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江之门，通江达海。百舸争流，奋进争先。
过去十年来，江门深入实施交通“千亿计划”，在交通大会战的拉动下，我市交通年度投资

从2012年的33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235亿元，十年来累计完成交通投资1395亿元，有力
推动了高快速路四通八达、轨道交通笔走龙蛇、港口航道星罗棋布，助力全市稳固投、促增长。

从一座傲立珠西的枢纽站房，到一架世界之最的跨海通道，到一段融贯南北的快速路网，
再到一城全国示范的农村公路，最后到一条全省前列的万吨航道，近年来，江门按照建设“一
枢纽、两中心、三通道”的部署，持续构建“大交通”格局，加速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侨都大地上，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公铁水综合立体交通网初步成型，珠西综合交通枢纽
优势日益凸显，正加快打造珠江西岸新增长极和沿海经济带上的江海门户。

当前，世界能源格局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革命，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实现“双碳”目标已成为国际
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作为中国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能源消耗大省，广东坚持整体谋划、系统推进、分类施策，积极探
索符合广东实际、具有广东特点的碳达峰碳中和实现路径，努力探索一条“双碳”与经济社会、人民生
活统筹发展的平衡之路。这其中，日益兴起的硅能源产业便是重要落子之一。

硅能源产业是基于半导体技术和新能源需求而兴起的朝阳产业，对于加快实现“双碳”战略具有
重要意义。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硅能源产业发展，今年印发了全国省级层面首个推动硅能源产业
发展的行动计划，提出到2025年，广东将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硅能源产业集群新高地，硅能源
产业规模达到2000亿元。

如今，江门正积极探索构建“双碳实验室+双碳产业园”政产学研融通发展新模式，高标准建设硅
能源、新能源、电力装备三大产业园，成功引进了一批头部企业、优质项目和高层次科研团队。在广
东先进制造业新一轮发展中，江门主动承担广东硅能源产业发展主力军的重任，以发展硅能源产业
为抓手，答好侨都高质量发展“绿色答卷”，努力为广东乃至全国加快实现“双碳”目标作出江门贡献。

文/图 皇智尧 陈敏锐

本报地址：江门市华园中路25号 邮政编码：529000 广告许可证号：440700100003 印刷：江门日报社印务中心 印刷质量投诉电话：0750-3502691 新闻记者证查验网址：http://press.gapp.gov.cn 举报电话：0750-3500069
本报刊登的所有作品著作权归江门日报社所有，未经江门日报社书面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违者必究。作品使用事宜联系陈小姐（电话0750-3502670）

A02 要闻 2022年11月30日 星期三
新闻编辑中心主编
责编/程军锋 美编/皇鑫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我市加速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千亿强交通 珠西枢纽城

轨道交通里程达220公里
10月9日，深江铁路全线开工

建设，未来江门1小时内就可直达深
圳。作为“重磅引援”，深江铁路的
加入将让江门珠江西岸综合交通枢
纽的“江湖地位”进一步提升。

何为枢纽？路网交汇，为枢；启
承转运，为纽。

作为珠西最大的轨道交通枢纽
站房，江门站近年来陆续开通广州、
成都、昆明方向始发列车，广大市民
可在江门站乘车前往广州、武汉、成
都、济南、郑州、长沙、石家庄、昆明、
南宁等9个省会以及深圳、汕头、佛
山、韶关、郴州、桂林、贵港、百色等
20余个城市。

乘着时代东风，轨道上的“江门
号”全速前进。

我市轨道交通里程从2012年
底的 85 公里增长到 2021 年底的
220公里。2012年12月29日，广珠
铁路竣工运营，填补了珠江口西岸
货运铁路空白，更充分发挥了江门
面向港澳沿海、背靠内陆腹地的地
缘优势；2018年7月1日，江湛铁路
首发列车驶出。历经4年建设的江
湛铁路，结束了西部台开恩三市不
通铁路的历史，江门迈入高铁新时
代；2020年11月15日，历时3年建
设的珠西综合交通枢纽江门站开始
售票运行，填补了珠江西岸无大型
综合交通枢纽的空白；2021年12月
31日，南沙港铁路正式开通，对降低
我市货物出口综合物流成本，进一
步扩大我市物流通道覆盖面，全面
发挥海铁公联运优势，进一步打造
高水平、现代化、国际化的珠西国际
物流中心具有重要意义……

