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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青海代

表团审议时强调，各地区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

制宜、扬长补短，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

发展之路。

从柴达木盆地到三江源，一排排风力发电机

正不舍昼夜地运转，一座座太阳能光伏发电站矗

立在高原大地。青海结合本地优势和资源，贯彻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正走出一条生态友好的高质

量发展之路。

青海风能、太阳能资源丰富

日前，记者从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获悉：今

年 2 月，青海省内总发电量 65.54 亿千瓦时，其中

水电发电量 23.12 亿千瓦时，占比达 35.27%；新

能源发电量 26.27 亿千瓦时，占比达 40.09%，同

比增长 43.99%。

“这是新能源月发电量首次超过水电，目前

已成为省内第一大发电电源。”国网青海省电力

公司调度控制中心主任方保民说。

青海省风能可开发量可观，太阳能资源也很

丰富。如何把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优势？青海

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正着力打造国家清洁能

源产业高地。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奔腾的黄河

水在这里“沉静”下来。曾代表我国水电工程最

高水平的龙羊峡水电站，如壁伫立。“十三五”期

间，这座水电站又增添了新动力——距离水电站

50 公里的草原上，建有装机容量达 85 万千瓦的

水光互补光伏电站。

原来，针对光伏发电的间歇性、波动性、随机性

等问题，青海运用先进的水光互补调节技术，把这里

的光伏电送往龙羊峡水电站，将不稳定的光伏电调

整为均衡、优质、安全的稳定电源。

记者了解到，目前这座水光互补光伏电站一

年发电量达 14.94 亿千瓦时，已经相当于龙羊峡

水电站年发电量的 1/4。水电站的调峰调频性

能，也因光伏电站的互补作用提高了约三成。

技术领异标新，助推青海清洁能源产业不断

提质增速：2020 年底，青豫直流工程全面建成投

运。这是世界首条新能源远距离输送大通道。“它

的建设投运，有力支撑了青海绿色产业发展。”方保

民介绍，仅过去一年，青海电网就新增并网新能源

场站 87座，装机容量达 861万千瓦。

碳排放量低的“绿电”，
得到更多使用

河湟三月，人勤春早。位于西宁的青海东川

工业园区，一家公司的负责人正在检查生产状

况，公司车间一片忙碌。这家企业是一家新能源

产品相关材料供应商，每年的用电量高达 20 亿千

瓦时。如今，这个用能大户只要登录青海电力交

易 平 台 ，就 可 以 自 主 选 择 更 经 济 优 惠 的“ 绿

电”——这得益于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积极组织

省内新能源企业与 13 个行业的 95 家工矿企业参

与电力直接交易。

“通过使用‘绿电’多边交易，企业用能成本

大幅降低，每年能节省电费几千万元。”该负责人

说，“由于企业选择使用更多‘绿电’，产品生产过

程中碳排放量大大降低，在国内外市场上，这种

产品更具竞争优势。”

进入“十四五”时期，在国家相关政策引领

下，青海省也提出了本省实现碳达峰的相关目

标。据介绍，接下来当地将通过全面提升电网

互联互通能力、全面提高清洁能源消纳能力、持

续创新能源转型青海实践、全力拓展电能替代

领域等措施，着力打造清洁发展新格局，不断提

升青海能源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能力。

清洁能源产业带动当地
群众增收

在海拔超过 3000 米的海东市乐都区寿乐镇

昂麻村，巨大而平坦的山塬之上，大量的光伏板

像是给大山戴上了“蓝帽子”。

“这座集中式光伏扶贫电站是 2019 年夏天

并网发电的，光伏板的数量超过 10 万块。”青海

省扶贫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宏成如

数家珍：别看电站建在昂麻村，覆盖范围却是乐

都区的 141 个村子。

原来，前几年青海在全省 8 个市州建设了 40
座集中式光伏扶贫电站，光伏扶贫项目装机总规

模达 73 万千瓦，每年发电预期可产生收益 5.7 亿

元，惠及 28.3 万群众。

针对地域辽阔的现实，青海通过运用大数

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推动新能源场站向“无人

值班、少人值守”的数字化运维模式转变。

“像这样一座占地上千亩的集中式光伏电

站，需要的运维人员不多，线路损耗也大大节

约。”张宏成算过一笔账，运用先进技术，电站可

以减少整体运行成本 40%以上，青海 40 座集中

式 光 伏 电 站 加 起 来 ，每 年 可 降 低 运 行 费 用 约

2000 万元。

青海将光伏项目收益全部分配到村集体，集

中资源办大事。“每年每个村的光伏项目收益在

30 万元左右，其中六成将用于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剩下的四成则作为扶持资金，通过设立公

