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海产业一路高歌猛
进，驱动着城市不断扩容成

长，而城市环境的快速升级迭代，又
为产业腾飞提供了优良的载体———
所谓高质量的发展，正是由城、产、
人、 文等多个核心元素之间良性互
动的结果，定位“全球创客新都市”
的佛山南海， 如今已经成为粤港澳

大湾区高质量创新成长的繁华样
本。

南海地处广佛超级城市核心
区，如今坐拥广州南站、佛山西站和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以及珠三角新干
线机场，区内规划 14 条地铁，其中
9 条与广州地铁直通。 区域综合实
力连续四年位居全国中小城市百强

区第二名，2017 年实现生产总值
2680 亿元，增长 8.5%，荣获“2017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称号。

作为佛山城市名片、南海城市
标杆和全球创客新都市示范区，
规划面积 18 平方公里的南海千
灯湖片区，按照“国际化金融后台
基地”和“现代产业金融中心”双

定位， 积极对接广深科技创新走
廊， 正在成为珠三角制造业与全
球资本、技术、人才、项目合作的
重要对接平台。

———可以说，以产引城，以城促
产，迎着“工业互联”之风起舞的南
海， 如今已经成为全球创客的都市
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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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融合南海潮 ，奋力掘进云时代 ！
进入 2018 年 11 月 ，接连三场国家级盛会 ，意味着一个

以 “工业互联 ”为核心关键词的跨界融合时代 ，正在走进佛
山南海 ：从第二届 “氢能周 ”系列活动 ，到 2018 中国安全产
业大会 ， 再到广东工业智造大数据创新大赛暨佛山南海工
业互联网工作推进会……

在务实而喧闹的盛会背后， 我们隐约看到， 一场由传统
制造业与云端新技术跨界融合的狂欢 PARTY，已经在粤港澳
大湾区的核心区佛山南海上演！ 这只在改革开放早期被国人
称之为草根崛起的“改革小虎”（当年广东“四小虎 ”之一 ），如
今在西樵山下、 千灯湖畔的全球创客新都市里， 正祭起一面
以“工业互联”为核心关键词的高质量跨界融合大旗。

文 / 图 杨桂荣 何一文

昔日“改革小虎”上演草根崛起，今朝“工业互联”繁华创客都市

佛山南海：跨界融合助推高质量发展
“乳虎啸谷 ， 百兽震

惶”。 早在成为全国知名的
“广东四小虎”之前，南海就已经崭
露头角并折取了中国改革开放的
“春风第一枝”———1980 年 1 月 10
日，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日子。 这一
日，100 万响鞭炮和烟花响彻南海县
南沙夜空……这一天，时任南海县委
书记的梁广大带领干部， 带着贺信
和鞭炮，专程来到南沙大队贺富。

在备受争议的目光之下， 南海这
种全国首创的“敲锣打鼓贺富”行为，
却意外地得到了最高官媒的认可———
1981 年 8 月 26 日，《人民日报》 头版
头条报道了南海农村经济的发展，并
配发社论《像南海那样把农村搞活变
富》。 一时间，“像南海那样”成为了改

革开放初期全国人民的向往！
这次来自最高官媒的“正名”，

让当时的南海县委县政府深刻认识
到：改革开放，首先要突破的是思想
束缚！接下来，南海连续三年的贺富
之举， 在广东乃至全国都引起了轰
动， 也带动了全县人民创富致富的
热情。 到了 1984 年年底，南海工农
业总产值比 1978 年翻一番，县财政
收入首次突破 1 亿元， 人均国民收
入首次突破千元———南海成为全国
名副其实的“首富县”！

随后，南海又大胆提出了“三大
产业齐发展，六个层次一起转”的战
略，让县属、公社、村办、队办、联合体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能够“六个轮子一
起转”， 这在全国首开将个体经济与

其他所有制经济同等对待的先河。 随
之而来的是南海乡镇企业与非公有
制企业异军突起，并逐步形成了特色
鲜明的产业集群，如盐步内衣、西樵
纺织、南庄陶瓷、大沥铝材、平洲制鞋
等。 尔后，依托这些产业集群，南海又
涌现出一批带有国字号品牌的“中国
铝材第一镇”、“中国内衣名镇”、“中
国纺织面料名镇”等专业镇……

1987 年，新华社记者在长篇综
述报道《广东跃起四小虎》中，首次
参照国际上“亚洲四小龙”的提法，
把成长迅猛的南海和顺德、中山、东
莞并称为“广东四小虎”———从此，
南海这只“改革小虎”声名大振。

四十年一回首， 唯有改革创新
才是“南海模式”最值得传承的宝贵

品质！ 2018 年 7 月 24 日，在南海全
区全面深化改革暨乡村振兴工作会
议上，佛山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
黄志豪非常精当地概括了“南海模
式”的核心与精神：改革开放 40 年
来， 南海从传统的桑基鱼塘发展成
为全球制造业重要基地， 综合实力
连续四年位居全国中小城市百强区
第二名， 关键就在于历届南海区委
区政府高举改革旗帜， 团结带领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 秉承南海人的改
革基因， 探索出了一条以问题倒逼
改革、 以改革推动发展的路子……
形成了“乡镇为主战场、 活力在基
层”的区域发展模式，从而创造了举
世瞩目的“广东四小虎” 的发展传
奇！

