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日报记者 咸文静

今年 6 月 26 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光伏发电

园区与龙羊峡水光互补发电站正式获得吉尼斯世界纪

录认证，成为全球最大装机容量的光伏发电园区和最

大装机容量的水光互补发电站。

作为青海省重点建设的两大新能源产业基地之

一，海南州已建成和在建清洁能源装机容量为 2794 万

千瓦，形成了水、风、光、储、地热“五位一体”的清洁能

源发展模式。

这不是海南州的“好风光”第一次获得关注。在很

多人的印象中，深蓝色的光伏板下，时而悠闲地吃草、

时而追逐奔跑的“光伏羊”也曾刷爆朋友圈。

其实，无论是创造一个个全球之最，还是“板上发

电、板下牧羊”，从增速奔向提质，发展不仅仅在海南

州。

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拥有得天独厚的清

洁能源资源优势。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 2187 万千瓦，

位居全国第五，黄河上游是全国十三大水电基地之一，

水电调节性能十分优越；光伏资源理论可开发量 35 亿

千瓦，位居全国第二，且光伏发电成本全国最低；风能

技术可开发量 7500万千瓦以上，位居全国前列，尤其是

低风速风电开发潜力巨大；10 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广袤

荒漠化土地，新能源开发优势显著。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提出“使青海

成为国家重要的新型能源产业基地”，2021 年考察青海

时进一步明确“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更高目

标。全省上下着力推动清洁能源开发、新型电力系统构

建、储能多元打造。截至 2021年底，全省电力装机达到

4286 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 90.83%，新能源装机

占比达 61.36%，两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以今年上半年

为例，青海清洁能源发电量达到 426.7亿千瓦时，占全省

总发电量的 84.8%。其中，新能源发电量 212.6 亿千瓦

时，占比 42.3%；新能源日发电量超过 1亿千瓦时的天数

为138天，新能源日发电量超过水电的天数为 96天。

今年 6 月 25 日至 7 月 29 日，青海开展了为期 35 天

的“绿电 5 周”活动，使用风、光、水等可再生能源供电，

实现了生产生活用电碳的“零排放”。连续六年举办绿

电实践活动，持续打破全清洁能源供电世界纪录，也是

青海省基于优良的能源结构、着力推进清洁低碳消费

转型的一个缩影。

十年来，青海 750 千伏、330 千伏骨干网架得到进

一步优化完善，农网改造和巩固提升为农牧区产业发

展提供了可靠电力保障。建成青豫直流特高压外送通

道，是全国新能源占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清洁供暖

示 范 县 建 设 试 点 扩 面 ，农 牧 区 群 众 实 现 高 效 清 洁 用

能。能源结构持续优化，2021 年非水可再生能源消纳

比重达 29.3%，全国第一。

上个月，中车海西州新能源装备制造零碳产业园

开工建设。建成后，这将成为青海省规模最大、产业链

最齐全的风电光伏装备产业集群基地。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位于柴达木盆地，凭借丰

