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岁末年初，一条“绿电大通道”——

青海至河南±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

正式投运，满功率运行后，每年可输送清

洁电力 400 亿千瓦时。来自高原的清洁

能源，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中部多个省份。

青海是全国太阳能、水能、风能等清

洁能源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开发

建设条件优越。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

在青海考察时强调：“必须把生态文明

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来抓，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筑牢国家生态安全

屏障，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

益相统一。”

青海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着

力先行先试推动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

建 设 ，开 辟 出 清 洁 能 源 发 展 的 一 片 新

天地。

不断提升清洁能源
供给和质量

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塔拉滩，清

澈的蓝天下，一排排深蓝色的发电光伏

板整齐排列。塔拉滩往东 45 公里，是黄

河“龙头”电站——龙羊峡水电站。一条

330 千伏电压等级输电线路连接着“光”

与“水”，形成全球最大的“水光互补”项

目之一。

作为黄河上游第一座大型梯级电

站，龙羊峡水电站承担着调频、调峰任

务。黄河上游水电开发公司龙羊峡发电

分公司副总经理黄青刚介绍，项目规划

总装机容量 85 万千瓦的光伏电站，5 年

前并网发电，被视为龙羊峡的“虚拟水电

机组”。

“水光互补，就是将光伏电送至水电

站，通过水轮机组的快速调节，将原本光

伏间歇、波动、随机的、功率不稳定的锯

齿型光伏电源，调整为均衡、优质、安全

的平滑稳定电源，最终利用水电站的送

出通道送入电网。”黄青刚介绍，电站一

年可发电 14.94 亿千瓦时，对应到火电，

相当于一年节约标准煤 46.46 万吨，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约 122.66 万吨，二氧化硫

3944.16 吨。

青海省能源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 2020 年底，青海全省电力装机 4030 万

千瓦，其中水电 1193 万千瓦、光伏 1580
万千瓦、风电 843 万千瓦、光热 21 万千

瓦。清洁能源装机 3637 万千瓦，占比达

九成，青海能源供给能力和质量都大幅

提升。

能源向清洁低碳转
型持续加速

2020 年 5 月 9 日至 8 月 16 日，青海

电网连续 100 天对三江源地区 16 个县和

1 个乡镇全部使用清洁能源供电。这是

继往年“绿电”7 日、“绿电”9 日、“绿电”

15 日之后，时间跨度最长、全清洁能源

供电的一次创新实践。

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巴颜喀拉牦

牛乳业有限公司，100 天内生产用电全

部使用“绿电”，企业满负荷生产，还省下

了 1 万多元电费。“用‘绿电’，清洁又便

宜！”董事长吾金才夏说。

“ 清 洁 能 源 发 展 成 果 广 泛 惠 企 惠

民。”青海省电力公司调度控制中心主任

方保民说，青海 100%清洁供电不断刷新

世界纪录。

青海积极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清洁

低碳转型持续加速，清洁能源消费比重

领跑全国。据青海省能源局副局长周武

介绍，青海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目前

呈现出“三增一降”的良好态势，非化石

能源消费比重增长到约 43%，天然气消

费比重增长到 36%左右，电力终端能源

消费比重增长到约 45%，煤炭消费比重

下降至 30%左右。

大规模清洁能源开发，为青海电网

升级改造提供了强大支持。截至目前，

青海全省农网供电可靠率达 99.8％，农

牧民群众实现了由“用上电”向“用好电”

