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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发展的星河中，总有璀璨星辰以不懈探索照亮前行之路。
城市副中心企业北京天海工业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天海氢能总工程
师岳增柱从基层技术员成长为行业先锋。以19载春秋为笔，在压力容
器与氢能储运领域挥毫泼墨，他用执着的钻研精神打破技术壁垒，以无
畏的创新勇气攻克“卡脖子”难题，其所研制的奥运火炬储供氢系统不
仅创造了奥运史上首支零碳排放火炬的奇迹，更向世界传递出我国“绿
色奥运”的决心。他让中国制造的高压气瓶傲立世界舞台，用实际行动
书写着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传奇。

近日，北京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模范集体表彰大会在京举
行。岳增柱被授予“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仅
是对他个人19年如一日坚守研发一线的肯定，更是对天海工业在氢能
装备领域创新突破的高度认可。

逐梦征程：青涩学子走上破茧之路

2006年的夏天，24岁的岳增柱怀揣着北京化工大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专业的毕业证书，走进了天海工业的大门。初入职场，他化身“海绵”，白天跟
着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学习制造工艺，晚上则埋头研读国内外技术文献。

车用压缩天然气钢质无缝气瓶、车用压缩天然气钢内胆玻璃纤维环向缠
绕气瓶、铝合金内胆碳纤维全缠绕呼吸器复合气瓶、车用铝合金内胆碳纤维
全缠绕氢气复合气瓶、非金属塑料内胆纤维缠绕复合气瓶等产品的设计、开
发、认证以及项目管理……岳增柱的职业经历可谓丰富多彩。

19年来脚踏实地、日复一日的积累与钻研，让他熟悉并逐渐掌握了压力
容器的设计、制造、检测等全流程核心技术。作为项目负责人，他带领团队突
破多项技术瓶颈，攻克多个艰巨的技术攻关任务，先后主持完成多项国家标
准及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国际认证，使中国制造的高压气瓶走向世界舞台。
他的研发成果不仅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更广泛应用于天然气汽车、消防装
备等诸多领域，推动行业实现进步。

氢能攻坚：突破储运“卡脖子”技术

2018年，在国家“双碳”战略指引下，氢能作为清洁能源肩负着重要使命，
氢燃料车也面临着加快推广和普及的重任。在氢能产业制、储、运、加、用的
全产业链条上，氢气瓶成为氢能储运的关键“咽喉”。

在全球氢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随着储氢密度要求的提高，车载高
压气态储氢压力已由35MPa提高至70MPa，对车载储氢瓶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提出了更高要求。塑料内胆纤维全缠绕储氢气瓶（Ⅳ型瓶）具有质量轻、抗氢
脆、储氢密度高、耐疲劳性能好等优点，已成为氢能汽车领域技术竞争的重
点。瞄准国际先进技术研制Ⅳ型瓶，岳增柱主动请缨承担70MPa高压储氢瓶
研发任务。

面对 70MPa相当于 700个大气压的技术难题，他与团队数月日夜奔忙，
仅碳纤维缠绕工艺就精雕细琢地调整了上百次。在天海工业战略发展指引
下，岳增柱带领团队积极投身于这一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他紧跟国际高压
储氢技术发展动态，到国外先进企业开展调研和考察，并在国内积极参与承
担国家科技部Ⅳ型瓶课题，开展关键技术研究。

直到2020年寒冬的一个凌晨，当他们试制的样品通过爆破测试时，整个
团队激动相拥、振臂高呼“我们成功了！”这项突破使天海工业成为国内首家
获得70MPa储氢瓶制造许可的企业，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作为天海工业高压储氢气瓶项目负责人，他还带领团队先后承接完成了
科技部新能源汽车重大专项《车用 70MPa 高压轻质车载氢系统开发》及

《70MPa大容量储氢气瓶研发与配套》课题 2项，以及北京市科委《燃料电池
轿车用70MPa氢气瓶开发及认证》课题1项。

无数日夜的倾情付出，让他先后开发出工作压力为 35MPa和 70MPa，水
容积27升至450升的系列化铝内胆碳纤维全缠绕储氢气瓶产品，并在国内首
家获得70MPa大容积Ⅲ型瓶制造许可证。这些产品以其高强度、轻量化、高
压力以及高安全性等特点，在氢能储运领域脱颖而出，目前已经在国内氢燃
料整车企业批量配套应用。

