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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周刊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志远
记者 许亚杰

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核

心区内，芦苇摇曳起伏，有三两只红嘴鸥

歪着脖子，不停地梳理着羽毛；另一只红

嘴鸥缩起一只脚，把头埋在翅膀里，试图

找到最舒服的姿势睡去；还有一只银鸥

反复拾起水中植物的茎，似乎正在做

“水质检测”……

“当周围没有天敌时，像保护区里这

些鸥一样惬意放松的生物会越来越多。”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王放看着观测器中各种鸟类自由驻

足，眼神和言语里透露着藏不住的幸福

和喜悦。

众所周知，生物多样性是维系地球

健康、人类福祉和经济繁荣的基础，是

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但由于

气候异常和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

响，如今野生动物的生存境况遭遇了严

峻挑战。

联合国发布的 《全球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报告》 显示，全球物

种灭绝的速度，比过去 1000 万年的平均

速度快数十至数百倍。随着人类活动地

域的不断扩大，大量生物物种相继灭

绝，生物链的断裂给人类经济社会供应

链带来巨大风险，直接影响人类自身的

生存安全。

在王放看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就

像气候变化一样，已经变成一个全球议

题，不仅需要国际、国别间的合作，企

业行动也非常重要。企业参与生物多样

性保护不仅能增加自然效益，也是提升

企业自身运营水平的重要过程。

针对这一问题，各大企业尤其是车

企们纷纷行动了起来。前不久，在 2023
“BMW 美丽家园行动”助力生物多样性

主 流 化 研 讨 会 上 ， 宝 马 中 国 披 露 了

“BMW 美丽家园行动”2023 年捐资支持

辽河口、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的最新成果进展，引来了很多人的关注。

保护和发展需“两者并重”

“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渤海

辽东湾顶端，辽河入海口处，集中连片

的芦苇沼泽湿地为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

物提供了适宜的栖息环境，是中国重要

的湿地生态系统。”王放介绍，这里栖息

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4 种，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 54种。

同时，该保护区处于东亚-澳大利

亚迁飞路线上，是丹顶鹤南北迁徙的重

要停歇地，也是全球最大黑嘴鸥种群的

繁殖地，具有极高的生态保护价值。

在宝马集团看来，生物多样性是可

持续发展的基础、手段与目标。早在

1973 年，宝马集团就率先在汽车行业设

立“首席环境官”职位。2021 年，宝马

集团董事长齐普策也提出“宝马集团将

环境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的概念。

宝马集团大中华区企业事务副总裁

孙玮表示：“宝马集团在中国密切关注并

深刻理解社会紧迫性议题，将企业社会

责任聚焦‘文化保护’‘环境保护’等中

国社会战略议题，以创新思维及行动，

广泛带动利益相关方参与，通过‘BMW
中国文化之旅’‘BMW 美丽家园行动’

等项目，持续贡献于中国社会。”

据了解， 2021 年起，宝马中国发起

企业社会责任项目“BMW 美丽家园行

动”，旨在助力国家公园建设及推动生物

多样性保护公众教育。2022 年，“BMW
美丽家园行动”开始对辽宁辽河口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实施一揽子资助计划，助

力 建 设 和 守 护 湿 地 类 型 的 国 家 公 园 。

2023 年，“BMW 美丽家园行动”已经陆

续实现一些社会成果——

一是对 2022 年向辽河口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捐建的“美丽家园-鹤乡”观鸟

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安装数字监控与

观测设备，帮助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实现对周边核心区鸟类和生态环境进

行 24小时动态监测；

二是捐建的“黑嘴鸥全球最大繁殖

地”地标雕塑在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南小河”保护站顺利落成。据悉，

该雕塑融合了黑嘴鸥、巢穴、红海滩、

辽河水流等元素，表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生态文明理念，对建设未来辽河口国

家公园形象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三是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方面，宝马中国提供的 3 辆纯电动宝马

