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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快超充電池 7.5分鐘可充電80%
全球首家超快充動力電池工廠南沙投產 解決極端環境續航痛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帥誠 廣州報道）全球首家超快充動力電池專業工廠在廣州

巨灣技研有限公司（下稱「巨灣技研」）廣州南沙總部基地日前建成投產，自主研發的XFC

電動力電池，從0充電至80%電量最快僅需7.5分鐘，領先全球2至3年。巨灣技研廣州工廠

總經理兼任籌建處總經理柴成斌今天接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集中採訪團記者採訪時透露，針

對寒冬等極端溫度對電池續航的影響，巨灣科技開發「鳳凰電池」，添加特殊材料改善電池

電芯，通過熱管理技術解決行業痛點。新能源車的推廣在港澳也是趨勢，對港澳環境保護有

好處，未來將配合車企拓展香港市場。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集中採訪團今天到廣州南沙
的超快充電池生產企業參觀。據介紹，該工

廠位於廣州南沙的巨灣總部基地，佔地面積18.9萬
平方米，總投資約40億元人民幣。香港文匯報記者
在電極車間外看到，裏面的勻漿機、塗布機有序地
運作，投料系統自動將粉料投送至高效連續製漿
機，漿料則由管道自動輸送至塗布機。整個車間內
全是機器，只有少數工人站在設備邊上，進行簡單
的記錄或肉眼檢測。目前，該工廠已投入使用產能
為 4GWh，相當於6萬輛車的產能，全面建成後總
產能為8GWh/年。

極速充電能力領先美國2至3年
在新能源汽車快速發展的今天，補能速度相對緩
慢，是影響不少消費者選擇電動車的重要原因。巨
灣技研自研的XFC（eXtreme Fast Charging）極速
充電動力電池，0-80%電流充電最快僅需7.5分鐘。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見識了這款號稱「全球最
快」的超充電池，從33%充電到45%僅花了不到一

分鐘的時間，讓在場記者都嘖嘖稱奇。
柴成斌介紹說，在內地該生產領域，巨灣技研的

產品是充電速度最快的，且創下了WRCA認證的
全球最快的電動車充電技術世界紀錄，目前也是內
地唯一量產的極速充電電池的企業。柴成斌自豪地
表示，「美國能源部計劃在2025年做到（電池充電
時間最快在）10分鐘以內，我們在去年就做到7.5
分鐘，領先2至3年。」
另一方面，電池安全問題，同樣是消費者關注的

焦點。柴成斌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巨灣技研於
2023年6月發布全新研發的「鳳凰電池」，集成了
巨灣技研在材料、電化學、體系結構和控制等領域
的科技創新成果，使電動汽車具備在全天候條件下
均正常運行並在不同電壓平台上實現極速充電的能
力，同時保證了在安全性、使用壽命、比能量、續
航和成本等方面的優勢。例如，超快充電池有足夠
高的循環壽命，目前可充電2,000次，支持100萬公
里，「2,000次是什麼概念呢？大家平時如果一周
充一兩次電，10年也就約1,000次。」成本方面，

超快充只比普通的電池高5%至8%。

看好新能源汽車港澳市場前景
在柴成斌看來，快充行業是一個新能源發展至今新

的細分市場，也是將來的主打方向，公司選擇落戶南
沙，是看中這裏位於大灣區的核心地帶，能吸引更多
新能源領域的人才。不過，柴成斌表示，目前公司與
港澳業界的合作還不多，但後續希望與港澳高校展開

產學研等合作，「我們做電子的跨學科比較多，涉及
專業包括電化學、材料、結構、軟件、數字化等，希
望未來有港澳同事加入我們團隊。」
此外，柴成斌也看好新能源汽車在港澳市場的前
景，表示公司未來將配合車企拓展香港市場。柴成
斌還透露，公司有對海外市場的標準和港澳標準進
行研究，已做好向境外市場發展的準備，但公司成
立時間較短，仍需時間準備。