富的太阳能、风能等优势资源，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清洁

能源企业在这里集聚发展。如今，不仅格尔木东出口、

乌图美仁、德令哈西出口 3 个清洁能源基地已初具规

模，海西还利用钠盐产业基础优势，发展大规模熔盐储

能项目建设，大幅度提升储能时长，突破发展瓶颈，打

造多元协同高效储能体系。通过积极开展抽水蓄能电

站、规模运输电网等建设，构建了以长时储能、多能互

补为支撑点的清洁能源供给体系。

让我们将目光投放得更远些。十年来，青海全力

打造能源资源“金色名片”，黄河上游水电基地规模持

续扩大，集约化、基地化开发水风光资源，国家大型风

电光伏基地建设全面推进，海南、海西两个可再生能源

基地全面迈上千万千瓦级，建成全省开采规模最大、现

代化程度最高的鱼卡矿区 400 万吨/年矿井，高原油气

基地生产当量接近千万吨级，能源供应保障基础不断

夯实。

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占东

金秋十月，甘肃电投集团金昌河清滩 30 万千瓦光伏电站项目

正在加快推进。

在河西堡镇北 22 公里外的金昌市区，由甘肃电投集团建设的

金昌紫金云大数据产业园里，国家北斗导航数据服务甘肃分中心加

紧建设，一条“云、存、算、智”一体运营的数据信息产业链正在拉长

做深，并有力实现“绿电”就地消纳。

作为甘肃省“新能源”和“数据信息”两大产业链链主企业，甘肃

电投集团把绿色能源生产和绿色产业集群有机结合在一起，通过物

联网智能控制体系，推进风电、光伏、储能有机协同融合，源源不断

用来生产零碳产品和服务，零碳工业园区的崭新画卷徐徐展开。

这是甘肃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强调，“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

源和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形成具有持续竞争力的新的经济增长

点”。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甘肃近年来立足资源能源大

省和老工业基地的实际，把新能源产业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方

向，努力培植绿色低碳发展的新动能。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甘肃已建成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张

