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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湘潭市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老
工业基地，过去因为重工业集中、高能耗产业密
集，曾给人留下灰蒙蒙的印象。记者近期走访
发现，湘潭市用浅层地热、工业余热等绿色能源
作为空调用能，用“积木楼宇”等绿色建筑打造
高层住宅，助力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

12月上旬，寒潮挟着冷雨来袭，湘潭市户
外十分湿冷。但走进总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
的湘潭市“一站式”政务服务中心“市民之家”，
里面温度适宜，来办事的市民觉得很舒适。

“我们的水源热泵中央空调系统用附近湖
湘公园的湖水作为冷热源，冬季从湖水中‘提’
出热能，夏季将热能从室内抽出来‘排’进湖
水，能很好满足‘市民之家’的空调用能需求。”

“市民之家”空调项目负责人林宣军说，这套水
源热泵中央空调系统相比传统中央空调，每年

节约标准煤15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930
吨，同步水处理还改善了公园湖泊水环境。

在石油、天然气等传统石化能源矿藏匮乏
的湘潭，湘江和城市湖泊浅层地热资源、电厂
废弃余热、太阳能和光伏等新能源正被日益广
泛运用。湘潭市住建局节能科技科科长黄文
桂介绍，随着一批企业新项目的推进，湘潭市
正在节能减排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

用活、用好绿色能源的同时，湘潭市的绿
色建筑也越来越多。黄文桂说，湘潭市目前有
808.3万平方米新楼宇通过工厂流水线装配式
生产、工地上“搭积木”式建造。在湘潭市高新
区“建工·司南”项目工地，湖南省第三工程有
限公司总工程师孙志勇介绍，“工厂造、现场
装”的这个项目不仅质量安全可靠，还能提高
生产效率、节约建筑能耗和物料、减轻扬尘和
噪音等污染。

在湘潭经开区“悦城国际”小区，记者看到
“庭前花木满，院外小径芳”的景象取代了“钢
筋水泥丛林”。这个高层建筑住宅小区每栋楼
宇都配套“空中花园”，楼内很多住宅有前庭后
院，花园植被绿化率近六成。业主住在其中不
仅能种菜、养花、逗鸟、养鱼，还能与邻居在花
园中聊天、喝茶，培养和谐、亲密的邻里关系。

湘潭市住建局局长潘永其介绍，湘潭市将
绿色建筑发展指标列为土地出让的必要条件，
提出市中心城区装配式建筑占比不少于50%、
市县不少于35%。对于老旧小区，湘潭市大力
推动节能改造，两年多来已改造老旧小区450
个，涉及房屋2910栋。

“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是大势所
趋，湘潭将抓住国家低碳城市试点这个重要契
机，争取在‘双碳城市’‘宜居城市’建设方面有
更大作为。”潘永其说。 来源：新华社

2022 中国计算机大会正在
以线上的方式进行，近万名参会
人员相聚云端研讨数字科技发展
新趋势。其中，“东数西算”成为
热议焦点。与会人士就“东数西
算”怎么建、如何算分享洞见，畅
想算力时代的未来演进。

算力有望成为高质量发展新
引擎

在数字经济时代，算力是数
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今年 2
月，我国正式启动“东数西算”工
程，规划建设 8 个算力网络国家
枢纽节点以及 10 个国家数据中
心集群，从而让西部的算力资源
更充分地支撑东部数据的运算。

西部（重庆）科学城先进数据
中心主任张自力认为，从战略意
义上来讲，“东数西算”通过推动
数据中心合理布局、优化供需、绿
色集约和互联互通，将提升国家
整体算力水平、促进绿色发展、推
动区域协调发展、扩大有效投资。

算力正在改变科学创新模
式，近些年来密集的科学发现背
后离不开算力支撑。

“建设‘中国天眼’FAST算力
网络，必将助国之重器产出更多
的重大科学发现。”FAST早期科
学数据中心主任谢晓尧介绍，“东
数西算”贵州枢纽节点的建设是
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的关键
之一，目前当地在贵安新区引进
华为、腾讯等企业落户，已规划建
设了14个超大型数据中心，预计
总投资超过 400 亿元，可承载服
务器超过400万台。

“算力正在改变经济增长模
式。”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实验
室主任、北京大学教授高文在发
言时表示，“东数西算”明确把数
据中心和算力中心作为基建投资
对象进行布局，而以往只有能源、
电力等核心产业才受到如此重
视。研究表明，GDP和数字经济
的走势呈现正相关，算力越高，经
济拉动作用越显著。

织就全国算力一张网面临挑战

与会专家认为，当前“东数西
算”尚处于起步阶段，破解算力网
建设中面临的技术瓶颈和运营短
板，还需要在“数”和“算”上做大
量原始创新，对计算机领域的从
业者而言是不小的挑战。

“哪些数据适合在东部计算、
哪些适合在西部？一般来说，对
实时性要求高的在东部计算，对
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可以放到西
部。”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
教授郑纬民说，算力网就是把很
多机器连在一起做事，但这件事
做起来很费劲，主要面临两大困
难——并网和调度。未来一是把
8个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通过
高带宽、低延时的光纤网络进行

联网；二是通过网络对所有数据
和任务进行统一调度。

“算力资源目前以云计算这
种局部集中式的算力供给模式为
主，各种‘云’之间在技术体系、计
费模式上是独立的，不能联云成
网。”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
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孙凝晖
认为，“东数西算”应当助力我国
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化进程，把企
业投资的大中小型算力站、地方
政府分散投资的算力资源按照统
一的标准互联互通。

在他看来，云计算只有两种
角色，即算力消费者和算力供给
者，而算力网拥有更多细分的角
色，如算力提供商、算力运营商、
算力增值服务商等，应将算力的
各个环节进行解耦，以此构建一
个真正的算力网生态。在这个生
态下，需要关注算力网为用户带
来的多种收益。

未来算力将像电力一样“触
手可及”

算力，如同农业时代的水利、
工业时代的电力，将成为未来国
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展望中国算力网的愿景时，
多位演讲嘉宾打了一个形象的比
方，也许若干年后，算力也会像今
天的电力一样，用户可以随用随
取而不必关心它的产生与位置。

专家普遍认为，未来我国算
力优势不在于算力体量，而在于
更高的计算效率、广泛的新兴技
术应用以及健全的基础设施支
撑，“要像建设电网一样建设国家
算力网，像运营互联网一样运营
算力网，让用户像用电一样方便
地使用算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教授钱德沛说，我国算
力呈现出需求不断上升、计算机
体系结构异构化、算力中心多样
化的新趋势，“东数西算”作为一
项战略工程和系统工程，要盘活
存量、合理规划增量，要重建设还
要重长期有效运行，需要在国家
层面上总体规划，多渠道协同支
持、长期努力实现算力基础设施
的可持续发展。

“‘东数西算’不是简单把计
算挪到西部，而是依托这些基础
设施创新更多应用场景，带动技
术突破。”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防
科技大学教授王怀民表示，我国
正在推进算力资源部署，这些投
入要能够在我国数字经济中发
挥效用，就必须有相应的技术突
破和创新。要在应用场景牵引
下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通
过应用场景的创新牵引技术组
合的创新，实现更广泛的技术突
破。

来源：新华社

“东数西算”绿色集约
——来自2022中国计算机大会的观察

新华社记者 向定杰

湖南湘潭实现绿色转型

“绿能、绿建、绿楼”构筑“双碳城市”

这是为湖南省湘潭市“市民之家”提供空调的水源热泵中央空调系统。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这是在湖南省湘潭市拍摄的一处带有
“空中花园”的高层住宅一角。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