首部以范長江為原型廣播劇全國首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喬輝 北京報道）
11月8日是中國第24個記者節。8日起，以著名記
者范長江為原型的三集廣播連續劇《不盡長江滾滾
來》將在全國近300家廣播電台同步播出。該劇主
要記述了從1935年到1941年，范長江作為大公報
的記者，赴四川實地採訪的歲月。該劇通過聲音的
藝術，呈現了范長江求真相、尋真理、傳真知的追
求、風骨和氣質，同時展現了他從「自由民主戰
士」向「共產主義戰士」的轉變歷程。

再現范長江人生中「三個第一」
2000年，國務院將當年范長江先生創建「中國青

年記者協會」的日子——11月8日定為「中國記者
節」。7日，即第24個中國記者節來臨前夕，廣播
劇《不盡長江滾滾來》全國首播式暨「長江自有後
來人」記者節主題活動在北京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活動現場獲悉，作為首部以范
長江為原型的廣播劇，該劇改編自范長江的生平故
事，聚焦他在內蒙古和重慶兩地的新聞採訪實踐與
革命探索歷程，展現范長江在中國革命重大歷史節
點發揮的重要作用。
作為歷史正劇，《不盡長江滾滾來》再現了范長

江人生中的「三個第一」：第一個在國內報紙上公
開報道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第一個向「國統
區」人民報道「西安事變」真相；第一個以「國統
區」記者身份進入延安採訪毛澤東。

長江一支筆 勝過百萬兵
這三集廣播劇主要記述了從1935年到1941年，

范長江作為大公報的記者，赴四川實地採訪國民
黨對紅軍的圍剿、綏遠抗戰、西安事變真相、拜
見周恩來、赴延安採訪毛澤東、了解中國共產黨
的抗日主張，以及在上海、重慶等地組織中國青
年記者協會、從事抗戰新聞宣傳等工作。在這一
過程中，范長江從一個熱愛國家和人民、追求民
主和自由的新聞記者，最終成為一名共產黨人，
完成了從「自由民主戰士」向「共產主義戰士」
的轉變。
該劇主創人員在活動現場表示，《不盡長江滾滾

來》以聲音的藝術，呈現了范長江求真相、尋真
理、傳真知的追求、風骨和氣質。「長江一支筆，
勝過百萬兵」，這是世人對范長江的褒獎。他一生
追求真理，清廉做人，為中國新聞事業鞠躬盡瘁，
也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

中國記協黨組成
員、國內部主任殷
陸君在現場致辭時
表示，在大公報工
作期間，范長江寫
下了大量直面現
實、反映社會、體
貼民生的新聞作
品，洋溢着職業精
神和職業情懷。他
的一生是為新中國
新聞事業嘔心瀝
血、不懈奮鬥的一
生。這部廣播劇的
播出，既是對新聞界前輩的致敬，也是對中國共產
黨優良新聞傳統的傳承和發展。

主創團隊贈大文集團《不盡長江滾滾來》音頻製品
《不盡長江滾滾來》特聘范長江之子范蘇蘇為總

顧問，由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中共內蒙古自治區
委員會宣傳部聯合出品。11月7日，該廣播劇將在
學習強國總平台、中央廣播電視總台雲聽客戶端播

出。11月 8日，全國近300家廣播電台將同步播
出。
在7日的活動現場，主創團隊還向香港大公文匯
傳媒集團捐贈了廣播劇《不盡長江滾滾來》音頻製
品。中國記協、中國新聞史學會、香港大公文匯傳
媒集團北京新聞中心、在京長江韜奮獎（長江系
列）獲獎者代表、聯合出品單位、聯合製作單位、
主創團隊代表等50餘人出席了首播式。

南沙無人碼頭讓員工「藍領」變「白領」
橙色智能導引車來回穿行，將一個個集
裝箱運往目標位置，整個碼頭空無一人，
卻在「超級大腦」的指揮下井然有序地完
成各項運輸作業。7日下午，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集中採訪團一行來到廣州港南沙港區四期全自動
化碼頭（「下稱」南沙四期碼頭」），親眼目睹了彷彿
科幻片中才能見到的場景。
「南沙四期碼頭首創了堆場平行於岸線的布置方式，