掖、金昌、武威、酒泉四个百万千瓦级光伏发电基地，通渭百万千瓦

级风电基地。截至 9 月底，全省新能源并网装机 3258 万千瓦，占比

达到 50.01%，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

甘肃风光好，绿电送全国。

甘肃是“西电东送”重要输送通道，4条特高压直流横贯东西，19
条省际 750 千伏线路与陕青宁新四省区相连。近年来，甘肃加快构

建送端电网，全力推动特高压建设，通过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交易平

台，电力外送至 21 个省区市。2022 年 7 月底，甘肃成为国家电网内

首个实现电力交易全年按日不间断连续运营的省份，新能源企业进

行电力交易更加灵活便利，进一步促进甘肃新能源行稳致远。

甘肃紧盯“双碳”目标，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一手抓新能源开发

建设管理运营，一手抓新能源产业发展，使能源产业成为全省经济

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产业构建的重要牵引。

新能源企业闻风而动，追光而进。

去年以来，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进武威九墩

滩 20 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间养

殖、治沙改土”的新型产业模式，让 7400 多亩荒沙地实现社会、生

态、经济效益最大化。

甘肃电投集团联合省属企业加快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

大型新能源基地开发建设，推进西北最大的调峰火电项目常乐电厂

建设，每年可带动 400亿千瓦时电能输送至华中地区。

酒钢集团西部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淬炼风、光电两大系列产品，

“酒钢西重”牌风电塔筒走向全国市场。

兰石集团加快推动由传统能源化工装备制造向新能源装备制

造领域拓展转型。今年上半年，兰石集团重装公司取得新能源领域

订单 15.31亿元，同比增长 165.61%。

目前，省属企业在新能源发、输、变、配、用、储等领域已具备制

造与服务的优势，正构建“风光水火核”多能互补、“发输储用造”一

体发展格局。

今年，各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打造新能源千亿级产业

链”决策部署，在大力发展新能源的同时，着力推进一批重大新能源

装备制造产业落地。

截至 9 月底，酒泉市正泰、阿特斯光伏组件、中复碳芯电缆、西

安中车、东方电机风电发电机、江苏华纳机舱罩等一批新能源装备

制造产业项目建成投产，宝丰集团多晶硅上下游协同项目、西部重

工法兰生产、广东欧昊高效异质结电池等一批产业项目正在加快建

设。金昌、武威、张掖等市州也分别围绕储能产业、光伏治沙、制氢

产业开展招商引资，为新能源产业发展起到较好的带动作用。

当前，国家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布局建设大型风光电基地的

政策，为甘肃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现代能源体系带来重大

发展机遇。甘肃统筹解决消纳、外送、调峰、并网、产业等相关问题，

着力延链补链强链。在持续提升酒湖直流工程外送能力的基础上，

推进实施“陇电入鲁”“陇电入浙”“陇电入沪”工程。全面提升储能

调峰能力，编制抽水蓄能中长期规划，规划站点 27 个、总装机规模

3350 万千瓦。全面提升就地消纳能力，充分发挥产业基础优势，培

育壮大新能源制造业、大数据产业、现代绿色高载能产业，推进“风

光大省”向“风光强省”迈进，真正实现能源优势向经济优势、产业优

势和发展优势转变。

甘肃：推进“风光大省”向“风光强省”迈进

河北日报记者 冯阳

9 月 22 日 15 时，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鉴衡实

验基地，启动按钮按下，国内首台最大单机容量陆上风

力发电机组一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我国陆上风力发电

机组技术实现新突破。

这是哈电风能有限公司研发的新型机组，单机容

量功率范围涵盖 6.75MW 至 8MW。“张北地区拥有充

足的风力与光能，为我们新机型风场试制提供了绝佳

应用环境。”项目负责人高贤慧说。

高空之上，巨大的风轮叶片迎风旋转。一般风速

超过每秒 3 米，风电机组就能将风能转化为电能。高

贤慧介绍，新机型单台机组预计年上网电量达到 2600
万千瓦时，相当于 10800 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可供一

辆新能源汽车绕赤道行驶 5550圈。

张家口市位于河北省西北部，是我国华北地区风

能和太阳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2015 年 7 月，国务院批复设立张家口可再生能源

示范区，张家口由此肩负起为国家推进能源革命和可

再生能源产业创新突破先行先试的重大使命。

7 年多来，张家口强力推进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

区建设。目前，华能、大唐、华电等发电企业纷纷布局

张家口，全市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达 2505 万千瓦。“风

的故乡、光的海洋”已成为张家口新的代名词。

然而，在清洁电能领域，仅仅解决发电还不够。由

于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随机性、波动性特征，

使得新能源大规模并网消纳成为世界性难题。

“张北的风点亮北京的灯”，这是北京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期间被交口称赞的故事，也是张家口突破新能

源大规模并网消纳难题的样本。

张家口绿色电力如何输往北京？破题的密码就蕴

藏在张北柔性直流电网工程中。

该工程投运两年多来，通过将张家口大规模、不稳

定的可再生能源进行多点汇集，形成稳定可控的电源，

每年可向北京输送 140亿千瓦时的绿电，相当于北京年

用电量的十分之一，年减排二氧化碳 1280万吨。

同样投运两年多的，还有张北—雄安 1000 千伏特

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利用特高压电网，张家口市可

以把清洁能源输送到包括雄安新区在内的京津冀和华

中负荷中心。今年 1 至 8 月，张家口已向雄安新区输送

108.51亿千瓦时的绿电。

在国内首创“政府+电网+发电企业+用户侧”四方

协作机制，开展绿电市场化交易；形成压缩空气储能、

抽水蓄能等多种规模化储能技术示范……张家口可再

生能源示范区建设勇于探索，为国内可再生能源开发

应用提供了诸多可推广复制的经验。

一个个攻坚奇迹、一次次破冰之举。张家口强力

推进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建设，成为河北加快推

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近年来，河北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