iX3，已作为巡护车交付给保护区，用于

开展日常巡护等相关工作。

经过宝马中国近年来 的 努 力 和 深

耕，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得

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和保护。

记者在观鸟屋以及鹤类繁育保护站

看到，十几只 140-150 日龄的幼年丹顶

鹤聚在一个笼舍中，它们的头和脖子呈

淡褐色，尽管头顶并未显现那一抹标志

性的红色，但其身姿和体态已颇具“仙

鹤”的模样。

辽河口国家级自然资源保护区鹤类

繁育保护站工作人员赵仕伟告诉记者，

丹顶鹤主要分布于中国东北，蒙古国东

部，俄罗斯乌苏里江东岸，朝鲜，韩国

和日本北海道。因为一年只能产下 2 次

卵，而且遵循一夫一妻的习惯，野生丹

顶鹤的种群数量一直都很稀少。

因此，从早些年的鸟类救助到 1996
年开始做鹤类的繁育工作，再到 2016 年

开始加大丹顶鹤的保护力度，赵仕伟和

同事们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不用笼

舍养鹤，并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保护周边

环境以及保护更多野生动物当中去。

“目前，在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先后超过有 200 只鹤离开这些笼舍飞到

周围的芦苇荡中。甚至我们已经观察

到，大量的鹤从这飞走之后它们会求

偶，组建新的家庭，小鹤也会跟随父母

一起成长。”赵仕伟说。

值得一提的是，辽河口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也以生态观鸟屋为中心，进一步

加强对附近湿地的修复，打造一片更加

适宜当地野生动植物生存栖息的自然生

境，也为候鸟迁徙打造良好的经停地，

同时提升当地生态文化价值，成为辽河

口一张独特的“生态名片”。

全价值链推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宝马集团一直坚持 360 度、全面的

可持续发展观。宝马的可持续发展绝不

仅仅是生产和销售电动车，也不限于绿

色减碳，而更关注人、社会与环境的和

谐发展。”孙玮告诉记者，“宝马集团在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要兼顾商业成功与

社会环境可持续的特性，同时对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会贯穿全价值链。”

为此，宝马集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

iFACTORY 生产战略，从“精益、绿

色、数字化”三个方面，勾勒了未来汽

车生产的蓝图，定义了宝马工厂的未来

方向。其中，华晨宝马在沈阳工厂选

址、建设和运营的整个过程中，都在积

极地减少生产活动对当地植被、土壤和

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

记者了解到，在沈阳生产基地新项

目的规划和实施之初，宝马集团就坚持

采用海绵植物、土壤保护等基于自然的

解决方案。目前，这些措施有力保护了

生物多样性、防治土地退化、并促进了

周边生态福祉的提升，生态效果已经初

步显现。

在华晨宝马沈阳铁西区的里达厂区

内，近 150 万平方米的绿化面积，为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牛背鹭提供了丰富的食

物来源，牛背鹭的种群数已经从 2022 年

初的几十只逐步增多到现在的近两百只。

在孙玮看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作

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

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只有协

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利用，才能推动人类迈向高质量发展的

新台阶。

因此，宝马集团还通过创新科技不

断“变废为宝”。据孙玮介绍，宝马 iX
系列车内所有的“皮革”，都是由修剪下

来的橄榄树叶子中汲取的“橄榄叶提取

物”鞣制处理而成，地毯和地垫则采用

100%再生尼龙材料，这些材料中部分来

自海底废弃的渔网和塑料制品，其中控

台面板也源自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木材。

值得注意的是，宝马集团认为“带

动利益相关者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是

推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重要途径之

一。自 2022 年以来，“BMW 美丽家园行

动”通过捐赠生物多样性教材、直播、

生物多样性宣传片等形式，影响公众多

达 1300万人次。

同时，宝马中国带动经销商共举办

了 106 场生物多样性主题公益活动。宝

马中国还组织员工志愿者积极加入辽河

口志愿者净滩活动，截至目前，已经有

近百名员工志愿者在辽河口实施 2 次净

滩志愿服务行动。

“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

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

发展而缘木求鱼。”正如孙玮所言，优质

的生态环境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保

护生态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和

后劲，宝马集团将坚持通过多种创新性

的方式和手段，继续为保护生物多样性

贡献属于自己的力量。

助力国家公园建设 宝马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新方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真齐

