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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新华日报记者 陈炳山 付 奇
青海日报记者 芈 峤 张多钧

高原的地势、持续的光照，给予青海可贵

的 清 洁 能 源 禀 赋 ，水 、光 、风 、地 热 等 品 类 齐

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

青海，提出“使青海成为国家重要的新型能源

产业基地”的重要指示，作出青海“打造国家清

洁能源产业高地”的重大要求。

如今，一排排“向阳而生”的光伏板越来越

多地出现在高原之上。记者一路探访青海光

伏产业链龙头企业，看一张张“绿色产业名片”

如何闪耀高原。

【现场探访】

驱车从青海省会西宁市区一路向西南，车

行 40分钟，在周遭群山环抱中，连片新建的车间

厂房映入眼帘，一块块蓝色光伏板整齐排列在

标准化车间屋顶，这里是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南川工业园区，这片厂房属于一家江苏

人颇为熟悉的企业——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

司。

11 月 1 日下午，记者走进天合光能青海基

地宽敞明亮的拉晶车间，几百台 5 米高的拉晶

炉正在运转，场面极为壮观。“将多晶硅加入拉

晶炉内，只要 40 多个小时，就能生产出一根 N
型单晶硅棒，这样的技术在国内是最先进的。”

拉晶三车间 C3 片区技术主管李松博介绍说，

从 5月投产至今，整个车间一直处在满产状态。

智能化，成为这座新工厂的最大特色。在

机加车间，在上个工序中生产的 4 米长原棒，经

过全自动化流程，削去头尾被整齐截成 4 段，这

里进行的是切片和检测环节。机加车间生产

主管曾文星是甘肃白银人，2008 年加入天合光

能常州总部，今年 6 月刚刚调任青海基地。他

感慨：“青海基地更为先进，以前切片环节我们

还需要人工抱着棒子，现在已经完全自动化，

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智能工厂。”