资源禀赋优势，大力推进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开发利

用，积极打造“发、输、储、用”全产业链条。

规模开发成效显著——着力打造张承百万千瓦风

电基地，唐山、沧州、沿太行山光伏发电应用基地，推进

张家口、承德、唐山等地风光电集约开发利用。截至

2022 年 8 月底，全省风光电总装机 6109.6 万千瓦、居全

国首位。今年 1 至 8 月，全省新能源发电量 743.2 亿千

瓦时，同比增加 32.1%。

消纳能力大幅提升——在建成张北柔性直流电网

工程以及张北—雄安 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等重点工程

的同时，加强新能源储能建设。全省在建抽水蓄能规

模 740 万千瓦，其中丰宁抽水蓄能规划装机 360 万千

瓦、被称为“超级充电宝”。2021 年，河北风电、光伏消

纳利用率分别达到 95.4%、98.2%。

综合效益充分发挥——“十三五”期间，全省新能源

累计发电量达 2300亿千瓦时，替代 6900万吨标准煤，分

别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约 1.8 亿吨、

8.9万吨、8.2万吨。新能源产业累计创造就业岗位超过

20 万个，全省 42 个国家级贫困县共建设光伏扶贫项目

3249个、392.3万千瓦，帮助29.1万户贫困人口脱贫。

河北：“风光”无限“绿电”生金

宁夏日报记者 杨晓秋

一只灰白相间的飞鸟在波光粼粼的西湖水面投下

身影，它的翅膀下，一万余片光伏板微微上顷，迎向阳

光。

“西湖”，是人们对宁夏灵武市马家滩镇境内一处

矿井疏干水聚集湖的代称，位于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

力公司宁东电厂以西的毛乌素沙地边缘。平铺在水面

上的，是宁东电厂占地约 300 亩的 3×5.98 兆瓦漂浮分

布式光伏电站。

“在宁东基地，这种由矿井水形成的湖泊存在多

处。这种水域是煤矿排放的高盐尾水，腐蚀性离子浓

度高。项目的浮体材料和结构均选用的是高强度、高

耐腐蚀材料，可以有效抵御侵蚀。”国家能源集团宁夏

电力公司宁东电厂董事长于洪泽介绍，西湖漂浮电站

虽然规模不算大，但是它的建设，为在更多矿井疏干水

域建设光伏电站、盘活闲置区域起到了实验示范作用。

能源储备充足，煤炭、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富集

互补，是宁夏坚定发展新能源产业的强大“底气”。2012
年7月，宁夏获批成为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瞄定

“为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新能源发展探索有益经验”这

一目标，将发展新能源作为调整能源结构、推动能源转

型的主攻方向，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风光火打捆外送、

新技术应用示范、新能源服务民生、体制机制创新等工

作，通过本地消纳和跨区外送两条途径实现风电、光伏

发电高效利用，示范区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

宁夏腾格里沙漠南缘的中卫市沙漠光伏产业园

里，6.5 万亩光伏组件在连绵起伏的黄色沙丘上生成一

度度绿电；

纳入国家中长期规划的 780 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

项目里，一份绿色动能在等待“激活”；

全区首个光伏全产业链项目——宁夏润阳年产 10
万吨高纯多晶硅及 5GW 高效电池项目建设现场，对未

来“风光”的期许写在建设者们的脸上……

十年创建之路，宁夏新能源产业一路从高歌猛进、

挟风光疾驰，到如今，已是新能源装机近 3000 万千瓦、

被国家列为第一批绿电交易试点省份的“绿电大省”。

探索走出了一条由粗放利用向节约集约转变、传统能

源向清洁能源转换、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能源

转型发展绿色低碳之路。

截至目前，全区新能源装机达居全国第七，新能源

占全区电力总装机的 46%，居全国第三，新能源发电量

占总发电量的 23%，居全国第二。全区分布式光伏、分

散式风电累计装机分别达 80.6 万千瓦和 36 万千瓦，位

居西北地区前列。同时，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的新

型电力系统。新能源利用率达到 97.5%，居西北第一。

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比重达到 26.2%，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12个百分点。作为国家“西电东送”重要送端省

区、枢纽节点，累计外送电量突破 5000 亿千瓦时，其中

新能源电量年度占比超过 20%。

宁夏：风光这边独好

内蒙古日报记者 康丽娜

金秋十月，碧空如洗。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草原上，一座座

风机如长龙矩阵，高耸入云，一片片风叶迎风转动间，绿色能源从

这里源源不断输出。

这样的风电场，是内蒙古大草原上随处可见的“风光”。

内蒙古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是国家重要的清洁能源发展基

地之一。风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 14.6 亿千瓦、约占全国的 57%，太

阳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 94亿千瓦、约占全国的 21%。

近年来，内蒙古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清洁能源发展战略，持续优

化和调整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新能源，新能源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截至 8 月底，全区新能源总装机规模达到 5673 万千瓦，居全国第