碼頭內的橙色智能引導車應用了北斗導航系統和5G通
信技術。」廣州港南沙四期碼頭工程技術部副經理李樹
沛介紹，南沙四期碼頭自2022年7月正式投入運行以
來，將物聯網感知、大數據分析、北斗導航、人工智能
等先進技術實踐經驗整理成一套可複製的方案向外推
廣，促使更多傳統碼頭實現改造升級。

負責人：香港可分階段實現全自動化碼頭
「香港如何借鑒南沙四期碼頭的經驗實現全自動化碼

頭？」針對這個港澳媒體最關注的問題，廣州港股份生
產業務部集裝箱運營中心市場營銷總監王沙靈建議，香
港可採用分階段循序漸進的改造方式，「先將全人工的
傳統碼頭改造成半自動化碼頭，再逐步實現全自動化作
業。」
「目前我們最前沿的遠控設備可以徹底改變司機的工

作狀態，他們只需要坐在智控大廈裏的智能眼控中心辦
公，就能完成碼頭設備的遠程控制，真正實現了從『藍
領』到『白領』的轉變。」李樹沛還描繪了一幅碼頭的
未來辦公圖景，「我們的員工可以在幾十公里外的市中
心遠程操控碼頭的所有工作，在享受城市便利的同時，
履行自己的工作職責。」
據了解，南沙四期碼頭面積約120萬平方米，建有4
個10萬噸級海輪泊位及配套集裝箱駁船泊位，年設計通
過能力為490萬標箱。運行近一年後，集裝箱測試吞吐
量達92萬標箱，南沙港區集裝箱年通過能力穩步提升至
2,400萬標箱，位居全球單一港區前列。

◆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黃寶儀 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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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中午，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集中採訪團在

南沙創享灣偶遇了在這

裏工作的港青孫弘睿。

2022年，《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

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公布

後，孫弘睿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港澳青

年發起成立廣州市南沙區港澳青年五

樂服務中心，為有意來南沙創業的港

澳青年引路。

「當初離開香港是因為碰到一些困

難，來內地創業也並非一帆風順，但

趕上了南沙的政策紅利，又能結合自

己過去的創業經歷服務更多過來內地

的港澳青年。」出身平凡的孫弘睿十

分 理 解 草 根 創 業 者 的 痛

點，因此在為港澳青年提

供 創 業 指 導 時 往 往 能 夠

「雪中送炭」，「現在香

港人通過互聯網對大灣區

內地的吃喝玩樂都有了不

少了解，但他們並不了解

內地各個城市之間產業關

聯的重要性。」他透露，

自己曾幫助一個香港耳機

生產商從雲南找到了數字

模具師傅，在深圳設立辦

公點，再從黃埔港進口美

國元器件，完成了一次天

南海北的產業鏈接，「這樣跨地域的

元素聚合在香港很難做到，但是在內

地可以。」

孫弘睿回憶起自己 2015 年初到南

沙，那時還沒有今天繁華的樣子，轉

眼八年過去，南沙萬達、創享灣等一

座座商業綜合體拔地而起，自己在南

沙也有了穩定的事業，在廣州成立了

家庭，九歲的孩子也在廣州上了小

學。「現在我每年有七成時間在內

地，剩下的時間回香港陪父母，從南

沙回香港也有高鐵、客船、開車多種

選擇，很方便。」

◆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黃寶儀
廣州報道

◆巨灣技研自研的XFC極速充電動力電池，從33%充電到45%僅需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

◆港青孫弘睿在分享自己的創業經歷。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

◆員工只需坐在智控大廈的智能眼控中心辦公，就能
完成碼頭設備的遠程控制。圖為南沙四期碼頭內，橙
色智能導引車將集裝箱運往目標位置。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

◆在7日的活動現場，主創團隊向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捐贈了廣播劇《不盡長江滾
滾來》音頻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喬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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