“我们从常熟过来，刚下火车就可以

提前办理值机和托运行李，这下不用拖

着大箱子去上海浦东机场，感到一身轻

松。”1 月 26 日，春运的第一天，在虹桥

火车站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东航”） 柜台办完手续的陈女

士一家对记者说，她们打算把省下来的

时间用在打卡黄河路“繁花”路线上，

晚上再去机场直接登机。

当天，“东航空铁联运换乘服务中

心”亮相上海虹桥站到达层南北 2 号出

站口，“下高铁就能办理值机和托运行

李”的新模式，为空铁联运旅客搭乘

东航、上航航班由浦东机场及上海虹桥

机场 T2出港，提供了更为便捷和简单的

服务。

记者了解到，“东航空铁联运换乘服

务中心”由中国东航联合国铁集团上海

局、上海市交通委、上海机场等单位共

同设立。这一服务的上线，为长三角地

区各大城市至上海虹桥枢纽的“国内铁

路段”与上海始发“国内、国际航空

段”双向衔接的空铁联程运输，注入新

的发展动能。

据介绍，东航空铁联运换乘服务中

心于 1 月 22 日开始试运行，各项保障衔

接环节顺畅。按照流程安排，上海虹桥

站到达的东航旅客，可以在下火车后的

第一时间，办理后段自上海虹桥机场 T2
和上海浦东机场始发的东航、上航航班

值机与行李托运手续。

该中心开放时间为每天 7:30至 22:30，
办理相关业务截止时间为虹桥机场 T2航
站楼始发航班起飞前 1.5小时、浦东机场

始发航班起飞前 3.5小时。东航宣传部负

责人提醒，现阶段，无成人陪伴儿童、

轮椅旅客、听视觉障碍旅客等特殊旅客

的乘机手续，以及小动物、服务犬、占

座行李、运动器械、乐器等特殊行李的

托运手续，仍需前往始发机场东航值机

柜台办理。

近年来，东航持续发力构建长三角

空地一体出行网络，将自身航线网络优

势与高速铁路网相结合，充分发掘空铁

两种出行方式的各自优势，积极打造航

空运输“超级承运人”，更好满足人民美

好生活的航空出行需求。东航与各方联

手，积极开展便利旅客空铁联运的创新

探索，不断将服务内容迭代更新、优化

完善。

“早在十多年前，集民航高铁等交通

方式于一楼、亚洲最大的上海虹桥综合

交通枢纽启用之初，东航就开展了 1.0版
的空铁联运早期探索，依托空间上的空

铁同处枢纽，尝试为购买东航航班的部

分旅客赠送虹桥站火车票，提供联运服

务。”该负责人回忆说。

2020 年，东航围绕空铁联运的探索

迈入 2.0 时代。当年 8 月，中国东方航空

集团有限公司携手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宣布，全国首家实现东方航空

App 和 铁 路 12306App 全 面 实 现 系 统 对

接，“空铁联运”产品上线。

随着这一产品的发布，旅客可通过

任一方的 App，一站式购买东航、上航

航班与高铁车次组合的联运客票，“一个

订单、一次支付”开创了中国民航和高

铁销售平台全国首度互联互通，铁路车

次、航班信息首度数据共享，“飞机+高

铁”的组合出行愈发便捷。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是中国民航客

运量最大的航空枢纽，浦东国际机场是

全国最大的空港口岸，长三角乃至全国

各地的旅客，尤其是国际/地区航班旅

客，大量通过空铁联运在沪出行，其中

为数最多的就是东航旅客。因此，“东航

空铁联运换乘服务中心”的价值，不言

而喻。

独立分析师徐宏指出，在空间衔

接、票务与旅客信息衔接的基础上，此

次进一步打通出行服务链、东航值机托

运服务直接入驻上海虹桥站，则让东航

联手各方的“空铁联运”正式迈入 3.0时
代。“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无缝衔接、

高效中转”的空铁快线服务新模式已然

逐步成为现实。

事实上，“东航空铁联运换乘服务中

心”在沪启用，只是东航探索便捷出

行，积极搭建地空交通网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东航还不断着手推出更多相关

产品，并计划推动空地联运在更多城市

的进一步升级扩容。

在 2023 年 9 月举办的 2023 北外滩国

际航空论坛上，东航又作为承办方之

一，围绕打造“航空运输超级承运人”