三，占全区电源总装机的 35.9%，其中，风电装机 4172 万千瓦、居全

国首位，光伏发电装机 1455 万千瓦、居全国第九；新能源发电量

834 亿千瓦时，居全国首位，同比增长 7.2%。新能源已成为自治区

能源供给体系新亮点。

今年以来，内蒙古抢抓“双碳”机遇，将新能源作为优化能源供

给结构的主抓手，全力谋划布局、推动落实，推动新能源产业高质

量发展。

在大型新能源基地建设方面，全力推进四大沙漠大型风电光

伏基地布局建设，四大基地项目共配置 4800 万千瓦新能源开发规

模。积极推动已纳入国家第一、二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的项目建

设，目前，第一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 2020 万千瓦已全部开工，

第二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 1188 万千瓦已陆续落实投资业主，

正在开展前期核准（备案）工作及开工前手续办理工作。并于近期

拟新增 1170万千瓦新能源大基地项目上报国家。

在推进新能源市场化消纳方面，为充分发挥新能源发电成本

优势、绿色附加优势，降低电网消纳和调度运行压力，实现新能源

自发自用、自我调峰，自治区创新提出新能源开发利用 6 类市场化

模式，制定出台了源网荷储一体化、风光制氢一体化、燃煤自备电

厂可再生能源替代、园区绿色供电、火电灵活性改造、全额自发自

用等 6 个实施细则，以市场化方式为新增产业项目批量配置、集中

布局建设相应规模的新能源，促进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和高比例消

纳。目前，全区储备的市场化消纳新能源项目规模超 6800 万千

瓦，近期可陆续批复实施 2000万千瓦左右。

优化产业结构，打造风光氢储全产业链体系。以产业链一体

化为核心，以风光氢储四大产业为重点，突出产业链招商，以能源

基地建设和多场景应用为牵引，打通上下游、构建产业链，实现新

能源产业从单一发电卖电向全产业链发展转变，提升新能源产业

价值链，打造全国乃至国际新能源产业高地。在呼和浩特市、包头

市、鄂尔多斯市和通辽市统一规划布局全产业链装备制造基地，制

定了风电、光伏装备制造产业链全景图。截至目前，全区新能源装

备制造产业完成投资 446 亿元，完成年初计划投资目标的 95%，新

能源装备制造已成为能源领域投资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先后引进

天合光能、海得新能源、协鑫电气、圣钒科技等 20 余家企业落地，

目前已形成风电整建制配套能力 420 万千瓦，光伏组件供给能力

500万千瓦。

无限“风”“光”在北疆。自治区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除了已开发并网、在建和已批复待开发的资源外，考虑生态红线、

土地资源和草原等约束性条件，重点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布局

新能源项目开发，全区还有超过 10 亿千瓦的新能源技术可开发

量。

另据《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目标，“十

四五”期间，自治区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要达到 1.34 亿千瓦以上，

其中风电 8900 万千瓦、光伏发电 4500 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规模超

过燃煤火电装机规模，新能源发电量占自治区总发电量比重超过

35%。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达到 8000 万千瓦以上，占全部新增装

机的比重超过 60%，成为新增装机的主力。

内蒙古：无限“风光”在北疆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陈蔷薇

10月 14日，昌吉—古泉±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以下

简称吉泉直流）完成 10 天的停电检修后重新启动，恢复向华东地

区送电。这条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

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把新疆电力源源不断输送至其他省份，其

中三分之一为新能源电量。

新疆拥有丰富的新能源资源，近年来立足实现“双碳”目标，坚

持绿色发展引领，加大科技创新，加快国家“三基地一通道”建设，

实现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能源基地建设“快”

9 月 28 日，“疆电入渝配套电源”“西气东输四线”等重大标志

性工程在内，前三季度新疆新开工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3088 个，总

投资 2.5万亿多元。

三季度开工亿元以上重大项目清单中，不少是风电、源网荷

储、光伏示范等新能源新材料项目。新疆中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资源化综合利用制甲醇升级示范项目、新疆特变电工股份有限

公司若羌县硅基新材料产业链一体化项目、粤水电巴楚县 200 万

千瓦光储一体化项目等榜上有名。

发展新能源产业，即是新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的最优选择，也

是全国能源一盘棋指导下的历史重任。

新疆具有丰富的风能、太阳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以及沙

漠、戈壁、荒漠等土地资源优势。尤其是风能资源总储量 8.9 亿千

瓦，风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占全国技术可开发量的 15.4%，居全国

第二。太阳能资源理论蕴藏量占全国技术可开发量的 40%，居全

国第一。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 9 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可

