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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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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沙漠戈壁到蔚蓝大海，从世界屋脊到广袤平原，新能
源发展呈现勃勃生机。

在党的二十大召开期间，河北日报、河北日报客户端联合甘肃、内蒙
古、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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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能源结构，持续推动绿色发展方面的进展与成效。

河北日报等七家省级党报全媒体联动报道——

优 化 能 源 结 构 推 动 绿 色 发 展

9 月 22 日 15 时，在河北省张家
口市张北县鉴衡实验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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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北地区拥有充足的风力与
光能，为我们新机型的试制提供了
绝佳应用环境。”项目负责人高贤
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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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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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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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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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北柔性直流电网工程投运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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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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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纳能力大幅提升。全省在建
抽水蓄能规模740万千瓦，其中丰宁
抽水蓄能电站规划装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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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期间，河北将加快发展
可再生能源，努力构建可再生能源发
电与其他能源发展相协调、开发消纳
相匹配、“发输储用”相衔接的新发展
格局。到2025年，风电、光伏发电装
机容量分别达到 4300 万千瓦、5400
万千瓦。

河北：追风逐日“绿电”生金
河北日报记者 冯 阳

甘肃：推动新能源产业
高质量发展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占东

西藏：构建清洁能源
“一基地、两示范”新格局

西藏日报记者 张尚华

新疆：绿能强基保供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陈蔷薇

青海：大美青海“风光”好
青海日报记者 咸文静

内蒙古：无限“风光”在北疆
内蒙古日报记者 康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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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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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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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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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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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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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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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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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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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的风电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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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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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已成为内蒙古自治区能源供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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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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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出 的 目
标，“十四五”期间，自治区可再生
能源发电装机要达到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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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俗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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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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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用小时数达 1500—2000 小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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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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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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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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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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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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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藏族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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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一体推进的清洁能源发展
模式。

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
是三江之源，拥有得天独厚的清洁
能源资源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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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2012 年（1454 万千瓦）增长近 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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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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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来，青海7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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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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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扶贫建设成效受到国家高
度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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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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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光伏板微微上倾，迎向阳光。

“西湖”，是人们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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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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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被国家列为第一批绿电交易试点
省份，新能源装机近 3000 万千瓦、居全国
第7位，新能源占全区电力总装机的46%、
居全国第 3 位，新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
的23%、居全国第2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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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4日，昌吉—古泉±1100千
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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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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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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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疆电外送规模也呈现大幅增长态
势。2021年，疆电外送电量达1159.06
亿千瓦时，比 2012 年增长 30.5 倍，年
均增长 46.7%。2012 年至 2021 年，新
疆累计输出电量4652.65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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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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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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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发展新能源产业有“底气”
宁夏日报记者 杨晓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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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大石门水利枢纽工程。
新疆日报记者 苏 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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