A “小虎”传奇：力证改革创新南海宝贵品质

四十年白驹过隙，沧海
横流一瞬间———

今天的南海以全球最强劲的粤
港澳大湾区为背景，以门类齐全、实
力雄厚的佛山工业体系为依托，春
风沃土，蓄势待发，一场“工业互联”
的革命即将在这里迸发。

一方面， 作为佛山的制造业大
区， 南海已经拥有 10 个年产值超
200 亿的产业，拥有 22 万户市场主
体，形成了“制造业为主、民营企业
为主、中小企业为主”的鲜明产业特
色，构建了以有色金属、汽车整车及
零部件、智能家电、平板显示、半导
体照明和家具制造为主导的门类齐

全的现代产业体系。
另一方面，近年来，作为全国最重

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佛山“互联网 +
制造” 的探索和成效已经引发全球产
经业界的高度关注， 同时本土则涌现
出一大批传统产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
的企业代表。而南海，正是佛山制造业
拥抱互联网的一支最重要的支撑性力
量———全国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二级
（行业）节点平台在这里启用，助力传
统制造业企业迈向云端智能； 阿里云
创新中心（佛山）也落户南海，重点聚
焦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制造等领域的
企业孵化。 在南海的企业车间，唯尚、
蒙娜丽莎等一批样本企业正掀起工业

互联网创新应用的热潮……
回望来路，“云上” 南海智造升

级的脚印清晰而坚定：
上世纪 90 年代，南海在全国县

级市中率先制定了“以信息化推动
工业现代化” 的发展战略；2000 年，
南海承接了“中国信息港论坛暨南
海信息化经验交流会”；2014 年，南
海成立全国首个县区级数据统筹
局，同年成立省级大数据产业园……

进入 2017 年，南海提速，先是
召开大数据及工业互联网应用工作
推进会， 与阿里云等共建广东首个
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示范区； 同年
10 月，在第三届“互联网 +”博览会

开幕式上，与华为签署《智慧城市及
云计算产业战略合作协议》； 同年
11 月，阿里云创新中心（佛山）落户
南海。 进入 2018 年后，9 月，广东工
业智造大数据创新大赛在南海正式
启动；10 月， 全国首个工业互联网
标识二级（行业）节点平台在南海正
式上线启用；9 月 -11 月，组织推动
超过 60 家南海品牌企业走进阿里
巴巴、 华为、 京东等互联网创新巨
头；11 月 20 日，举办广东工业智造
大数据创新大赛暨佛山市南海工业
互联网工作推进会……

一场由智慧与机器“共燃”的联
欢正在南海风生水起。

B “工业互联”：开辟跨界融合云端竞技时代

C “全球创客新都市”：构建湾区核心繁华样本

““工工业业互互联联””繁繁华华南南海海““全全球球创创客客新新都都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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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
的出现， 佛山供电局主动承担电力无
人机行业应用创新引领责任， 积极探
索电力无人机技术， 不断深化智能技
术在电力领域应用。

据了解，今年 4 月，佛山供电局无
人机团队———“佛电空军” 国内首创运
用“车载 + 机载 + 基站”激光雷达“空
地一体” 激光建模模式对输电设备建
模，建模精度达厘米级。 9 月，在广东电
网机巡作业中心的技术支持下， 团队
克服变电站设备多、危险系数高、作业
工况复杂等困难， 完成 220 千伏变电
站的无人机自动驾驶智能巡检， 构建
起变电站立体化的机巡作业模式。 至
此，“佛电空军”在全国率先实现输电、
变电、 配电三大专业领域无人机自动
驾驶的全覆盖， 其中输配电线路覆盖
500 千伏、220 千伏、110 千伏和 10 千
伏四种电压等级。

同时，通过反复现场测试，团队已
掌握多旋翼激光雷达无人机高精度建
模和航线智能规划技术，形成标准化、
可重复的自主巡检作业流程， 在作业
环境允许的条件下，极具推广价值。

据骨干成员张纪宾介绍，目前“佛
山空军”掌握包括输电线路激光建模、
无人机精细化巡检技术等多项成熟技
术。“我们目前正在试点的，有 12 项；
正在研究的，又有 8 项。 ”

目前， 佛山供电局正逐步向输、配
电线路巡视少人化， 无人机配合机器
人实现变电站巡视无人化转变， 深化
智研智造， 打造科研成果快速孵化的
智研基地、 高端智能先进装备的智造
基地、 电网智能技术综合应用的智用
基地，努力建设成为“装备智能化、运
行智慧化、指挥一体化”的智能技术综
合应用示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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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年， 发电机
的轰鸣声在佛山响起，
佛山开启有电时代。 而
对佛山供电而言，真正
的跨越式发展从改革
开放开始。 1978 年以
来，佛山供电实现了一
次又一次的历史性跨
越：全国率先实现敞开
用电、率先完成农电管
理体制改革、率先实现
同网同价……40 年风
雨兼程，供电为佛山的
经济腾飞创造了多个
创新的“样本”。

