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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 洁

“排头兵”“卡脖子”“先手

棋 ”“ 篱 笆 墙 ”“ 沃 土 ”“ 命

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

技创新的很多生动比喻深入

人心，于黄河水电西宁分公司

而言，“科技创新”已深深镌刻

在发展的基因中。

2016 年 8 月 23 日 ， 习 近

平总书记考察黄河水电西宁

分公司时指出，“青海有充足

的太阳能光照资源、丰富的

荒漠化土地资源，你们有产

业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

势、资金优势，一定要将光

伏产业做好。”7 年来，黄河

水电西宁分公司通过持续不

断 的 技 术 升 级 和 创 新 研 发 ，

建成了国内首条产业化、智

能化高效 IBC 电池及组件生

产线。技术研发方面，将基

于量子隧穿效应的钝化技术

与 IBC 结合，电池研发转换

效率达到 25.06%，在电池技

术发展的路线上，始终走在

行业最前沿。

魏蓉是黄河公司西宁分

公司 IBC 电池二级工艺工程

师，7年前，她向习近平总书记

递上一块硅片，这个瞬间一直

激励着她不断前行。7年的时

间，电池转换效率不断提升，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这一切

都是黄河公司西宁太阳能分

公司全体员工不懈努力的成

果。

“我的日常工作涉及 IBC
电池的提质增效、节能降耗等

方面，重点是解决 IBC 电池制

造过程中的工艺问题，提升电

池的转换效率，还有产品的合格率。在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后的 7 年里，总书记的嘱托给了我

巨大的鼓舞，在今后我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工

作技能，为光伏发展贡献一份青春力量。”魏蓉

坚定地说。

习近平总书记来国家电投黄河公司西宁

分公司考察不仅激励了魏蓉，也激励了所有职

工。

作为西宁分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的吴翔，和

研发团队共同参与了公司历代常规电池新产

品的开发和导入工作。2016 年至 2017 年，吴

翔 作 为 项 目 主 要 技 术 负 责 人 完 成 了 第 一 代

PERC电池工艺方案的开发。

“我参与了国内首条量产规模的 IBC 电池

及组件示范线的产品技术研发和生产线建设

工作。2019 年下半年，西宁 200 兆瓦 N 型 IBC
电池及组件项目进入最终冲刺阶段，我和 IBC
电池研发团队，白天进行设备吊装、搬运、安

装、调试工作，晚上总结、分析数据，制定工艺

方案。”吴翔告诉记者。

就这样，经过 3 个多月的奋战，经过无

数次实验与研究后，黄河公司 IBC 高效电池

及组件产线成功如期量产。如今，IBC 电池

平均转换效率不断突破，在高效光伏电池和

组件领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跻身国际先进

行列。

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推广应用，一项项发

明专利获得认证，一个个科技创新荣誉满载而

归，这些成绩是西宁分公司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的有力见证。

“关键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里，而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与创新是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不二法门’。”吴翔说，科技

研发没有终点，每一次新的突破都意味着新的

研发旅程的开始。

“我们公司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取得新成绩。发布《光伏储能实证基地

蓝皮书》（2022），分享打造一流光伏、践行‘双

碳’目标的真知灼见，探讨未来发展新思路、新

模式和新举措。圆满承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中

国角‘清洁能源发展及绿电转化应用’主题边

会，‘黄河光伏’在埃及向世界发声。”黄河上游

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于

淼说，2023 年将加快创新成果转化落地，“1025
工程”项目产品质量通过测试取得合格证书；

持续开展光伏制造技术研发，TBC 电池研发

效率达到 25.5%，完成产业化 IBC 大尺寸电池

及组件产品的设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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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能源局印发《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