冬奥华章：绿色科技闪耀冰雪盛会

2022年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期间，140辆搭载天海工业储氢系统的氢
能大巴在延庆赛区完美运行。更令人瞩目的是，他带领团队研发的奥运火炬
储氢系统，创造了奥运史上首支零碳排放火炬的奇迹，向世界传递了“绿色奥
运”与“碳中和”的决心，助力推动氢能产业链发展，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中国方案。

在这背后，要实现高压储氢技术迭代升级，助力“绿色冬奥”绝非易事。
2022年北京冬奥会提出科技冬奥和绿色冬奥的办奥理念，决定积极推广

70MPa氢燃料车辆的示范应用。由于冬奥会开幕时间已经确定，为保障冬奥
会项目的及时交付，岳增柱带领团队精确测算，摸排国内所有供货渠道，按照
每周的预测需求精准跟踪采购计划。

冬奥会赛时车辆运行保障是冬奥会成功举办的重要环节之一。为确保
北京冬奥车辆正常运行，岳增柱制定详细保障方案，组建硬核保障团队全面
协调组织，积极承担了延庆氢燃料车辆运行区域的车辆跟踪监测、服务保障
等重要任务，先后投入服务保障人员近20人，为北京冬奥会的70MPa氢燃料
电池车辆安全运行保驾护航。经过数月的共同努力，岳增柱及其团队出色地
完成了冬奥会140台氢燃料大巴车用70MPa氢气瓶交付任务，并在冬奥会上
实现了批量化推广应用。

不仅仅是氢燃料大巴车的氢气瓶，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火炬储
供氢系统也出自于他的研发团队。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奥运会火炬储供
氢系统，并将其投放在北京鸟巢、延庆及张家口赛区，为北京两个奥运、四场
仪式的“简约、安全、精彩”作出重大保障。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火
炬是奥运史上首次使用环保氢燃料，实现了真正零碳排放，向世界传递了低
碳环保的理念，实现自主储氢系统在北京冬奥会的成功应用。

行业引领：填补空白铸就技术高地

虽然天海工业已经完成了70MPa氢气瓶的开发，但由于成本居高不下，这
对后奥运时代的氢气瓶推广非常不利。“那就继续改进！”岳增柱带领项目团队
不断开展设计迭代优化、低成本关键材料替代、生产试制及试验改进等。历时
6个月，一款成本下降了30%的70MPa氢气瓶的开发和认证终于完成，而这更
为推动北京市和国内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示范作用。

2023年，岳增柱将目光继续投向国际前沿技术领域。面对塑料内胆成
型、金属阀座连接等世界级难题，他带领团队上千次实验，成功攻克塑料内胆
材料选择与整体成型、金属阀座与塑料内胆连接以及塑料内胆带压缠绕技术
等多项关键技术难题，形成了一整套塑料内胆碳纤维全缠绕气瓶关键技术参
数及工艺指标，研制出 135升至 1080升多种规格车用压缩天然气、氢气Ⅳ型
瓶，填补国内空白，为汽车提供了轻量化供气系统解决方案。

这些产品从设计到制造的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不仅实现Ⅳ型瓶国产化的
新突破，更让天海工业成为国内首批取得Ⅳ型瓶制造许可证的企业。

2024年7月，天海工业的Ⅳ型储氢瓶匹配氢燃料电池卡车率先登上了工
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成为国内首家在氢燃料汽车上实
现批量应用的企业。

如今，天海工业已与福田、宇通等多家知名车厂，以及燕钢、荣程等运营
方达成一项项战略合作，将这些创新产品广泛应用于重卡、公交车、物流车及
环卫车等应用场景，有力推动我国高压储氢技术水平迈入新阶段，为今后的
氢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奠定基础。

薪火相传：中国技术加速走向世界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五河交汇处这片创新的沃土上，岳增柱创新工作室已
相继收获授权专利 22项，制定行业标准 7项，带领技术团队完成重点研发项
目20余项，培养技术骨干30余名。2023年获颁为“国企楷模 北京榜样 创新
楷模”，多次荣获北京市总工会“名师带徒”称号，兼任全国气瓶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检验分会、北京市氢能质量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汽
车大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每逢天海工业的“技术沙龙”举办，总能看到他与年轻工程师热烈讨论的
身影，思维碰撞激发出一个个创新火花。工作室硕果累累，2021年度获市级
（示范性）职工创新工作室，2023年度获得全国机械冶金建材行业示范性创新
工作室。《2022北京冬奥会70MPa氢燃料汽车用储氢系统研发》项目获得首都
职工自主创新成果二等奖，2022年度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科学技术一等
奖，第17届北京发明创新大赛铜奖。《塑料内胆碳纤维全缠绕气瓶设计制造关
键技术研发》项目获得全国机械冶金建材行业职工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大
容积车用压缩天然气塑料内胆全缠绕气瓶研发》获得第18届北京发明创新大
赛铜奖。《车用压缩天然气塑料内胆全缠绕气瓶（Ⅳ型瓶）》项目入选2024中关
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百项国际技术交易创新项目榜单。

