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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0 日，踏上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德令哈市的第一天，就有人告诉我们，德令

哈有“两个太阳”！

第二天，当我们来到德令哈市近郊，“第

二个太阳”就闯进了视线——27135 面光热

定日镜如同向日葵般跟着太阳的轨迹缓缓

调节角度，将一束束阳光反射至 200 米高的

吸热塔，吸热塔顶端的吸热器如同一个白色

的“光球”，与天空的太阳交映成趣。这一

刻，我们读懂了德令哈人的骄傲，也决心一

探德令哈这座“光热之都”的奥秘。

海西州土地资源丰富，面积占青海省总

面积的 43.2%。同时，太阳能水平面总辐射

量在 6500—7400 兆焦/平方米·年之间，太阳

总辐射年辐照量等级为“最丰富”。

根据自身优势定位产业优势，海西州成

为我国光热发电的先行者。经过多年探索

与积累，已建成 3 个光热项目 16 万千瓦，是

全国光热规模最大的地区之一，在全国光热

行业极具影响力。

一轮红日加上八百里瀚海戈壁，一次光、

热、电的成功转换，海西不仅将阳光聚在了柴达

木，还将世界新能源发展的目光聚在了这里。

从“聚焦”的光
到“友好”的电

太阳能热发电就是将太阳能转化为热

能，再将热能转化为电能的全新新能源应用

技术。目前，以熔盐作为传热流体的塔式技

术、以导热油作为传热流体的槽式技术是主

流的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而德令哈的两位

“邻居”——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青海中控）和中广核太阳能德令

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核德令哈公司）

就分别应用了这两项技术。

在青海中控 50MW 塔式熔盐储能光热

电站（以下简称中控 50MW 塔式光热电站），

定日镜以吸热塔为中心，呈圆周状分布，定

日镜通过方位角和高度角的调节，将太阳能

反射汇聚到吸热塔顶部的吸热器上，液态的

二元硝酸低温熔盐通过冷盐泵驱动，流经塔

顶 吸 热 器 吸 收 热 量 ，温 度 可 升 至 290℃—

565℃，这就是我们见到的“第二个太阳”。

被加热的熔盐流入高温热盐罐中储存，在需

要发电时，高温熔盐与水换热后产生高温高

压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组发电。

“青海中控是在光热发电领域起步较早

的公司，也是第一个落地海西的光热发电公

司。”站在高处俯瞰整个镜场，青海中控质量

技术开发部经理谢寿安说，“眼前的电站配

置 了 7 小 时 熔 盐 储 能 系 统 ，设 计 年 发 电 量

1.46 亿千瓦时，相当于 8 万余户家庭一年的

用电量，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4.6 万吨，同时减

排二氧化碳气体约 12.1万吨。”

不远处的中广核德令哈50MW光热发电

示范项目，190个槽式集热回路通过单轴跟踪

太阳，将多方位投射在镜面的阳光反射聚焦至

中心真空集热管上，从而加热集热管内的导热

油，一部分导热油通过蒸汽发生系统产生高温

高压的水蒸汽冲动汽轮机发电机组做功发电；

另一部分导热油通过油盐换热器存储在熔盐

罐内，当夜间或太阳辐照不足时，换取熔盐罐

内的热量，实现发电机组24小时连续运行。

中广核太阳能德令哈有限公司党支部

书记、执行董事杨涛说：“中广核德令哈项目

投产以来，累计发电 4.3 亿千瓦时，等效节约

标煤 12.93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3.2 万

吨，相当于植树造林 1000公顷。”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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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靓） 日前，国家