的转变。有了稳定的动力电，兴海县子

科滩镇的华杰加扩大了养殖规模，还开

了饲料加工作坊。“家里去年收入超过 5
万元。”他说。

2018 年，国家能源局批复青海创建

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青海省日前宣

布，青海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省部共建

协调推进工作机制正式建立，清洁能源

示范省建设步入快车道。

科技助力清洁能源
开发利用

在青海能源大数据中心创新园区光

伏电站集控中心，工作人员张顺正通过

计算机，远程统计当日新能源场站运行

及发电量情况，新能源场站信息在这里

一目了然。

这一功能的实现，得益于大数据平

台所提供的新能源电站集中监控、功率

预测、设备健康诊断等业务应用。2018
年 1 月，青海建成全国首个新能源大数

据中心；2020 年 6 月，青海正式启动共享

储能辅助服务市场；2020 年 12 月，建成

青海省智慧能源中心。

“截至 2020 年底，平台已接入新能

源电站 235 座，7 家新能源企业 48 座电

站实现‘无人值班、少人值守’，电站运维

成本降低 40%以上。”青海省电力公司企

业市场运营中心产品主管郭树锋说。如

今，运营人员通过大屏幕，对远在几百公

里 之 外 的 新 能 源 场 站 设 备 进 行 在 线

管理。

青海省光伏发电并网技术重点实验

室主任梅生伟说，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

建设离不开科技支撑，近年来，青海不断

开展技术革新，推进储能技术探索。

据黄河上游水电开发公司科技管理

部主任石生斌介绍，龙羊峡—拉西瓦储

能工厂完成预可研编制及审查，建成 6
个电化学储能项目，获批国家首批科技

创新试点储能领域示范项目。当地还组

建了光伏产业技术创新中心等一批科研

平 台 ，太 阳 能 电 池 组 件 技 术 实 现 多 项

突破。

在能源科技领域，青海创新亮点引

人注目：研发新能源并网实时柔性控制

系统，建成百兆瓦太阳能光伏发电实证

基地、大型商业槽式光热发电项目……

“‘十四五’期间，青海将瞄准国家

重要新型能源产业基地目标，重点发展

光伏、风电、光热等新能源，建设多能互

补清洁能源示范基地，统筹内消外送两

个 方 向 ，为 碳 达 峰 作 出 青 海 贡 献 。”周

武说。

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步入快车道

青海 绿色发展风光好
本报记者 刘成友 王 梅

青海牢牢把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着力做好转变发展方式

和生活方式的文章，让绿色成为高质量

发展的底色。发展清洁能源的实践探

索 ，就 是 青 海 坚 守 绿 色 发 展 的 代 表 作

之一。

发展好不好，最终要靠产业说话。

只有各方带头提高创新能力，努力形成

更多更好的创新成果和产品，在创新发

展方面才能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近年

来，青海积极融入国家能源生产和消费

变革，创新清洁能源发展机制和模式，大

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将资源优势转化

为发展优势，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目前，清洁能源日渐成为青海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

绿色发展让青海“风光”更好。这个

道理再次证明：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

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保持定力、挖

掘潜力，把生态保护好，把生态优势发挥

出来，就一定能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

行稳致远。

保持定力 挖掘潜力
柳成荫

党的创新理论实践典型案例

■快评R

走进广州增城区永宁街凤馨苑社区

综合文化中心，一段熟悉的手风琴乐曲传

来，到近前一瞧，原来是几位社区居民正

在活动室里演奏《新年好》。

兰萍阿姨今年 65 岁，是湖北荆州人，

往年春节回老家的她，今年决定留在广州

过年，还当起了社区文化中心图书室的志

愿者。据了解，永宁街道是名副其实的

“来穗大镇街”，像兰阿姨这样的外来居民

还有很多。据广州市来穗系统显示，截至

今年 2 月 2 日，永宁街登记在册出租屋 3.2
万套、来穗人员 12.9 万人，约占永宁街总

人口的 66.7%。

“今年永宁街约有 8 万名来穗人员留

穗，共度新春佳节，相较去年同比增长约

60% 。”永 宁 街 来 穗 中 心 负 责 人 李 永 扬

介绍。

为了让更多的群众留在广州过年，感

受广州的热情与温暖，广州各部门发起了

多主题的关爱活动。广州市总工会向在

穗过年的环卫工赠送 1 万份暖心围脖；越

秀区引导来穗人员主动加入来穗人员文

明交通志愿服务队，共同参与文明交通指

引及各项社区服务；海珠区赤岗街“红领

巾”亲子志愿者带着爱心福袋，向老年人

献上精心准备的新春礼物；白云区组织各

类网上艺术培训、

知识问答、抢免费

电影券、有奖作品

征集活动等。

广州：温暖携手 共度佳节
本报记者 姜晓丹

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24 岁的朱

卓成决定留在济南过年。作为济南热

力集团公司的供暖项目负责人，冬天

他一直走街串户，修管道、换阀门，为

大家送去“温暖”。

“按照轮休政策，我是能回老家过

年的。”朱卓成说，“因为是独子，父母

都希望我能回去，我和家人商量后，还

是决定留守岗位。”

他为济南保供暖，济南也为他送

“温暖”。近日，济南推出 12 项政策，鼓

励和保障企业

稳岗稳产和外

来留济人员就

地过年。除了

每人 500 元专项补贴和每人每天 100
元加班补贴，还推出了惠民消费券，景

区、文体场所免费，医院免门诊费，困

难农民工救助等措施。据统计，济南

热力集团公司所属的济南能源集团，

今年共有 1200 余名外地职工留济过

年，目前各类补贴已经陆续发放到位。

“工会开展各类活动，还发了电影

票，职工文体中心全天开放。”朱卓成

说，集团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在大年三

十、初一这两天，都要和外地职工一起

过年和值班。

值班之外的日子，朱卓成和朋友

一起到济南各个景点逛了逛。“平时工

作忙，正好趁这个机会好好看看。”