坚持的精神、敬业的态度、不变的初心，岳增柱带领着技术团队，打破固
有思维、攻克数个难题，不断把每一个不可能变成可能。从业19年来，他不仅
为气体储运装备的技术创新奉献了青春，同时也倾情培养人才，锻炼出了一
批优秀的年轻技术人员，为企业长远发展储备力量，助推整个行业实现人才
队伍建设和技术传承。

从一名普通技术员到行业领军者，岳增柱用19年的坚守诠释了新时代工匠精
神。这份“北京市劳动模范”的荣誉，正在激励更多科
技工作者在实现“双碳”目标的征程上奋勇前行。

岳增柱说，在新时代他和团队将继续立足气瓶
产业，勇担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着眼未
来，探索前沿技术，加速技术迭代和产品升级，打造
氢能储运装备原创技术策源地。“氢能产业才刚刚起
步。”岳增柱说，“我们要继续突破，让中国技术走向
世界。”在他的办公桌里，一份关于新的储氢技术攻
关的方案正在酝酿，新的突破即将到来。

副刊·匠心

北京正在加快建设国际绿色经济标杆
城市，而城市副中心将成为重要承载地和示
范区。

近日，市发改委、城市副中心管委会、通
州区政府联合印发《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绿
色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城市副
中心将打造国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的重要
承载地和示范区，因地制宜推动十大绿色产
业规模化、特色化发展。

行政办公区100%绿电供应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绿树青草映衬着三
大文化设施。看得见的地方是满目的绿色，
看不见的地方则藏着源源不断的绿电。

昨天，记者探访北京城市绿心“零碳”园
区，这里的碳中和达成等级为净零排放，是
碳中和认证中的最高级别。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引入了域外绿电，
同时在建筑屋顶布置了分布式光伏，实现供
给侧 100%绿电。”国网北京通州供电公司新
型电力系统创新中心副主任张磊说。

绿色是城市副中心的底色。城市副中
心正在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目前，行
政办公区实现 100%绿电供应，新型电力系
统实验基地揭牌成立，前疃村建设成为全市
首个数字化微网“零碳”村庄；城市副中心成
为国内首个大型公共建筑全面执行绿建三

星级标准的地区，行政办公区在全国率先实
现绿色三星建材 100%比例应用；绿色交通
初具规模，高级别自动驾驶 3.0示范区建设
完成，无人驾驶小巴已在城市绿心投用，首
末站均在城市副中心的公交线路新能源车
辆配备率达到 100%；通州区 82家党政机关
全部建成节约型机关。

2027年绿色企业将超300家

近年来，城市副中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向绿向新，实现了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
良好开局。但也还存在绿色经济规模有待进
一步提升、绿色产业有待进一步集聚、绿色技
术创新转化落地有待进一步加快等挑战。为
此，方案明确布局十大绿色产业，因地制宜推
动绿色产业规模化、特色化发展。

其中，着力培育的特色绿色产业，分别
是：碳专业服务业，全力支持国家级绿色交
易所建设，加快形成碳市场生态圈；ESG专业
服务业，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ESG服务业
集聚区；绿色金融业，鼓励金融机构探索发行
生物多样性金融产品；绿色投资，支持各类绿
色产业投资机构发展；未来能源细分产业，聚
焦超导材料、真空系统、高功率电源等未来能
源产业领域细分赛道，超前布局谋划；合成生
物制造业，建设合成生物相关产业园区，带
动产业聚集形成规模效益。

巩固提升的既有绿色产业分别是：生态
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产业，积极发展碳捕集
利用与封存、新污染物治理、生态修复等相
关产业；新能源产业，加强分布式先进能源
产业研发、生产和应用等环节的项目、企业
培育和集聚，拓展氢能储、运、加产业链；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瞄准车用电子及核
心零部件，打造较完备的车用电子供应体
系；绿色建造业，吸引低碳建筑、超低能耗建
筑、近零能耗建筑等建筑业相关上下游企业
集聚。

按照计划，到 2027年，城市副中心有效
绿色技术发明专利数量年均增长 20%左右，
建成北京市国际绿色技术概念验证中心，绿
色企业数量超过 300家，建成 1个绿色产业
集聚区。展望2035年，有效绿色技术发明专
利数量年均增长 15%左右，形成 3个以上绿
色产业集聚区，绿色经济增加值稳步增长。