目标，进一步发布“长三角经济圈空地

一体出行网络建设”等成果。

记者获悉，作为与“东航空铁联运

换乘服务中心”相配套的产品，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凡在航班当天前往“东航

空铁联运换乘服务中心”办理值机、行

李托运的每位旅客 （不含婴儿），均可获

赠东航提供的空中 Wi-Fi 体验券和休息

室折扣优惠券 （以实际产品时间及规则

为准）。

放眼全国各地，东航已经布局了与

高铁网络紧密结合的 33 条空中快线网

络，搭建起了一个通达全国各重要城市

的立体交通网。截至目前，东航空铁联

运产品可通过 46个枢纽城市、在 49个机

场 进 行 中 转 ， 进 而 连 通 710 个 火 车 站

点，实现民航航段与 1240 个火车段的双

向联运。

“在长三角地区，空铁联运产品已落

地上海、南京、杭州、宁波、温州、合

肥、台州 7 个城市。东航利用‘空中快

线+高铁网络+国际 （地区） 航线’实现

的联运通达，不仅方便了境内旅客出

境，也为入境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

行体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上述负

责人补充道。

按照规划，在此次率先于虹桥站推

出值机和托运服务的基础上，未来，东

航的值机柜台还计划延伸到长三角多地

的铁路、巴士站点，推出更多样、更新

颖的旅客服务产品。在丰富旅客出行选

择、提升旅客出行体验的同时，吸引国

际旅客从上海入境，持续强化上海枢纽

优势，服务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服

务和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动企业

向着“航空运输超级承运人”的目标不

断迈进。

便捷旅客换乘 东航“空铁联运”迈入3.0时代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真齐

“自从这班车次开通后，我们去无锡

市区变得方便多了。”家住江苏省江阴市

的刘心怡目前从事服装贸易工作，每个

月她都会去无锡几次，处理进出货的相

关事宜。 1 月 31 日，无锡至江阴城际轨

道交通工程 （S1 线） 正式投入运营，让

刘心怡这样频繁通勤于两地的乘客节约了

不少时间和精力。

作为全国首条与地 铁 实 现 不 同 时

速、不同制式、全线路、全时段无换乘

贯通运营的市域轨道交通线路，无锡至

江阴的 S1 线由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铁四院”） 总体

设计，在造型、技术等领域突破性地应

用了多项创新技术，实现了无锡和江阴

两地的“无缝”对接。

S1 线设计负责人李洪强介绍，该线

路北起江阴外滩站，止于 1 号线堰桥

站，全长约 30.4 公里，设站 9 座。 S1 线

与无锡地铁 1 号线贯通运营，线路串联

江阴主城区及沿线城镇，拉近了无锡与

江阴两地的时空距离，是“锡澄一体

化”战略的标志性工程。

“以 S1 线南门站为例，该站点是全

国首座装配叠合整体式地下车站。车站

采用‘预制+现浇’的装配叠合结构，

大举突破传统装配式技术，从根本上解

决了装配式地下车站防水难的技术难

点。”李洪强对记者说。

具体来看，一方面，铁四院设计团

队创新性提出新型环扣式节点连接方

案，解决了预制构件连接复杂的施工痛

点。同时，轻量化预制方案则解决了大

型拼装设备的运输难题，有效降低了建

造过程中的效率和成本问题。

另一方面，对比传统现浇车站，装

配叠合整体式地下车站大大提升了施工

效率。统计数据显示，装配叠合整体式

地下车站的施工工期缩短 30%，节省现

场人工 70%，噪音音量降低 20%，施工

用电节约 55.7%，油耗节约 83.9%，施工

用水节约 63.7%，排放污水减少 61.4%，

建筑垃圾减少 68.8%，碳排放量减少超过

35%。

在使用全新技术手段和方案建设 S1
线的同时，立足“双碳”和智慧战略，

铁四院设计团队通过智慧乘客服务、智

慧运输、智慧能源、智能运维等 7 大体

系构建智慧城轨解决方案，应用多项智

慧城轨新技术，打造绿色化、智慧化市

域快轨，全面提升 S1 线的安全、效率、

节能等指标。

“S1线采用新一代智慧城轨列车，搭

载智能风源、智能列检、主动防撞预警

等系统，具有快速智慧、绿色节能、舒

适便捷的特点。”李洪强透露，在设计过

程中，铁四院团队首创采用兼容 WLAN/
LTE 的车载融合设备，以此完成不同车

地通信制式无缝自动切换，让 S1 线与地

铁 1号线实现贯通运营。

据悉，通过搭建 BIM 建设管理平

台，设计团队将建设管理业务与 GIS+
BIM 相结合，实现设计、施工、运维全

生命周期应用，形成一套高质量、可借

鉴的 BIM 标准。

在这一标准的帮助下，设计团队能

够打通不同车地通信数据传输的壁垒，

突破了新建轨道交通接入既有线网时，

在列车车地连续通信技术场景和应用中