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加

快建设包括新疆在内的七大陆上新能源基地。

立足建设国家大型清洁能源基地，新疆新能源开发规模持续

扩大，截至 2021 年底，新疆已集中建成 1 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

（哈密）和 8 个百万千瓦级新能源集聚区，初步实现了新能源规模

化、集约化开发利用。

服务全国大局“畅”

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三塘湖矿区，疆电外送第三条直流通

道——哈密至重庆±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以下简称“疆

电入渝”）配套煤电项目正在抓紧施工。

“疆电入渝”工程是我国西电东送项目“三交九直”工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十四五”国家重点项目，工程设计输送容量 800 万

千瓦，预计年送电量 440亿千瓦时。

“疆电入渝”配套电源项目是按照风光火储多能互补一体化模

式开发建设的，规划装机规模 1420 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占

比超过 71%，同时还配套建设储能装置。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电力处处长陈磊表示，这一通道输送新能

源电量占比将超过 50%，对于促进新疆清洁能源高效开发，在全国

范围内扩大清洁能源消费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国家大型清洁能源基地，这些年来，新疆不断加强外送通

道建设，提升新能源输送比例，服务好全国能源供应大局，让更多

省份用上新疆清洁能源。

目前，新疆已建成新疆与西北主网联网 750 千伏第一、第二通

道、吉泉直流、哈密南—郑州±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两交

两直”外送通道格局。疆电外送规模也呈现大幅增长态势，为保障

中东部地区电力供应乃至国家能源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洁低碳惠人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加快推动产

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

在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能源结构优化是绿色

转型的重要路径。清洁用能的消费导向，不仅为能源发展提供了

新驱动，也为各族群众享受天蓝水绿的生态环境提供了保障。

英吉沙县村民麦麦提敏·萨伍提家的生活因为能源发展，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冬天取暖不再烧煤或木柴，而是使用上了清洁的

电暖气，家庭收入也因为建成的光伏扶贫电站，每年能拿到几千元

的分红。

“这些房顶光伏电板发的电，全都卖到电网了，我们也多了一

笔收入。现在做饭、取暖也都是用电，房间再也不会被煤熏黑了。”

麦麦提敏乐呵呵地说。

2019 年至 2021 年，南疆煤改电一期工程的实施，让克孜勒苏

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和田三地州 89.2 万户农牧民告别了“伐薪

烧炭”的传统生活方式。2022 年，新疆启动了煤改电二期工程，

2022 年—2024 年间将惠及 43 个县（市、区）、439 个乡（镇）、3896 个

村和 76.61万户居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逐步优化，清

洁 能 源 消 费 占 比 不 断 提 高 ，由 2012 年 的 5.8%提 高 到 2021 年 的

14.4%，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的良性互动。

新疆：绿能强基保供

西藏日报记者 张尚华

深秋的西藏天高气爽，阳光闪烁的山脚平地里，太阳能光伏

板熠熠生辉；随风而起的雪山湖谷间，风力发电机傲然挺立；峰

峦叠翠的峻岭中，高效能的水电站安全运转……十年间，在这片

风景如画的雪域高原上，绿色发展迸发出巨大活力，各族人民共

享发展成果。

十年来，西藏切实把明显的区位优势和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转

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源源不断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动力。