轨道交通优势，也一步步转化
为江门的物流优势、产业优势和竞
争优势。今年3月16日，“江门号”
中老国际货运班列首发，成为江门
连接东南亚的高效便捷新通道；4月
28日，“江门号”中欧国际货运班列
首发，成为珠西粤西地区首趟中欧
国际货运班列，进一步提升江门在
珠西粤西地区国际物流枢纽地位。

“江门号”中老国际货运班列、
中欧国际货运班列的开通运营，配
合联动后续珠三角新干线机场（货
运为主），江门在海运、铁路、陆运、
空运各环节上的优势将更加突出，

“买全球、卖全球”的国际物流基地
将加快形成。

高速公路里程达593公里
10月27日，中开高速全线难度

最大的控制性节点工程——银洲湖
特大桥中跨成功合龙，成为现阶段
最高的公路桥，为年底实现中开高
速江门段全线通车目标打下坚实基
础。未来中开高速直接对接深中通
道，串联西部台山、开平、恩平，成为
粤西地区往来港澳及珠三角东部的
快速通道，从江门出发，1小时内即
可到达深圳。

黄茅海畔，迎风而立，长达10多
公里的施工栈道，从岸边直抵大海
中央，横卧碧波之上，另一个“超级

工程”黄茅海跨海通道也正勇攀高
峰。“黄茅海跨海通道的最大控制性
工程黄茅海大桥，是未来世界最大跨
径三塔公路斜拉桥，如今大桥主墩如

‘定海神针’般深扎海中，‘成长’中的
主塔节节攀高，‘身高’超百米。”黄茅
海跨海通道T5标项目副经理高骏表
示，黄茅海大桥主塔为独柱纤腰型，
如广州经典建筑“小蛮腰”，立于大海
之上，其中主塔最高达263米，建成
后既壮观也美丽，将成为大湾区新地
标。

黄茅海跨海通道建成后，将与
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南沙大桥、
虎门大桥等共同组成大湾区跨海跨
江通道群，构筑起珠江口东岸及港
澳地区辐射珠江口西岸、粤西乃至
大西南地区的主要高速通道，将为
江门、珠海等城市乃至整个粤西地
区的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高速公路是发挥缩短江门与周
围城市时空距离、加速融入区域合
作、推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过去
十年，江门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从
2012年底的378公里增长到2021
年底的593公里。

翻开地图，中开高速直接对接深
中通道，串联西部台山、开平、恩平，
成为粤西地区往来港澳及珠三角东
部的快速通道；开春高速成为粤西地
区连通珠三角发达地区的重要交通
大动脉；佛开南高速、开阳高速先后
完成改扩建，宣告沈海高速江门境内
全线完成八车道拓宽；广中江高速大
大缩短江门主城区与珠江东岸通行
距离……我市初步形成向东融入粤
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向西连接粤西
和北部湾城市群的快速通道。

外通，通“江海”；内联，联五邑。
过去十年间，江门大道分段建

成，标志着我市城市快速路骨架网
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逐步
突破，成为贯穿东部三区一市的“城
市脊梁”，串联江门70%的经济总
量，突破了中心城区辐射带动的瓶
颈；成为“百里大道千里城”的“产城
主轴”，连通了鹤山工业城、滨江新
区、江门高新区、珠西枢纽新城、大
广海湾经济区，拉动了经济发展“主
战场”共进腾飞。

