究院在副中
心先行先试，开展了多层次、多场景
的 ESG 实践。”北京 ESG 研究院院长
黄勃说。先从打基础底座说起，北京
ESG 研究院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是
全国首部关于 ESG 信息披露的工具
书，对通行 400 余个重要指标进行了
仔细的梳理，对指标的解释精细到了
为什么需要、怎么得出、如何用这样
深入的层次。”黄勃说。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ESG研究院在
助力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ESG生态建
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仅构建了全国
首个具有中国特色的ESG评价体系，还
配合北京市发改委编制了全国首个
ESG地方标准《北京市企业ESG披露准
则》，为北京市各产业领域的绿色低碳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未来在城市副中心注册的企业，

可能会享受到更细致更便利的服务。”
黄勃透露，北京ESG研究院正在配合通
州区制定具体的ESG实施办法和细则，
为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
策保障和实践基础。

ESG 并非空中楼阁，在城市副中
心已有多场景应用。“我们正配合通州
区相关委办局，尝试将中国特色 ESG
社会贡献评价体系纳入到入区企业的
服务、政府投资、奖补、国企 ESG 治理
等场景的政策制度创新中，希望能在
咱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中，用科学的
方式方法去支持宝贵的要素和资源优
先流转、配置给那些社会贡献高的企
业。”黄勃说。

举例来说，首次提出“以运河商务
区等城市副中心重点园区为试点，将
社会贡献ESG评价体系纳入企业引入
前置服务”，在评价基础上为入区企业
提供可持续创新金融产品、ESG 披露
报告和企业治理等方面一揽子项目服
务；与银行联合设立入区企业 ESG 社
会贡献白名单，对 ESG 社会贡献高的
企业给予更优惠的融资支持；与保司
合作，将 ESG 社会贡献评价体系纳入
到企业财产保险评估中，有效降低企
业参保成本。同时，协助企业完善
ESG 报告编制与治理，提升企业可持
续发展能力。

研究院还围绕上市公司打造“ESG
社会贡献可视化平台”，可以一目了然
看到各个企业的社会贡献度，配合通州
区筹建全国首个城市级ESG数据中心，
建立副中心ESG“一企一档”的工作机
制；研究院也在通过参与制定国际标
准、举办国际论坛、研讨等活动努力将
全球的绿色发展目光聚焦到城市副中
心，助力打造全国乃至全球的绿色发展
高地。

城市副中心以“含绿量”带动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

咬定绿色 以绿生金
本报记者 曲经纬

本报讯（记者 冯维静）一早，记者在欣艺景园小区
前的快速充电站看到，一个个崭新的新能源充电桩整齐
排列，充电站宽敞整洁。住在这里的刘女士说，“以前充
电只能在路边，现在有了这些充电桩后，充电方便多了，
节约了不少时间，而且，还有充电打折的好政策。”

近日，随着欣艺景园小区充电站“统建统服”试点
项目的 12个交流充电桩正式交付使用，周边 9个社区
充电桩“共享”新模式正式开启。通过打造“统建统服”
运营新模式，由政府政策引导，鼓励具有资质的充电桩
市场运营主体投资，与开发商或物业公司展开合作，整
合资源对充电设施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运维，方
便业主就近充电、共享服务。

据小桔充电有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小桔充电“统建
统服 2024”试点项目，欣艺景园充电站项目 500米范围
内共有 9个社区，包括欣艺景园、京艺天朗、京艺天朗
雅园、美然·百度城、幸福艺居、运乔嘉园、玉桥南里、
玉桥北里、乔庄西区。前期调查发现，周边小区内部
停车紧张，电容电压设计均不满足规模建设公共充电
桩。9个社区户数约为12000余户，据不完全统计，周边
居民已拥有新能源汽车约400辆，本停车场车位数量约
为 40个，综合附近场地/电力因素，最后投建 6个直流
桩共计12枪。

此外，根据“统建统服”惠民管理体系，针对社区居
民提供充电服务费8折优惠，设计了社区居民服务费优
惠宣传海报，联合所在地街道和社区通过居民社群以
及场站进行告示。拥有电动汽车的社区居民，可在与
社区工作人员联系并确认居民身份后，登记相关车辆
信息，可获得“统建统服”试点项目的权益，其中包括充
电服务费优惠和预约充电权益。2024年7月起，在该场
站充电的社区居民用户可享受不高于0.5元/度电的充
电服务费，具体可在客户端进行查询。