济南：强化保障 安心过年
本报记者 肖家鑫

搬进新房子
蹚出新路子

“服务员，再上一斤

羊肉！”“好嘞，马上来！”

云南曲靖市会泽县一家

火锅店店主刘金芬声音

爽朗。

夜 色 将 至 ，晚 霞 的

余晖落在刘金芬的火锅

店门头上。走进一看，

上 下 两 层 摆 放 了 10 张

桌子，不少客人正在就

餐，还有两桌已被预订。

去 年 ，刘 金 芬 一 家

人作为会泽县最后一批

易地扶贫搬迁群众，从

乌蒙山区的旧瓦房，搬

进 了 县 城 集 中 安 置 区

100 平方米的楼房。

刘 金 芬 也 曾 有 担

忧：丈夫身体不好，婆婆

年事已高，三个孩子有

两个在读书。以前在老

家，还能种几亩地；搬进

城，咱能干点啥？街道

工作人员提供了两个方

案：到安置区的扶贫车

间务工，每月有 3000 元

工资；安置区的商铺正

在招商，租金优惠、三年

免税，有创业补贴。

刘金芬和家人一合

计，决定开一家羊肉火

锅店。大女儿陈艳娇辞

去了昆明的工作，回家

帮刘金芬一起经营。

店面紧挨着马路，

一年 5 万元的租金。去年 9 月，火锅

店正式开张。“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

毛收入 3 万多元。开张后，政府还发

了一次性创业补贴。”

“搬进城的那天，就是好日子的

开始！”夜幕降临，路灯亮起。这时，

店里又进来一拨客人，刘金芬赶忙迎

上去：“欢迎光临，快进里面坐！”

香甜火龙果
红火一个村

屋外，初春暖阳为千亩火龙果园

披上一身“金装”；屋内，眼瞅着日头高

起，陈海云加快了手里的活儿，火龙果

干被码齐、装袋、封箱，即将运走。

家住福建厦门市翔安区大宅社

区大宅村，今年 45 岁的陈海云是村

里的“第二产业促进员”。“主要就是

研究火龙果的深加工。来，尝尝我们

开发的火龙果花茶！”

以前，这里几百亩的地瓜、花菜，

养活不了 2000 多口人，年轻人纷纷

离乡找出路。“上学时经常帮爹娘挑

着地瓜去镇里卖，挣不到钱不说，一

到下雨还总摔跤。”陈海云说。

2006 年 ，在 外 经 商 的 陈 锦 芳 决

定回村创业，他自费外出学习技术、

考察市场，火龙果在大宅村生根开

花。火龙果专业合作社也应运而生，

主社区设立 8 个网格责任片区，设置

火龙果种植技术党员示范岗 10 户，

带动了全社区 300 余户农户加入。

如今，大宅村拥有占地 1300 余

亩的火龙果种植示范基地，2020 年

产值约 4000 万元。经过技术改良，

他们培育的火龙果皮厚、耐储藏、甜

度高，还有黄龙果和青龙果，个头更

大、果味更香，经济价值也更高。

一杯热茶还未品完，一通电话又

让陈海云匆匆出门，直奔村里游客接

待中心。眼下，田舍民宿、农耕体验

等休闲项目也在大宅村落地，陈海云

的工作更忙了……

米香蟹又肥
农场日子美

“开饭咯！”喷香油亮的大米饭一

上桌，松峰家庭农场负责人何峰一家

的团圆饭就齐活儿了……

“这就是咱自家种的蟹田米。”饭

桌上，何峰话里透着自豪。“去年，农

场加合作社一共 2000 亩地。”

何峰是辽宁辽阳灯塔市张台子

镇天河泡村村民。“方言里的‘泡’，

就是水坑的意思。我们这里地势低

洼，水田特别适合养蟹。”在外打工

长了见识，回头再看自家这块地，何

峰决定跟丈夫一起回乡创业。卖蟹

给夫妻带来了收入，出产的米也供

不应求。“买我家米的，都是买蟹的回

头客！”何峰说，“养蟹要求水质好，

客户看到我家蟹养得好，都纷纷来

买米。”