首个绿色技术和商务服务业
低碳园区落地

去年年底，沉寂多时的北京光学仪器厂
老厂房有了动作，启动升级为一座敞开式、
花园式的产业园区——北京绿色技术创新
服务产业园。这也将是全市首个集聚绿色
技术创新和绿色商务服务业态的低碳园区，
为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提

升经济社会发展“含绿量”贡献生动实践。
园区更新，先要留住“绿色”。在建设过

程中，新的园区最大化保留现有树木和爬
山虎。

还要引入更多“绿色”。比如，园区建筑
将全部按照绿色建筑二星、三星级标准进行
建设，最大限度保留既有建筑结构的同时，
充分利用从原有建筑拆除的材料；采用“地
源热泵+空气源热泵+电制冷系统”，实现
100%可再生能源供冷供热；配套使用光伏发
电，实现能源的绿色高效利用，预计可使年
度二氧化碳排放减少1000吨。

该园区一期将于 2026 年初建成投用。
目前，园区 13号楼正在加紧建设改造，包含
碳核算、碳数据、碳捕集等关键绿色技术的
创新企业将作为先导企业率先入驻。

这是方案所明确的近期 8项任务之首。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建设北京绿
色技术创新服务产业园，城市副中心还将聚
焦全市绿色技术需求汇集、协同攻关、转化
应用一体化发展趋势，推动成立北京市国际
绿色技术概念验证中心；全面系统支持绿色
专业服务机构高质量发展，探索碳信用国际
互认，形成绿色低碳生态圈；与市级绿色低
碳领域基金形成互补，共同支持建设绿色低
碳项目；发挥城市副中心绿色金融先导承载
地作用，逐步建成全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
融中心。

本报讯（记者 冯维静）在城市精细化管
理不断推进的当下，老旧小区新能源汽车

“充电难”问题愈发突出。通州区城市管理
委积极探索老旧小区智慧充电新模式，通过
与梨园镇政府携手，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
工作措施，成功将移动充电车服务引入大方
居小区，使“代客充电”得以落地，为新能源
车主带来了省心省力的充电新体验。截至
目前，该服务已为超 200 辆车提供了充电
服务。

此前，通州区城市管理委聚焦群众诉
求，针对老旧小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难题，对
大方居小区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调研。通过
实地走访和居民座谈等方式全面摸排发现，
大方居小区作为建成时间早、规划滞后的典

型老旧社区，周边公共充电桩数量有限，而
且个人桩安装也受到诸多限制，众多新能源
车主长期被“充电难”困扰。一位居民无奈
地表示：“以前每次充电都得开车到几公里
外的充电站，还得排队，特别麻烦。”

掌握实际情况后，区城市管理委联合梨
园镇政府迅速行动，邀请企业共同商讨解决
方案。就移动充电车的运营模式、服务流
程、安全保障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与规
划，全力确保项目能够安全、高效、有序地
落地。

运营半年来，已在该小区部署了 4 台
移动充电车，采用“停车下单、原地充电”
的创新模式。运营时间为每日 19:00至次
日7:00，契合居民下班停车后至次日上班前

的时段需求，用户通过微信小程序下单后，
运营人员会在夜间集中完成充电，车主无需
在场，平均每单充电时间约为 1小时。在收
费标准上，实行均一电价 1.6 元/度，会员价
1.28 元/度。车主张先生高兴地说：“现在
下班回家，把车停好下单就行，第二天一早
就满电了，连插枪都不用自己动手。而且
价格实惠，比去外面充电站划算多了。”他
成为了“代客充电”模式的受益者，对这一
服务赞不绝口。

目前，该服务已累计完成充电服务超
2000单，覆盖了小区超过三分之二的新能源
车主，用户粘性持续上升。该公司创始人介
绍道：“相比传统公共充电桩，我们更像‘移
动充电管家’，既节省用户时间，也减少了对

固定场地和电力设施的依赖。”移动充电车
凭借便捷、高效、经济的特点，已成为大方居
小区新能源车主的主流充电选择。居民们
普遍反馈，该充电服务不仅便捷高效，而且
价格透明、服务到位，有居民评价：“就像点
外卖一样点电，很适合我们这些没时间折腾
的上班族。收费清晰合理，运营时间也刚好
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区城市管理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在接下
来的工作中，将继续携手各街乡镇，持续
探索社区新能源服务的智能化、便民化方
向，不断优化服务模式，加强监督管理，
保障服务质量，助力智慧社区建设在通州
落地生根，为居民创造更加便捷、舒适的
生活环境。