航道总里程达1118公里
11月 18日，总投资约10亿元

的开平市三埠港搬迁项目正式启动
建设，该项目是我市唯一获得国家
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的港口
项目。项目顺利动工建设，彰显我
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运用政策性
开发性金融工具、引导社会资本参
与推动项目落地、精准扩大有效投
资，以及助力稳定经济大盘等方面
取得重大成效。

开平市三埠港搬迁项目港区内
拟建设5个1000吨级内河公共泊位
（水工结构预留3000吨级），其中2
个集装箱泊位、1个多用途泊位以及
2个通用泊位码头；设计年吞吐量为
380万吨，其中集装箱17万TEU，散
杂货125万吨。建成后，将进一步优
化我市港口规划布局，增强港口对

台山、开平、恩平等江门西部区域的
辐射带动能力，助力江门加快融入
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港口群建设，
推动区域平衡发展。

作为一个沿江沿海的工业城
市，江门水运资源丰富，具有滨江
临海的双重优势。江门航道总里
程 1118 公里，内河高等级航道达
252公里，占全省高等级航道里程
近1/6，依托这些航道，江门上可通
往广西、贵州等地，下可到达珠江三
角洲地区及香港澳门，从银洲湖和
广海湾更是可直接沟通东南亚等世
界各地，形成江门辖区海轮进江、江
海联运的运输新格局。

对于因“江”而生的江门来说，
“码头”是城市生长的引擎。2021年
4月 23日上午，满载货物的“江航
982”轮缓缓靠泊在江门高新港公共
码头工程（首期），5分钟内完成入境
边防检查，标志着华南地区最大的
内河智慧码头——江门高新港正式
投入运营。

“江门高新港项目占地面积40
多万平方米、年吞吐量120万标箱，
可使全市外贸船运吞吐量增长一
倍，成为江门物流体系的核心载
体。”江门高新港务发展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李敏说。

港口雄开，商通万里。建成后的
江门高新港升级为大湾区与珠西区
域连接的枢纽、通江达海的战略要
冲。不远处，正在加快建设的崖门出
海航道二期工程也将加速“大船时
代”的来临，两者“珠联璧合”，将助力
陆域腹地优势和河海联运优势快速
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崖门出海航道二期工程建成
后，航道通航标准将进一步提高，全
航道可满足2万吨级杂货船、散货船
和集装箱船满载乘潮单向通航。江
门市航运沿西江干线上行，可通往
广西、贵州等地，沿西江和劳龙虎水
道，从银洲湖和广海湾，可直接沟通
东南亚等世界各地。至此，崖门航
道沟通内陆、面向海外的优势将进
一步放大。

江海相连，融通国际。届时，来自
北方等地的内贸煤炭、粮食，来自印
尼、巴西等地的外贸进口浆板，以及来
自新加坡等地的外贸集装箱等货物均
可通过1万至2万吨级船舶直达新会
港区，更快捷满足群众对各类能源、生
活必需品需求。此外，大型货物可通
过万吨级船舶直达新会区港口，大大
减轻陆上交通压力，为群众出行提供
更畅通、安全的交通环境。

与此同时，崖门出海航道作为
江门港（新会港）万吨级及以上码头
泊位的重要配套，是推动江门港建
成广东沿海地区性重要港口、实现
江门港功能定位的重要保证。

展望未来，崖门出海航道二期
工程还将实现江门港和珠海港的良
性竞争、错位发展，为广阔的西江流
域腹地进一步扩大开放提供保障，
从而推动区域联动发展和经济整体
水平提升，实现工业产业提质增效，
加速我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助力
广东省经济再上新台阶。

黄茅海大桥主塔节节攀高，造型如广州经典建筑“小蛮腰”。大桥将成为大湾区新地标。广东晶镁光能有限公司生产的单晶硅组件，是目前全国乃至世界商用发电效率最高的太阳能组件。