疾控局、中国疾控中心召开全国重点寄

生虫病综合防治工作推进会暨 2024 年

度全国寄生虫病监测与防控工作会议，

通报 2023 年度全国重点寄生虫病防治

项目绩效完成情况，我省人群包虫病 B
超筛查、学生等重点人群筛查、野外犬

科动物调查和驱虫、家犬驱虫等各项监

测任务完成率均达到 100%，圆满完成

疟疾等其他寄生虫病监测工作。

近年来，我省对照国家监测工作要

求，制定印发年度包虫病和其他寄生虫

病监测方案，明确监测任务和方法，开

展专题培训，提升业务水平，认真落实

工作月报制度，加强监测数据分析应

用，及时调整全省包虫病防治策略。

同时，我省围绕包虫病综合防治各

个环节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

为持续巩固好来之不易的工作成果，把

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实践经验固化下来，

2023年 9月 1日，《青海省包虫病防治条

例》正式颁布施行。青海省是全国首个

就包虫病防治工作进行单独立法的省

份，以包虫病防治“小切口”推动解决关

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大问

题”的立法思路，确保包虫病防治工作

规范化、法治化，筑牢了新时期包虫病

防治体系的法治基石。

全省农业农村、公安、林草、市场监

管等部门进一步强化包虫病传染源管控

和传播途径阻断措施，积极争取北京清

华长庚医院董家鸿院士团队等省外优势

医疗资源，统筹全省医疗救治力量，加强

患者规范救治与随访管理，保持包虫病

手术患者动态“清零”，全省人群包虫病

患病率降至 0.13%历史新低水平，39 个

流行县中有 35 个县人群患病率控制在

1%以下，控制率达到 89.74%，全省包虫

病流行态势得到持续有效控制。

我省包虫病等重点寄生虫病
监测与防控成效显著

当真正置身于青海中控50MW塔
式熔盐储能光热电站的镜场时，我们
惊异地发现，海西不仅有“两个太阳”，
还有“两片天空”。一片在头顶与太阳
相伴，注视着海西的追光旅程；另一片
在戈壁滩的一面面定光镜上，映照出
海西人带给我们的工业浪漫。

在项目的集热塔下方有一个观景
平台，可以俯瞰整个镜场，这个平台有
一个特别“霸气”的名字——光明顶。
这三个字嵌在一面墙上，是我们登上
观景平台看见的第一个景观，其下还

有两句话：“发扬‘追光人’精神，
挑战不可能！”那一刻，我们读懂了
这些不善言辞的“追光人”对这份职
业的骄傲，也看到了一系列晦涩难懂
的发电原理背后，那份独有的工业浪
漫。

在这里，你可能会不理解各种发
电机组的工作原理，也无法完全参透
光热电转换的奥秘，但你一定会被从
四面八方射向集热塔的光束所震撼；

在这里，你可能听不懂那些陌生
的专有名词，也可能不了解绿电的发
展历程与发展方向，但你一定会因投
射在戈壁滩上的那一片蓝天而惊叹；

在这里，你可能会觉得中控室不
断变化的数字枯燥又难懂，也可能会

觉得热成像后的集热塔是那么的抽象
又普通，但你一定能为墙上“绿色未
来，触手可及”的标语找到最好的注
解……

这就是追光的浪漫！是向阳而行
的勇气，是了解光、读懂光、利用光的
孜孜不倦，更是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
银山的实践探索。