“‘统建统服’模式非常适用于解决没有产权车位
小区的充电难题，可以形成居民、物业和充电运营商共
赢的可持续发展格局，未来在老旧小区改造、乡村充电
服务网络建设等领域具有广泛的推广价值。”区城市管
理委供热和电力运行保障事务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介
绍，为解决居住区有车无停车位、无私人充电桩的新能
源车用户“充电难”，通州区计划用两年时间，打造一批

“统一选址原则、统一建设标准、统一服务标准”的“统
建统服”充电服务。试点将基于现有公共充电服务体
系，以满足居住区新能源车用户就近充电诉求为导向，
以居住区外周边充电为主、居住区内公共充电为辅，提
供设置在家门口的“类私桩”公共充电服务。试点将提
供“三个5”体验——“找桩距离不大于500米、服务费不
高于0.5元、排队时间不长于5分钟”。

试点鼓励优先选取既有居住区中“私人自用桩随车配建比不足40%、500
米范围内公共充电桩数量不足”的区域为首批示范场景。针对需求缺口大的
居住区，可在居住区 500米范围内的公建配建停车场、含P+R停车场的社会
公共停车场等建设公共充电设施。

在市民关注的费用方面，服务商可灵活制定充电优惠套餐，签订惠民充
电服务协议。协议签订后，居民充电时可享受不高于每千瓦时 0.5元的充电
服务费。对于其他用户，试点项目服务商可按市场标准收取服务费。

此外，鼓励试点项目服务商通过官方APP或微信小程序等方式，为签订
协议用户提供充电排队不长于5分钟的服务体验。用户可在线实时查看充电
桩信息，提前预约，确保用户即到即充。同时，鼓励加装智能地锁、车位摄像
头等智能管理设备，对占位等问题进行疏导。充电场站可施划居民充电预约
专区与社会充电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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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昨天，，在在““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集中采访活动中集中采访活动中，，通州区委书记孟景伟向各大媒体记者们介绍了北京城市副通州区委书记孟景伟向各大媒体记者们介绍了北京城市副
中心全力推进建筑绿色发展中心全力推进建筑绿色发展、、交通超低排放区建设交通超低排放区建设、、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利用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利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绿色技术应用和产业集聚等重点工作绿色技术应用和产业集聚等重点工作，，他他
说说：：““今年今年，，我们研究提出了我们研究提出了‘‘以绿生金以绿生金’’工作推进体系工作推进体系，，加快构建城市副中心绿色发展标准体系加快构建城市副中心绿色发展标准体系，，谋划打造一批绿色发展标杆示范项目谋划打造一批绿色发展标杆示范项目，，着力着力
在城市副中心形成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相互赋能在城市副中心形成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相互赋能、、一体推进的格局一体推进的格局，，让改革举措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让改革举措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

记者看到记者看到，，城市副中心将高质量发展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城市副中心将高质量发展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试金石试金石””，，力求以经济社会发展力求以经济社会发展““含绿量含绿量””带动提升高质量发展带动提升高质量发展““含金量含金量””，，锚定锚定
现代化现代化，，一系列改革举措和案例正绘制成城市副中心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身影一系列改革举措和案例正绘制成城市副中心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身影。。

““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以以《《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和《《北京城市副北京城市副
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实施方案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实施方案》》为背景为背景，，城市副中心绿色改革显成效城市副中心绿色改革显成效。。

率先实现新建大型公共建筑执行绿建三星级标准率先实现新建大型公共建筑执行绿建三星级标准、、率先开展用能和碳排放综合评价试点率先开展用能和碳排放综合评价试点，，继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继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林业碳汇试点后林业碳汇试点后，，又又
获得国家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的金字招牌……城市副中心抢抓机遇获得国家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的金字招牌……城市副中心抢抓机遇，，集聚绿色创新要素集聚绿色创新要素，，培育壮大绿色发展新动能培育壮大绿色发展新动能。。

锚定现代化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改革再深化

——

城市副中心集聚绿色创新要素，培育壮大绿色发展新动能。记者 常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