文/图 张浩洋 粤交集宣

高标准建设广东（江门）硅能源产业园等产业平台

在广东“双碳”产业中展现担当

有联动
构建具有侨都特色的
现代硅能源产业体系

在鹤山工业城广东晶镁光能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全国自动化水平最高的
单晶硅组件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其所生
产的单晶硅组件是目前全国乃至世界
商用发电效率最高的太阳能组件。今
年投产以来，该公司的产品已销往上百
个国家，并逐步形成了较有影响力的品
牌价值。

“江门产业链配套完整，我们生产所
需的部分原辅料已经实现本土化采购，
降低了采购成本和运输成本，我们计划
明年实现更大比例的本土化采购。”晶镁
光能副总经理周朝发介绍，随着江门深
入推进中欧合作和硅能源全产业链集聚
发展，将进一步推动企业逐步扩大欧洲
市场份额，并为实现国家碳达峰和碳中
和的目标提供更为优质的能源升级迭代
产品。

晶镁光能发展的底气，是近年来江
门紧抓重大发展机遇，主动进取作为，谋
划布局发展硅能源产业的一个缩影。目
前，江门在硅能源领域具备一定产业基
础，特别是在储能和光伏领域已布局较
多企业。据市工信局统计，2021年江门
市从事光伏组件及相关部件制造、光伏
发电及储能材料的企业300多家，年产
值超200亿元，主要生产的产品包括太
阳能光伏板、光伏支架、储能电池、逆变
器、变压器等，在产业链中游光伏组件逐
步形成了“光伏玻璃—电池片—胶膜—
背板”相对完整的产业链。

扎实的产业基础和主动担当，让江
门在广东硅能源产业发展布局中占据了
重要一席。在《广东省硅能源产业发展
行动计划（2022—2025年）》中，重点布
局江门等地规划建设硅能源产业基地，
其中重点支持江门等珠江西岸先进装备
制造产业带加强与深圳联动发展，打造
光伏和锂电池生产装备及零部件集聚
区。

作为近年来江门引进的最大工业投
资项目，坐落在新会智造产业园凤山湖园
区的中创新航动力电池项目，目前已进入
设备搬入阶段，计划明年一季度开始投
产，建成后将逐步促进我市构建“正负极
材料—电解液—隔膜—锂电池制造—新
能源汽车制造”的完整产业链。该项目也
是当前江门以大型产业集聚区建设为抓
手，通过构建“深圳总部+江门基地”模
式，推进与深圳联动发展的具体实践。

在硅能源产业链下游应用方面，江
门近年来也有不少实践。在台山市汶村
镇九岗村，连片的鱼塘铺满了整齐划一
的蓝色光伏板，当地通过“上面发电，下
面养殖”“一种资源，两种产业”的集约发
展模式，使新能源产业成为镇域经济新
增长点，全力打造特色“光伏小镇”。

“广州发展台山渔业光伏产业园计

划总装机容量为600MW，于2016年底
进驻汶村，分四期建设，已建成了一、二、
三期，四期项目预计下半年动工。”广州
发展新能源公司粤西分公司总经理杜庄
介绍，产业园全部投产后年发电量约为7
亿千瓦时，年产值约为3.22亿元，将成为
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渔光互补项目。

打通上下游，带动产业链协同发展，
统筹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与产业链现代
化，江门正加快构建具有侨都特色的现
代硅能源产业体系。

有优势
打造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联动相融新生态
制造业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创新

是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
今年以来，江门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以

“科技引领”工程为先，围绕产业链布局
创新链，构建“双碳实验室+双碳产业园”
政产学研融通发展新模式，推动产学研
协同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这也为
硅能源产业及以其为代表的“双碳”产业
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

江门双碳实验室成立之初，13个“双
碳”产业合作项目同步签约落户江门，涵
盖绿色低碳城市（园区）合作、“双碳”产
业创新服务平台、“双碳”技术应用和“双
碳”技术产业化等领域。