俗称“日光城”的拉萨，丰富的太阳辐射能是重要的能源。

在达孜区邦堆乡林阿村的山沟里，一排排光伏板呈矩阵排列，

像向日葵一样追随着太阳。

这一占地 106.67 公顷的光伏项目，年发电量相当于每年节约了

32740 吨煤，还大量减少了碳粉尘、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排放，大大

优化了能源结构。

不光拉萨，放眼全区，西藏平均每天日照时长达 8 小时，全年艳

阳高照时间达 300天，年日照时间居全国首位。

西藏光伏可开发规模超 7 亿千瓦，资源丰富、出力稳定，利用小

时数达 1500—2000小时/年，尤其阿里、日喀则、山南、那曲等地最为

丰富。

广阔的连片土地、优质的资源禀赋为集中开发创造了条件。

日前，西藏最大的光伏保供项目——那曲色尼区 12 万千瓦光

伏发电电力保供项目正火热建设，投产后年平均发电量 2.47 亿千瓦

时，将有力填补西藏用电高峰期电力缺口。

昌都市光伏 14 万千瓦＋储能 14 万千瓦时项目近期也得到自治

区发改委批复。其中，江达片区配套送出线路部分——昌都市新能

源 110千伏送出工程，计划今年 11月投运。

清洁能源是西藏最具潜力的产业之一。《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

设状况》白皮书显示，西藏水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为 1.74 亿千瓦，位

居全国第一。

得益于丰富的水能资源，近年来，多个水电站在“世界屋脊”陆

续投产发电。藏木水电站首台机组于 2014 年投产发电，6 台机组总

装机容量 51 万千瓦；装机容量 36 万千瓦的加查水电站于 2020 年年

底全部投产发电；投资 122 亿元的大古水电站是西藏在建规模最大

的内需水电项目，2021年 5月首台机组发电……

这有效解决了西藏电网电力供需矛盾，切实提高了西藏电网安

全稳定水平和电力保障能力。

数据显示，“电力天路”青藏联网工程自 2011 年底投运以来，双

向累计输送电能 160.8 亿千瓦时，其中，西藏水电外送 66.8 亿千瓦

时。

如今，西藏丰水期电力外送进入常态化，形成了每年冬春季“青

电进藏”、夏秋季“藏电返青”的规律特性，优化了中国西部地区清洁

能源资源配置。

从 2015 年首次实现“藏电外送”以来，截至 2021 年已累计完成

清洁电力外送超过 91 亿千瓦时，不仅助力西藏清洁能源大规模消

纳和受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也为西藏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发展优势，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接续基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西藏风电也迎来较大发展空间。

2021 年 12 月 22 日，海拔 5158 米的世界最高风电项目——西藏

措美哲古分散式风电场首批机组并网发电，创造了高原风电建设史

上的奇迹。

尽管山南市措美县哲古镇缺氧、寒冷、紫外线强，雪山湖谷纵

横，大小山脉连绵起伏，但这里风力资源极为丰富，是天然的风能发

电宝库。

作为国家超高海拔风电科研示范项目，措美哲古风电场对探索

解决高海拔风能资源特性、地理特性、气候特性具有重要意义。

十年来，推进西藏清洁能源科学开发，已成为维护国家能源安

全、促进能源结构调整的内在要求，也是西藏发展经济增强造血功

能、实现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根据自治区发展规划，西藏将着力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打

造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区、清洁可再生能源利用示范区“一基地、两示

范”，为国家实现“双碳”目标发挥独特作用、贡献重要力量。

“十四五”期间，西藏清洁能源发展将迎来快速发展的重大机

遇。根据规划，2025 年西藏水电建成和在建装机容量突破 1500 万

千瓦，加快发展光伏太阳能、装机容量突破 1000万千瓦。

西藏：构建清洁能源“一基地、两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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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能源推动能源推动能源转型转型转型 赋能绿色发展赋能绿色发展赋能绿色发展
——七家省级党报全媒体联动聚焦“风光中国”

2022年1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
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水电、风电、光伏发电为代表的可再
生能源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和光伏发电等技
术手段，可再生能源转化为汩汩绿色电能，点亮中国能源转型之光。

在党的二十大召开期间，甘肃、青海、河北、内蒙古、西藏、新疆、
宁夏七个省区党报及其新媒体，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以文字、图片、
视频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示七省区近年来在开发建设新能源基地、加
快能源转型，持续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新实践、新经验、新进
展，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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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敦煌光电产业园区内熔盐塔式光热发电站。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王斌银 摄

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江当乡“光伏小镇”居民小区一角。
西藏日报记者 潘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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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光伏发电领跑奖励激励基地。
据了解，该基地是全面助力库布其沙漠打造“金沙、蓝海、绿洲”的
绿色生态屏障。 内蒙古日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新疆大石门水利枢纽工程。 新疆日报记者 苏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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