这就是工业的浪漫！是“人造”的
壮丽奇观，是枯燥生产中的诙谐幽默，
是不经意间表达出的热爱与执着。

走出几家企业的项目现场与厂
房，告别那些“庞然大物”的生产设备，
我们在想，下次，该如何介绍海西？或
许会说——欢迎到海西，去看壮丽湖
山，去品工业浪漫！

本报记者 贾 泓

来海西，感受工业的浪漫

青海中控50MW塔式熔盐储能光热电站俯瞰图。 青海中控供图

本报西宁讯（记者 张慧慧） 5 月

17日，记者从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南川工业园区获悉，园区已率先在

全省开启晶硅、锂电产业零碳标准体系

研究工作，助力“零碳园区”建设。

据悉，该标准体系的研究工作分

为调研、编制、评审、成果转换 4 个阶

段，技术支撑单位将从核算方法、规划

建设、能源利用、资源环境、运营管理、

能力建设等方面，制定南川工业园区

晶硅、锂电产业零碳标准体系，为园区

扎实推进零碳产业园建设提供统一、

清晰的前瞻性指导，形成可执行、可参

照、可复制的规范标准。目前，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标准化处、省质量和标准

研究院、省智慧双碳大数据中心、国网

西宁供电公司、园区 8 家规上企业等单

位有关领导、专家及技术支撑单位招

商局检测认证（重庆）有限公司相关人

员已就零碳标准体系研究工作进行讨

论并达成共识。

近年来，南川工业园区以产业规

划为先导，以品牌企业为龙头，大力发

展产业链经济，努力打造千亿锂电、光

伏产业集群基地。园区将从规划、建

设、管理、运营全方位系统性融入碳中

和理念，依托零碳操作系统，以精准化

核算、数字化整合、智慧化管理实现产

业低碳化发展、能源绿色化转型、设施

集聚化共享、资源循环化利用，努力实

现园区内部碳排放与吸收自我平衡，

建设生产生态生活深度融合的新型产

业园区。

西宁南川工业园区

率先开启晶硅、锂电产业零碳标准体系研究

本报记者 公保安加

不久前，31 名天津援青教师离开

家乡，风尘仆仆跨过山海抵达黄南藏

族自治州，开启了他们教师生涯中一

段特殊的旅程。

自 2010 年 援 青 工 作 开 启 以 来 ，

天津大规模、多批次、常态化交流援

建，选派 5 批 392 名援青干部，从渤海

之滨来到青海高原，扎根黄南，做黄

南人、说黄南话、办黄南事，为这片土

地焕发新彩贡献了天津力量。

脚踏实地，
刻下永不磨灭的印记
黄南州每一处细微的发展变化

里 ，都 印 刻 着 援 青 干 部 的 深 情 和 辛

劳。近年来，天津援青指挥部在持续

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升级加力，累计投

入援青资金 2000 多万元，改善基础

设施，实现水路两通“三级跳”。同

时，在盘活资源挖掘产业上谋思路、

下苦功，使得一个个经济“薄弱村”转

变为欣欣向荣的“富裕村”。

曾经，人畜饮水问题困扰着黄乃

亥乡重点贫困村，也在一定程度上成

为产业发展的“拦路虎”。天津援青指

挥部先后投入援建资金，实施黄乃亥

乡重点贫困村人畜饮水安全工程、“村

村通”项目，让清冽的自来水通往家家

户户，把水泥路修到群众家门口。

如今，黄乃亥乡日秀玛村又借助

天津援青人才资源优势，探索出“日

秀玛模式”，在现代农业发展中逐步

成为同仁乃至整个黄南州乡村振兴

产业发展的典型和样板。

“让黑青稞产品走出高原、迈向

全国。”经天津援青指挥部牵线搭桥，

由天津经开区健康食品开发企业加

工生产，来自日秀玛村庄稼地里的粮

食“变身”黑青稞桃酥、青稞燕麦营养

麦片、高纤黑青稞麦片以及黑青稞挂

面等系列产品。在第 23 届中国·青

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暨第二

届中国（青海）国际生态博览会上，黑

青稞桃酥“一炮走红”。

正如日秀玛村一样，日新月异的

黄南处处可见天津印记——州民族

体育馆、尖扎县津缘广场、泽库津滨扶

贫创业孵化园、同仁妇女手工编织创

业基地、“天津·黄南”生态农牧业科技

示范园、党建领航+文化旅游+精准扶

贫+乡村振兴的“德吉经验”……都已

成为津青两地合作交流的成功典范。

据统计，2022 年以来,天津援青

实施智力支援、产业发展促进就业、

保障和改善民生、交往交流交融及文

化教育五大领域 161 个项目，投入援

建资金 2.894 亿元，涵盖美丽乡村建

设、乡镇卫生院提标升级、县医院改

扩建及附属工程建设项目、通村公路

建设、乡村污水处理厂建设及就业创

业促进工程等。这些项目，在农牧民

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基本公共服务水

平提升，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发展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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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走在黄南大地，天津印记随处可见。图为德吉村全貌。
通讯员 张海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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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赋能电力赋能，，
河湟乡村气象新河湟乡村气象新

国家电网青海电力三江源国家电网青海电力三江源（（海东海东））共产党共产党
员服务队队员排查光伏扶贫电站隐患员服务队队员排查光伏扶贫电站隐患。。

李永鹏李永鹏 摄摄

下图：黄南州河南县企业负责人到天津科技大学跟班学习。
天津援青指挥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