益性岗位带动困难群众稳定增收。”寿乐镇党委

书记祁利德告诉记者，“我们正谋划把光伏项目

收益统筹到一起，因地制宜地发展乡村旅游、特

色种植等产业。”

2020 年，青海省清洁能源发电量达 847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8.7%，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

量的 89%。从环保角度看，847 亿千瓦时清洁电

量，相当于替代原煤 3811 万吨，促进减排二氧化

碳 6268 万吨。清洁能源产业，正为青海的乡村

插上腾飞的翅膀。

图①：龙羊峡水光互补光伏电站。

图②：柴达木盆地上，巨大的风力发电机正

在运转。

本报记者 姜 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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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
会议强调，我国力争 2030 年
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
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
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
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青海太阳能资源丰富，风
能可开发量可观。为把资源
禀赋转化为发展优势，当地通
过技术引领、机制创新，着力
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同时结合乡村旅游、特色种植
等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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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重庆 3 月 15 日电 （记者刘新吾）日前，长

江上游珍稀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重庆市农业

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四川省泸州市林业和竹业局等

单位在自然保护区的重庆段和部分四川段开展联合

巡航检查。

40 名巡航人员从重庆市永川区松溉镇出发，分

两路进行巡航检查。一路溯江而上至四川省合江县

榕山镇，一路顺流而下至重庆地维长江大桥开展检

查。同时，还检查了 10 多个历史产卵场人工鱼巢的

建设、管护及鱼类产卵、出苗情况。

川渝联合巡查
长江上游珍稀鱼类保护区

本 报 北 京 3 月 15 日 电

（记 者丁怡婷）国 家 能 源 局 有

关负责人日前表示，为加快推

动 碳 达 峰 、碳 中 和 工 作 ，将 加

快 清 洁 能 源 开 发 利 用 。 制 定

更加积极的新能源发展目标，

推 进 陆 上 风 电 和 光 伏 发 电 全

面实现平价无补贴上网；因地

制宜开发水电；在安全的前提

下 ，积 极 有 序 发 展 核 电 ；加 快

推进抽水蓄能、新型储能等调

节性电源建设，进一步优化完

善电网建设，推动电网智慧化

升级，大力提升新能源消纳能

力 ，提 高 电 力 系 统 灵 活 调 节

水平。

与此同时，着力升级能源

消 费 方 式 。 坚 持 和 完 善 能 耗

“双控”制度；强化全社会节能，

加快推进低碳技术应用，提高

重 点 行 业 和 领 域 能 源 利 用 效

率；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

点部门和行业电能替代，提升

全社会电气化水平。

该负责人表示，将围绕能

源领域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

实现路径，研究制定能源领域

落实举措，围绕促进能源低碳

智慧转型、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新一代电力系统建设、新型储

能 发 展 等 重 点 任 务 出 台 配 套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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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 月 15 日电 （记者王浩）日前，水利

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即日起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在长江干流河道及通江支流、