的技术难题。

同时，S1 线也是江苏省首条全线采

用安检集中判图方案的市域轨道交通项

目，为减少现场安检人员提供技术支

持，助力高质量发展。建设过程中，S1
线的多环节挖掘系统节能空间，可实现

“供”到“用”全环节的节能降碳，全面

提 升 绿 色 化 水 平 。 而 基 于 市 域 快 轨

“源 -网 -荷”协同的绿色城轨基本架

构，也助力整体系统综合能耗降低超

15%。

此外，设计团队根据 S1 线花山自动

化车辆段，在国内首次研发信号应答器

变位系统 （获国家专利授权 10 余项，取

得 CNAS/CMA 双认证的第三方检验报

告，系统可靠性达 99.99%），解决了检修

地沟信号应答器与列检作业冲突难题，

填补了行业空白。

李洪强表示，依托 S1 项目，设计团

队还完成了多项科研成果：发明了一种

适用于富水地层、基坑带内支撑、明挖

法施工的装配叠合整体式地下车站结构

体系；发明了装配叠合整体式车站的全

系列轻量化预制构件及板式构件柔性生

产线；研发了装配叠合整体车站的全套

智能施工装备及施工工法……

统计数据显示，在 S1 线设计建设过

程中，铁四院相关科研获授权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87 项，发表 SCI 论
文 3篇、EI论文 5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11 篇，申报省级工法 1 项，编制团体标

准 5项、市级标准 2项。课题成果经院士

科技成果鉴定，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其中单面叠合墙构造技术、多功能

拼装装备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在李洪强看来，S1 线不仅是联通无

锡、江阴两地的便捷交通线，也是一条

“文旅融合”线。这条纵贯南北的线路像

穿针引线一般将江阴外滩、鹅鼻嘴公

园、中山公园、徐霞客故居以及无锡市

区的惠山古镇、南禅寺、崇安寺、小娄

巷历史街区等数十个文旅景区串联起来。

“南门站位于虹桥路与连洋路南侧，

周边商业氛围与历史文化气息浓郁。”李

洪强对记者说，为了能够进一步凸显人

文栖息，该站厅采用天花裸露建筑原结

构，站台使用全裸装的形式，整合机

电、光学环境，梳理设备管线，构建出

极具现代简约风。凭借全视角呈现出的

工业建筑美学特点，南门站被江苏省住

建厅选入装配式建筑示范工程。

花山车辆段则大胆地采用了下沉式

绿地、雨水花园、提高绿化率 （由 10%
提高到 21%） 等海绵城市设计，与周边

林地、农田、河道融为一体，被称为

“市域轨道交通绿色博物馆”。

“很多乘客都注意到，花山车辆段的

装配式建筑场景非常丰富。”李洪强透

露，花山车辆段 85%的房屋建筑采用装配

式，在花山车辆段，装配式综合楼、司机

公寓主体结构均采用预制框架柱，综合装

配率高达 60%，为轨道交通领域之最，达

到了两星绿色建筑标准。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 S1 线是一条

“通江达湖”线——它不仅让长江和太湖

两片自然水域来了一次历史性的“握

手”，同时也以 120公里/时的最高时速构

筑起锡澄两地的“半小时通勤圈”。

“S1 线的开通标志着‘锡澄一体化’

战略取得重大进展，江阴正式迈入‘双铁’

时代，无锡的综合交通布局得到进一步完

善，对于无锡进一步融入长三角和苏锡常

都市圈，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

中心城市和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具有

重要意义。”李洪强总结说。

多项技术创新应用 无锡江阴实现“无缝”对接

1月 26日，“东航空铁联运换乘服务中心”亮相上海虹桥站到达层南北2号出站口，“下高铁就能办理值

机和托运行李”的新模式，为空铁联运旅客搭乘东航、上航航班由浦东机场及上海虹桥机场T2出港，提供了

更为便捷和简单的服务。

1月 31日，无锡至江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S1线）正式投入运营，标志着“锡澄一体化”战略取得重大进

展，江阴正式迈入“双铁”时代，无锡的综合交通布局得到进一步完善。

“当周围没有天敌时，像保护区里这些鸥一样

惬意放松的生物会越来越多。”复旦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放看着观测器中各种鸟

类自由驻足，眼神和言语里透露着藏不住的幸福和

喜悦。

前不久，在2023“BMW美丽家园行动”助力生

物多样性主流化研讨会上，宝马中国披露了“BMW

美丽家园行动”2023年捐资支持辽河口、黄河三角

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最新成果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