本报讯（记者 李如意）京津冀地区
是美丽中国建设先行区的重点区域，其
中一项重点内容就是以渤海重要岸线、
重要滨海湿地和河口海湾修复为重点，
推进美丽海湾建设。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沧州、天津等地已经形成一些经验，
岸绿景美、鱼翔莺语、人水和谐的生态美
景初步显现。

在沧州南大港湿地，芦苇荡随风摇
曳，黑天鹅拨动水面，丹顶鹤在浅滩闲庭
信步，黑翅长腿鹬在芦苇间时隐时现。

南大港湿地是东亚到澳大利亚候鸟
迁飞路线上的重要停歇地、中转站以及
众多珍稀水鸟的栖息繁殖地。2024 年 7
月，包括“河北沧州南大港候鸟栖息地”
在内的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
期）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实际上，含盐量 1.5%以上的土地中，
包括芦苇等很多植物无法生存，但碱蓬
草却能顽强生长，为涉禽类候鸟开辟出
休憩之所。

为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2015年，沧
州将南大港湿地和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
列入禁止开发区域，并开始全面清理湿
地水面养殖。2023年至 2024年，当地继
续开展南大港湿地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
目，3000公顷湿地焕然一新。

随着湿地生态系统不断改善，飞抵
至此的鸟类越来越多。“2024年迁徙鸟类
数量自2022年的3.5万余只，增加到了10
万余只。”南大港湿地讲解员张娜说，截
至目前，湿地共发现鸟类 272种，其中国
家一级保护鸟类17种。

如今，“百鸟翔集”已成南大港湿地
的常态画卷，成为吸引游客的“旷野之
旅”旅游目的地。为丰富游客体验，南大
港湿地景区创新打造“蒹葭渡露营地”，
提供帐篷露营、乌篷船打卡等沉浸式野
趣项目。同时，景区将传统艺术与自然
景观巧妙结合，还特别推出花船表演、国
风舞蹈快闪秀等文化活动。

中新天津生态城（以下简称“生态
城”）海域面积198平方公里，拥有36公里
的海岸线。近年来，生态城用好“海”的
资源，深化海岸线综合治理，持续改善生
态环境。

生态城“静湖”原是一座积存了40年
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污水坑，底泥污
染，水质恶化。生态城历时3年，将215万立方米污水和385
万立方米的污染底泥实现彻底根治和资源化利用，在此基础
上又建设了18.24公顷的绿化带。

“为持续改善海岸线生态环境，生态城组建了海上环卫
专业队伍，建立了 500米净岸工作机制，利用无人机巡检实
现岸滩堆积垃圾、近岸海漂垃圾的常态化巡查清理，确保水
清滩净。”中新天津生态城生态环境局监察科科长张昕宇说。

生态城还聚焦海陆衔接重点区域开展生态修复，在完整
保留贝壳堤原始湿地的同时，建设了惠风溪、蓟运河故道等
一批独具特色的人工湿地。目前，生态城湿地保护率为
100%。在此基础上，生态城将静湖、故道河、惠风溪区域的
水系与贝壳堤公园、海堤公园等区域的水系相连接，将区域
内的生态公园、补水泵站、自然河湖有机联通，提升水生态容
量和水体自净能力。

滩涂湿地恢复为海洋生物和鸟类提供了栖息和觅食环
境。当地记录在册的鸟类从建设之初的 106种增加到现在
的215种，大杓鹬、黑嘴鸥、白鹭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在这里
栖息觅食。

鸟儿用翅膀为生态投票，人们用脚步丈量环境。观澜角
公园位于生态城东南角，地处永定新河与渤海交汇处，占地
面积约16.8万平方米，拥有1.5公里的美丽滨海岸线，也是天
津唯一拥有270度海景视角的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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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智慧充电新模式

通州区有了“移动充电机器人”

提速建设国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重要承载地和示范区——

副中心擘画十大绿色产业新蓝图
本报记者 曹政

昨日午后，副中心上空云层涌动，如海浪般起伏。大运河畔，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林木茂盛，树木层层叠叠。阳光穿透云隙，为三大文化设施镀上一层光
晕。从空中望去，云海之上是辽阔的蓝天，云海之下则是绵延的绿海。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城市图书馆三者在云海与绿海的环抱中巍然
矗立，这一文化新地标在夏日焕发了勃勃生机。 记者 常鸣/文并摄

绿绿心云海心云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