湖泊，开展长江河道采砂综合整治行动。此次行动

旨在压实河道采砂管理责任，规范长江河道采砂管

理，严厉打击非法采、运砂行为，切实维护长江河道

采砂管理秩序，坚决防止非法采砂反弹，确保长江防

洪、供水、通航和生态安全。

通知要求各地落实河道采砂管理责任制，对辖

区内有采砂管理任务的河道，逐级逐段落实采砂管

理河长、行政主管部门、现场监管和行政执法责任

人，并向社会公告。长江干流和纳入全国河道采砂

管理重点河段、敏感水域的相关责任人名单，4 月底

前在水利部网站进行公告。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

加快长江干、支流河道及相关湖泊采砂规划编制与

审批，依法依规合理划定禁采区、规定禁采期。长江

水利委员会及沿江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应以批准的

规划为依据，依法许可河道采砂。

通知提出要严厉打击非法采运砂行为，对非法

采、运砂行为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对发现的违法案

件依法从严从快查处。落实扫黑除恶常态化要求，

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水利、交通运

输部门要及时向公安机关移交采砂领域犯罪案件

和涉黑涉恶线索，与公安部已经部署开展的打击长

江非法采砂犯罪专项行动进行有效衔接。相关部

门要依法查处证件不齐、船证不符的采砂船舶，全

面清理整治“三无”采砂船和“隐形”采砂船，严禁

对采砂船舶进行非法改装等。

三部委联合开展
长江河道采砂综合整治

严厉打击非法采运砂行为

本报济南 3月 15日电 （记者肖家鑫）山东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山东省市场监管局近日

联合发布《山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分类技术规范》

（以下简称《规范》）。据悉，这是山东省首个以

城乡生活垃圾分类为主要内容的省级地方标

准，将于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据了解，《规范》立足山东实际，对城乡生活

垃圾的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

理在技术层面作出了明确规定。对分类要求进

行了统一，提出城市生活垃圾宜按照有害垃圾、

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专业垃圾进行

分类，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宜与城区相统一，

也可因地制宜灵活采用别的标准，推荐采用有

害垃圾、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进行

分类。

据介绍，《规范》的出台为山东省城乡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规范有序提供了参照标准，对垃

圾分类提供了技术指导，将推进山东省城乡生

活垃圾分类由粗放管理向标准化、科学化管理

转型。

山东发布城乡生活垃圾分类技术规范
因地制宜推进科学化管理

本报银川 3 月 15 日电 （记者刘峰）宁夏

自然资源厅印发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绿色矿山

建设行动方案（2021—2022 年）》明确，到 2022
年底，全区所有非油气生产矿山中的大中型矿

山达到国家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小型矿山达到

自治区绿色矿山建设标准。

据了解，宁夏将实行“一矿一策”，针对不

同开采矿种、生产规模、服务年限的矿山，科学

谋划建设方案，通过建立工作体系和制定绿色

矿山建设规范标准、加强督导检查并建立健全

监督考核机制等方面，推动矿山改造升级，逐

步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新建（改扩建）非

油气矿山正式投产一年内，须达到国家绿色矿

山建设标准。

同时，自然资源部门将按照大中型矿山

100%、小型矿山不低于 50%的比例，采用“双

随机、一公开”方式，开展期中检查评估，督促

矿山企业提升质量。最终通过评估的矿山，将

纳入自治区绿色矿山名录，择优向自然资源部

推荐进入国家绿色矿山名录。

宁夏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将科学谋划建设方案，实行“一矿一策”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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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贵阳 3月 15日电 （记者程焕）近年来，贵

州省组织对贵州段乌江水生生态系统暨鱼类资源

开 展 调 查 工 作 ，涉 及 乌 江 干 流 及 其 一 级 、二 级 支

流。记者日前从贵州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获

悉 ：2017 年 至 2020 年 ，贵 州 在 乌 江 水 系 共 收 集 到

鱼 类 104 种 ，其 中 ，列 入《中 国 濒 危 动 物 红 皮 书》3
种，列入《中国物种红色名录》7 种，列入贵州省保

护鱼类品种 21 种，长江上游特有种 17 种，贵州特

有种 4 种。

作为贵州省第一大河，乌江是长江流域上游右

岸重要支流。上世纪 80 年代初，贵州曾对省内水域

鱼类资源进行过调查。此次收集到的数据系农业农

村部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专项，和贵州省农业

农村厅乌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专项成果。调查工

作通过摸清该流域鱼类资源、环境“家底”及变化趋

势等情况，为乌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以及促进渔业

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贵州调查乌江水系鱼类资源

共收集鱼类104种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