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规划布局

方案》，在青海规划建设海南戈壁基地、

海西柴达木沙漠基地，配套建设至中东

部地区的特高压外送通道。

2022 年 6 月 26 日 ，海南藏族自治

州光伏发电园区——光伏发电装机容

量为 8430 兆瓦，打破 2245 兆瓦的原纪

录，荣获最大装机容量的光伏发电园区

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龙羊峡水光互补

发电站——光伏装机容量为 850 兆瓦，

龙羊峡水电站装机容量为 1280 兆瓦，

总计 2130 兆瓦，荣获最大装机容量的

水光互补发电站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

……

一项项“星”光闪耀的成绩，让青海

再次刷新世界光伏产业发展的新纪录，

进一步提升了“世界光伏发展看青海”

的影响力。

展望今朝，我省充分发挥资源禀赋

优势，有力有序高质量开发全省清洁能

源资源，高质量推进“国家清洁能源产

业高地”建设，电源建设实现新跨越，电

网建设形成新骨架，储能示范取得新进

展，全面推行“链长制”“包保制”，持续

壮大光伏产业，持续开展“绿电行动”加

快推进电能替代，以实实在在的务实行

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

一路走来，我省在重大能源项目发

展方面同样蹄疾步稳，新型储能实现多

元发展，海南、海西、黄河上游 3 个新能

源基地、茨哈峡、尔多水电站、黄河上

游梯级电站大型储能项目等纳入国家

《“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

2022 年 ， 我 省 提 前 一 个 月 完 成 全 年

424 亿元投资目标任务，全年实际完

成 492 亿元，超额完成 68 亿元。全省

电力装机达 4468 万千瓦。其中，清洁

能 源 装 机 4077 万 千 瓦 ， 新 能 源 装 机

2815 万千瓦。煤炭产量 936.5 万吨，原

油产量 235 万吨，天然气产量 60 亿立方

米，在征程上迈出了新步伐、取得了新

成就。

就如何更好地将资源禀赋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全国政协委员王昆说，

依托青海和西藏风、光、水电、油气等资

源禀赋，大力发展绿氢、灰氢经济，发挥

氢能在国家能源转型中的重要作用，推

动青藏公路交通工具绿色转型。以清

洁能源为支撑，推动青藏公路数字化建

设，以建设绿色“天路”为契机，推动青

藏高原氢能产业发展，主动融入国家能

源战略，着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

地，加快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在服务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

举措方面作出新成绩。

新时代实现新跨越，新征程取得新

成就。今日之青海，正驰骋在清洁能源

产业建设的发展快车道上，坚定不移沿

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奋力

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青海篇章。

以实干创造新成绩 以担当交出新答卷

一面面定日镜驻守在戈壁深处，将

荒漠扮成“银色向日葵田”，高耸的吸热

塔散发着熠熠光辉，风力发电机的叶片

迎风飞转，一排排巨型风机将风转化成

电能，成为绿色循环经济建设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

日前，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

布《关于印发青海省项目谋划攻坚专项

行动方案的通知》，方案中明确，以海

南、海西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为依

托，积极推进光伏发电和风电基地化规

模化开发，谋划一批光伏、风电、光热、

水电、“源网荷储一体化”“多能互补一

体化”等项目，加快清洁能源规模化高

质量发展，为我国“双碳”目标贡献青海

力量。

青海“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的阔

步推进，正在进一步擦亮青海“绿电”的

金字招牌，为高质量打造国家清洁能源

产业高地注入新的澎湃动能。在海西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2021 年 4 月，国网

青海省电力公司启动鱼卡开关站扩建

工程，建设 2 台 750 千伏主变压器及 6
条 330 千伏出线，与青海西部地区 330
千伏主电网紧密相连，为近区新能源并

网消纳提供有力保障；在海南藏族自治

州以“光伏发电”“沙漠治理”等为重点，

采取“板上发电、板间放牧、板下治沙”