蟹在田里，不仅能

帮忙除杂草，还能直接

给 稻 田 提 供 肥 料 。 到

了 秋 天 ，蟹 子 肥 了 ，稻

子 也 熟 了 ，一 地 双 产 ，

一亩地平均能多出 800
多 元 的 利 润 。“ 多 一 种

产品，农民就多一条出

路。”何峰说。

如今，何峰给大米

注册了品牌，成了当地

的 产 业 带 头 人 。“1000
亩 家 庭 农 场 的 土 地 是

流转来的，1000 亩合作

社的土地是 103 户农民

入 股 。”何 峰 说 ，“ 把 大

家 从 传 统 农 业 里 解 放

出来，有力气的外出打

工 ，还 可 以 多 挣 一 份

钱。”

小小柑橘树
飘香振兴路

小 青 瓦 ，白 粉 墙 ，

石 墙 裙 …… 木 格 窗 棂

上，映着午后暖暖的阳

光。卢王伦拿着剪刀，

又往柑橘地里跑。

家 住 重 庆 市 渝 北

区统景镇江口村，卢王

伦 去 年 翻 修 了 自 家 房

子 ，加 盖 一 层 小 楼 ，院

子 里 栽 上 花 ，焕 然

一新。

房子越住越好，离

不 开 小 柑 橘 的 贡 献 。

卢王伦今年 63 岁，早年

一 直 在 外 务 工 。 几 年

前，村里发展集体经济，村民把土地

流转给村集体，村民们拿分红，领租

金，还能在村集体务工。

卢王伦也参与其中。现在，他一

有空就去柑橘地里。“没想到，回乡还

能找到工作哩！”卢王伦说。

渝北区的北部是广阔的山村，曾

经土地撂荒，村民们种地也赚不到

钱，纷纷外出。近年来，当地提出到

2022 年栽种 10 万亩经果林、10 万亩

生态林，着力提高农业现代化、农村

景区化、农民职业化水平，探索丘陵

山区乡村振兴路。

以前种洋芋、红薯的地里，冒出

了柑橘树苗。统景镇组建了技术人

才团队，广泛使用机械化设备，还聘

请了农机操作手和果园专业化管理

工作人员。

“农村美了，老百姓还吃上了旅

游饭。等到 3 月，李花盛开，这条路

估计又要堵哟。”村支部副书记任地

来到李花树下，嫩绿的芽尖上已冒出

花骨朵。不远处的一处集市上，金灿

灿的柑橘堆成一座座小山，往来游客

络绎不绝……

退捕上岸后
过上新生活

“以前，我一边打鱼，一边承包芦

苇荡。为了给造纸厂运芦苇，还买了

条起重船跑水运……”长江流域十年

禁捕、造纸厂全面引导退出、“三无船

舶”清理，湖南益阳沅江市莲花岛村

村民彭海军没想到，52 岁的自己会

迎来生活的巨变。

虽然有些伤感，彭海军还是觉得

做得对。“眼看南洞庭湖里的鱼，越来

越少，越来越小。”随着由四个江中小

岛组成的莲花岛村准备整村易地搬

迁，作为莲花岛村莲花红组组长的彭

海军，想要带村民们走新路。

沅江市建立了禁捕退捕渔民安

置保障“一帮一”机制。结对干部为

村民们送来了创业基金，指导他们进

行工商注册、开展培训。从去年 11
月以来，沅江市人社局已为 150 名村

民提供了三期家政、育婴、老人护理

培训。今年 1 月 9 日，劳务公司正式

开业。

41 岁的陈玲，过去是一名家庭

主妇，一家人靠丈夫外出打鱼为生。

退捕后，陈玲成为一名家政员。“想起

新房子，心里还是甜。”陈玲说。

她口中的“新房子”，是已经开工

建设的渔民上岸安置房，建成后将按

成本价提供给莲花岛村等 3 个渔民

村的渔民，算上岛上老房子拆迁获得

的补偿，用渔民们的话说，“自己只出

个零头就够了”。

“融入这么好的新环境，不忘奋

斗的老传统，我们渔民一定能行。”彭

海军说。

（本报记者叶传增、刘晓宇、胡婧

怡、常碧罗、孙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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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了贫更要加油干

就地过年 暖在身边
本版责编：张彦春 康 岩 宋 宇

2 月 21 日 ，在 浙 江

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直

街社区，社区居民、志愿

者正在和孩子们一起包

汤圆。

当日，直街社区举

行“多彩民俗迎元宵”活

动，社区居民欢聚一堂，

包 汤 圆 、赏 戏 曲 、舞 龙

灯 、猜 灯 谜 ，喜 迎 元 宵

佳节。

谢尚国摄

（人民视觉）

多
彩
民
俗
迎
元
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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