改革开放 40 年，
佛山 GDP 从 1979 年
的 14.10 亿元迅速增
长 至 2017 年 的
9549.60 亿元。佛山电
网年供电量也由 1980
年的不足 20 亿千瓦
时， 增加到 2017 年的
超 620 亿千瓦时。 可
靠的电力为这座制造
业城市崛起成为中国
改革开放先锋注入强
劲动力。

1985 年，佛山建成全国中等城
市的首个地方发电厂， 即佛山电
厂，从这以后，敢饮“头啖汤”的佛
山供电人励精图治、 艰苦创业，创
下多个全省、乃至全国第一。

40 年间，几许风雨，几许拼搏，
在佛山 38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 纵横四方的电网越铺越密。 据
老一辈的佛山供电人介绍， 回眸改
革开放初期， 当佛山乡镇企业大批
兴起时，佛山地区唯一一座 220 千
伏变电站代表当时最大供电能力。
佛电人憋着一股干劲， 开创性提出
“三个一点”（即用户出一点 、 地方
出一点、 供电部门出一点） 的筹资
模式，掀起大规模电力建设热潮。

1987 年，佛山供电局在全国率
先引进国外变电站设备；1993 年，
全省首批 500 千伏大型敞开式变
电站———罗洞变电站在佛山建成投
产；2004 年 3 月 28 日，佛山第二座

500 千伏变电站———西江变电站建
成投产， 也是全省首座夺得“鲁班
奖”的变电站；2014 年，佛山供电可
靠性排名全国第一；2017 年， 佛山
年售电量突破 600 亿千瓦时， 成为
全国第 13 个供电量突破 600 亿千
瓦时的城市……一代代电力人兢兢
业业、无怨无悔地奉献着，使改革之
初薄弱、 落后的佛山电网发展为先
进、可靠的现代化大电网。

从国家能源局发布的 2018 年
上半年全国主要城市用户供电可
靠性指标中得知，佛山市全口径平
均供电可靠率 99.988%，用户平均
停电时间为 0.54 小时 / 户，在全国
52 个主要城市中排名第一。 至此，
佛山供电可靠性管理连续 7 年进
入全国前十；连续 8 年获佛山市政
府公共服务满意度第一位。 佛山电
力的发展史深深地镌刻着“责任”
的烙印。

如果用“腾飞”来形容佛山
供电在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跨越
式发展，那么正是创新，让佛山
供电实现了从技术跟随到技术
引领的转变。

技术创新并不是一件易事。
1993 年， 西电东送广东省门户
枢纽变电站 500 千伏罗洞站投
产。“建罗洞变电站时，国内没有
任何同规模的经验可以借鉴，主
要的设备基本靠进口。 ”据罗洞
变电站建设参与者程志海回忆，
当时的设备来自法、意、瑞、日、

韩、比利时等多个国家，不仅安
装、 调试工作没有先例可循，而
且其冗长专业的外文说明书也
极少有人能看懂。

为啃下“硬骨头”，程志海和
同事们吃住在工地临时搭建的
窝棚中，一周只回家一次，把全

部的精力放在技术学习上，借助
专业书籍和词典翻译说明书，实
在看不懂的地方，就乘车颠簸 3
个多小时登门请局里的专家解
读。 同时，程志海和同事们充分
利用设备图纸这门国际通用的
“语言”， 对着图纸一点点消化
“说明书”，研讨解决每一处细小
问题。

凭借着超强的毅力和学习
能力， 罗洞变电站提前 20 天完

工投产。罗洞变电站建设过程中
的经验甚至还被编制为 500 千
伏变电站建设标准和规章，成为
后续变电站建设的参照。

近年来，罗洞变电站不断根
据形势需要进行综合自动化改
造，原本的纯进口设备不断更新
为国产设备。罗洞变电站站长郭
修杰介绍，罗洞变电站已经引入
了智能巡检机器人等先进设备，
设备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得到极
大提高。

2017 年 12 月 12 日， 按照

3C 智能变电站设计的 220 千伏
松厦变电站顺利投入运行。通过
变电站内信息高度集中与共享，
该站实现了程序化控制、智能告
警及故障分析决策、 智能开票、
设备状态在线监测等自动化系
统高级功能。

据了解，佛山供电局计划以
松厦站为试点， 以程序化操作、
智能巡检机器人、 智能视觉分
析、设备状态在线监测、电子围
栏、 环境监测等技术为建设主
体，以三维建模电子变电站作为
智能变电站功能展示和智能化
运维的“门户”，搭建生产指挥中
心变电智能驾驶舱应用模块，逐
步实现设备巡视无人化、操作无
人化、安防智能化。

敢饮“头啖汤”的佛山供电
助力制造业大市的经济腾飞
峥嵘岁月 敢饮“头啖汤” 践行责任使命

不懈追求 从技术跟随到技术引领

创新时代
布局人工智能

开启“无人”运维模式

佛山供电局无人机团队———“佛电空军”对线行通道和杆塔设备等进行数据采集和厘米级建模

佛山供电输电线路激光雷达建模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