“作为13个‘双碳’合作项目之一，我
们与中南大学合作共建的‘新能源材料
及有色技术资源综合技能校企联合研究
中心’已正式成立，将为企业资源循环利
用提供技术支持。”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吴芳说。乘着江门双碳
实验室建设的东风，芳源正加快电动汽
车电池全产业链打造，建立从废电池资
源综合回收利用到高端电池材料生产的
循环经济垂直产业链。

如今，以芳源、巴德富、道氏等多家
知名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企业为依托，江
门在全省率先推进建设“双碳实验室+双
碳产业园”，致力于低碳、零碳、负碳技术
攻关，力争在清洁能源、新型电池及储能
系统、制氢装备、节能降耗增效等领域取
得突破，助推新会新能源汽车双碳产业
园、台山广海湾能源双碳产业园发展，打
开绿色低碳战略性产业发展新局面。

五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吴海民
表示，江门工业体系完备，轨道交通装
备、海洋工程装备、新能源装备、金属制
品等产业聚集发展。其中传统产业规模
较大，开展工业节能和清洁低碳生产迫
在眉睫。这些现实而迫切的产业发展需
求，为我市发展低碳产业提供了广阔的
应用场景和市场需求空间。

围绕产业链部署，江门正用“市场逻
辑”不断优化布局，打造出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联动相融的新生态。

江门正计划培育建设一批国家级、
省级技术创新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发
挥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
技术中心等各类平台作用，促进创新成

果转化，推动产业创新发展。其中，将支
持江门双碳实验室等机构建设，加强科
研成果共享，加速科研成果转化。

目前，江门双碳实验室瞄准硅能源
电力系统、新型储能技术、生态碳汇与碳
资源利用、碳捕集与封存、“双碳”政策与
系统设计等前沿研究方向，率先探索构
建“双碳实验室+双碳产业园”政产学研
融通发展新模式。

有未来
建设国内一流国际领先产业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安全是关
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
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
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面对能源供需
格局新变化、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保障
国家能源安全，必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
费革命。

硅能源对助力我国实现“双碳”目
标、保障能源安全、抢占国际产业发展制
高点意义重大。江门始终心怀“国之大
者”，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聚焦产业前
沿，服务国之所需，争当硅能源产业“领
跑者”。

当前，江门正根据产业发展长期趋
势，对标国际一流水平，高标准建设广东
（江门）硅能源产业园，建立硅能源产业
链“链长制”，促进本地产业链上下游协
同发展，并依托珠西国际物流枢纽和中
欧、中老班列，加强硅能源产品技术贸
易，积极参与硅能源产品技术国际国内

“双循环”。
广东（江门）硅能源产业园位于江门

大型产业集聚区北部片区，中欧（江门）
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区内，计划建成一个
集“科研—生产—人才培养—配套服务”
于一体的创新活力充沛、产业优势明显、
高附加值和低耗能的硅能源产业园区示
范基地，建立产、学、研、物流与应用之间
互相促进、有机结合的“五维一体”发展
规划布局，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的重要助推器。

当前，江门正立足产业现状、壮大产
业园区规模、厘清思路、绘就产业蓝图，
实施2025、2030、2035年产业发展“三
步走”战略，按照“近期打基础、中期强产
业、长期据一流”的目标思路，落实到具
体的任务、项目中去，最终建成绿色、智
能、开放、共享的国内一流、国际领先产
业园。

“双碳”的机遇大于挑战，在“双碳”
发展机遇中，江门全力推动硅能源产业
发展，这也是江门积极在广东着眼“双
碳”未来的谋划布局建设中主动担当，抢
抓发展机遇的重要体现之一。接下来，
江门还将加快推进银湖湾滨海新区开放
建设，打造国际节能环保产业集聚地，随
着江门“双碳实验室+双碳产业园”政产
学研融通发展新模式的深入推进，以及
以硅能源产业为代表的“双碳”产业的大
力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江门将
在广东“双碳”发展的舞台上增添更多光
彩，展现更大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