而在电池生产车间，已经看不到多少人工，

AGV智能小车（自动导向叉车）运送电磁片来回

穿梭，井然有序，它们还可以进行自动充电。

今年 8 月，天合光能至尊 N 型 700W+系列

组件在青海实现量产，天合光能青海大基地就

此成为光伏行业首家实现 TOPCon 量产组件

功率突破 700W+大关的企业。天合光能青海

基地项目全部投产后，预计销售收入可达千亿

级规模，真正实现青海省光伏全产业链布局

“零的突破”。

“截至目前，天合光能已在全球范围内建

设并规划有多个光伏生产基地，西宁是惟一布

局了全产业链的基地。”已经在越南、宿迁等基

地工作过的天合光能材料事业群总裁、青海大

基地总裁仝斌说。

光伏企业一路逐绿而行的步伐并没有停

止。“我们计划在南川工业园区率先建成零碳

工厂，一方面，通过零废排放回收、能源管理、

高效减碳生产，降低整体 10%能耗。另一方面，

公司计划利用现有屋顶资源，建设 25 兆瓦分布

式电站用于企业自身供电。”仝斌展望说，后

续，伴随着天合青海源网荷储大基地建设，

构建“绿电生产—绿电储存—绿电使用

—零碳产品”的清洁能源全循环经济

模式。

以西宁为起点，一路向西南，

来到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塔拉

滩生态光伏发电园区，草原上一

望无际的光伏板如同整齐排列

的千军万马，给人强烈的视觉

震撼。记者放飞的无人机，到

了极限高度也无法找到这片“蓝

色海洋”的边际。

“塔拉滩光伏发电园区是海

南州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的重

要组成部分，规划面积 4609 平方公

里，建成面积 345 平方公里，并网装机

容量 1038 万千瓦。”海南州绿色产业发展园区

管委会副主任安峰军告诉记者，去年，塔拉滩

光伏发电园区、龙羊峡水光互补发电站通过吉

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全球最大装机容量的

光伏发电园区和水光互补发电站。截至目前，

光伏产业园总计发电量突破 500 亿千瓦时，发

电量除了小部分全州自用，剩下的外输，杭州

亚运会就用上了来自这里的绿电。

光伏发电园区入驻企业国家电投集团黄

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一早就忙碌起

来。11 月 3 日 8 时 30 分，国家电投黄河公司海

南分公司产业园项目部一次班副班长曹军召

开班前会，根据安排的工作任务，对升压站设

备进行巡回检查、逆变器故障排查等工作。国

家电投黄河公司海南分公司产业园项目部一

次班班组有 52 位组员，他们负责对所管辖光伏

电站的发电设备进行巡检消缺工作。光伏电

站生产的电并入到龙羊峡水电站后统一送入

电网。这种水光互补技术，解决了光伏发电的

间歇性、波动性和随机性问题，为电网提供更

加安全、稳定的高质量电源。

曹军皮肤有点黝黑，这位来自江西的小伙

子说，来这里工作前他的皮肤还算是比较白

的，但到了这里上班后，皮肤就一天天黑下去

了，涂防晒霜也不顶用。把他晒黑的超强阳

光，对于发电来说，是难得的洁净能源。这里

海拔高、紫外线强、日照时间长，年日照时间

2700小时以上。

荒漠是另一个被利用起来的资源。塔拉

在蒙古语里是“草原”的意思，但 2012 年塔拉滩

立起第一块光伏板的时候，很多地方的草原已

严重退化。“一刮风就飞沙走石，风沙大的时

候，一夜之间连路都会被埋了。”在这里长大的

安峰军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这里的荒漠

化日益严重。荒漠对于畜牧业来说是个噩梦，

但对于光伏产业来说，则提供了适合发展的空

间。

太阳光太热烈，增加地表蒸发量，助长了

荒漠化。但让人没想到的是，热烈的太阳光一

旦和光伏板组合在一起，竟然成了草原荒漠化

的克星。光伏板不仅带来了绿色能源，也让荒

漠的土地重新披上绿色，让曾经的荒滩变为草

原牧场，光伏板下养起了“光伏羊”。

王贵林是海南州共和县沙珠玉乡的牧民，

现在他天天在光伏发电园区放羊。“光伏板遮

阳，板下的草再大的太阳也晒不死。冬春季干

旱，高原上的草长不好。但光伏园区每个月都

会冲洗一遍光伏板，顺带就给板下的草地浇了

水。”王贵林说，光伏板下的草长得更好，光伏

产业园里放得羊也长得更肥。

监测数据显示，光伏园区让这里的风速降

低了 50%，土壤水分蒸发量减少了 30%，植被盖

度恢复到80%。一度荒漠化的塔拉滩上，一幅生

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新闻纵深】

一条能源大动脉、一片致富光伏板、一条

能源产业链……是青海把握全球新能源技术

重大变革机遇的有力实践，是青海产业发展

“腾笼换鸟”的再出发，是青海以“绿色”为主调

构建的新发展，更是青海人民面向新生活的强

有力推手。

近年来，青海依托资源优势，清洁能源发

展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从无到有、不

断扩大，实现了由传统“水火互济”向“水火风

光”多能互补的电源结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

仅是水光风能简单的布局上马，更多需要考验

能源发展技术的更迭与转型。

青海省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推动清

洁能源产业发展，探索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

之路，青海深化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

清洁能源开发、新型电力系统构建、储能多元

打造，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青海清洁能源发展高效推进，实现了“质”

“量”双升。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典型经验获国务院通报表扬。完成能源领域

投资 424 亿元，第一批大基地并网 150 万千瓦、

第二批大基地开工建设，青豫直流 21 台新能源

分布式调相机群全面建成，玛尔挡水电站与羊

曲水电站建设稳步推进，“绿电 5 周”再次刷新

世界纪录。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9 月底，青海全省总装

机 4863.3 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 4474.2 万

千瓦，占比 91.9%，新能源装机 3213.1 万千瓦，

占比 66.1%。积极落实国家重大能源布局，推

动重大项目建设。“青电外送”工程覆盖山东、

河南等 13 个省市，输送清洁电力超过 300 亿千

瓦时。

青海还被全国各能源企业视作投资的热

土，能在青海落地被看作企业实力的象征。今

年，由中国绿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

青海省 6 万千瓦/60 万千瓦时液态空气储能示

范项目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正

式开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液态空气储能领域

装机容量、储能规模世界最大的示范项目；中

国能建中电工程投资建设的青海省容量最大

的百兆瓦级压缩空气储

能示范项目在海西

州 乌 兰 县 开 工 ，

建成后将对当

地 进 一 步 优

化能源结构、

提 升 可 再 生

能源发电比例，实现更大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和生态效益起到积极作用。

今天，在青海 72.23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从能源转型到产业结构转型，从高原城市发展

转型到各族百姓生活方式转型，处处体现着清

洁能源发展的“身影”。

【记者观察】

早在二十多年前，天合光能就曾来到青藏
高原，送产品、建电站；如今，天合光能已将光
伏全产业链“铺”在青海大地上；未来，充满想
象力的“源网荷储一体化零碳产业园”，将释放
出更为“清洁”的发展动力。

能源是基础性产业，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重要支撑。在“双碳”大潮之下，光伏等清
洁能源产业迎来了最好的历史机遇。随着越
来越多光伏产业链企业在高原上集聚，从西宁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光伏制造链条到海
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塔拉滩上的“光伏海洋”，
青海清洁能源产业的链式集群效益日益凸显，
产业发展已然驶上了快车道。

晶硅光伏也是江苏重点培育的10条“卓越
产业链”之一。江苏拥有丰富的产业资源、创
新资源和科教资源优势，青海拥有丰富的清洁
能源和市场资源优势，苏青协作，是天作之
合。我们期待更多江苏企业一路向西、逐绿
而行，在青藏高原上谱写产业协作的新篇，共
同构建能源高地、产业高地、创新高地，助力中
国——这个世界最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的
能源安全保障和绿色低碳发展。

能源逐能源逐能源逐“““绿绿绿”””产业向产业向产业向“““阳阳阳”””

▼天合光能机械臂加工光伏板。
天合光能供图

◀对光伏板进行最后加工。
天合光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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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合光能生产厂房天合光能生产厂房。。天合光能天合光能供图供图

▲国际领先的850兆瓦水光互补光伏电站。
黄河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