的方式，实现土地综合利用，最大程度

放大基地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全国人大代表乔亚群说，我们将不

断做强做优新能源产业，稳步推进大基

地电站项目建设，着力完善电网结构，

积极争取国家特高压电网布局，增强电

网汇集能力，构建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

源的新型电网系统；加强基础调峰电源

建设，加快建设抽水储能、压缩空气储

能、光伏制氢、锂电储能等项目，补齐新

能源电力不稳定、无法平滑送出的短

板；全力提升零碳产业园区规模，通过

逐步释放金属镁一体化、高纯晶硅、金

属锂等项目产能，增强清洁能源就地消

纳能力，为提升国家能源大局中的“青

海分量”作出海西贡献。

绿色创新谋发展 提质增效开新局

复工复产忙，银线飞高原。为优化

西宁南川工业园区电网结构，330 千伏

麻岭变电站正加紧扩建；

湟 源 峡 谷 ，日 月 山—— 杜 鹃 双 回

750 千伏输电线路跨越 G6 京藏高速公

路，条条银线向远方延伸；

黄河谷地，330 千伏吉祥变电站 2
号主变及断路器相关检修和试验加快

推进，为实现全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

供保障；

九曲蜿蜒的黄河上，羊曲水电站开

足马力加快推进工程建设，建成运行后

年可发清洁电量近 50亿千瓦时……

春回大地，处处涌动着蓬勃的生

机，汇聚成推动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强劲动能。从“风生光起”走向“风

光无限”，青海作为全国清洁能源最为

富集的地区之一，水丰、光富、风好、地

广，发展清洁能源优势明显，综合开发

条件居全国之首，目前青海电网的新能

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分别超六成和

九成。

今年，随着 750 千伏昆仑山、日月

山——杜鹃双回线路等 10 项重点工程

建成投运，日月山主变扩建等 15 项工

程开工，青海 750 千伏东部“日”字形、

西部“8”字形坚强网架将全面形成，239
项农网巩固提升工程陆续实施……众

多重大电网工程建设源源不断为青海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电力保障，助推

青海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区和国家

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

在“追光逐风”的路上，青海正向着

新能源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追

逐前行。

位于海东市河湟新区平北经济区

内的零碳产业园是青海省首个零碳产

业园，也是目前国内规划面积第二大的

零碳产业园区。2022 年底，随着国网

青海电力 110 千伏古驿变电站 2 号主变

第五次充电顺利完成，标志着青海省零

碳产业园首个 110 千伏“绿电”工程正

式投入运行，这将为产业园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强的供电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杨勇表示，随着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的推进，青海正加速新能

源综合开发应用，“十四五”时期，青海

应按照“有序开发、量率统一、适度超

前”原则合理安排新能源开发时序，持

续推动以风光为代表的新能源大规模

发展。继续加快推动建设新的特高压

通道，持续提升向东部省份送电能力。

与此同时，将发展储能、提高电力系统

灵活调节能力作为电网建设的主要发

力点，优化新能源电力调度控制，不断

提升新能源消纳水平，助力青海将无限

“风光”转化为绿色优势、经济优势。

服务高地建设 促进能源转型

本报记者 董 慧

日月交替，四季轮换。“十四五”
是“双碳”目标实现的战略关键期，能
源结构调整是我国实现碳中和的关
键实施路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青海能源事业发展，精准把脉青海

“富光丰水风好地广”能源资源优势，
先后多次作出重要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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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青海“三个更加
重要”战略地位，作出青海“打造国家
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重大要求，为
青海能源事业高质量发展锚定了新
航标、擘画了新蓝图。

全省能源战线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嘱托，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按照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的“建设
六个现代化新青海”的总目标，走出
了一条符合青海能源保障供给发展
实际的“新路子”。

今天，依托自然资源禀赋，青海清
洁能源发展阔步向前，以新发展理念
引领清洁能源发展，着力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努力将清洁
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发展
优势，积极开展绿色低碳社会行动示
范创建，呈现产业集群发展的强劲态
势，聚力推进清洁能源与生态环境协
同发展，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共生……

迈向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迈向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迎接壮阔迎接壮阔““绿色绿色””前景前景

电子级多晶硅项目的顺利投产，使青海成为国
家重要的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和电子材料基地，具有
强烈的推动作用。 本报记者 李娜 魏雅琪 摄

藏毯成为青海特色产业走向世界的“金名
片”。 本报记者 李娜 魏雅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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