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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 月 6 日电 （记者葛孟超）中国银联 5 日发

布《中国银行卡产业发展报告（2023）》指出，2022 年国内

银行卡产业各方持续推进开放合作和数字化创新，进一

步满足用户多层次、全方位需求，助力普惠金融、绿色金

融发展，在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银行卡支付产业在数字化建设中持续助力实体经济发

展。报告显示，2022 年，银联线下受理网络已覆盖 181 个国

家和地区，境外商户数达 3800 万家；线上支付服务拓展至

境外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200 万线上商户。

去年银联线下受理网络
覆盖181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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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支援！”

近日，一封抢运电煤“告急函”转到秦皇岛

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皇岛港”）九公

司，公司随即调整作业计划。

“‘凯航发展’号优先靠离泊 901 泊位，

同 时 启 动 配 煤 作 业 ，确 保 最 快 速 度 完 成 装

船。”公司业务部部长张金丰紧急调度各环

节，“清攒垛效率再提高”“作业过程保障安

全，注意投用雾炮减少扬尘”……最终，经各

部门密切配合，港口用 17 个小时完成 6 万吨

电煤装船任务，“凯航发展”号提前两小时顺

利离港驶往浙江。

在港口“出口”紧锣密鼓装船运输的同

时，在“入口”处，一列列满载电煤的列车自大

秦（大同—秦皇岛）铁路飞驰而来，陆续抵达

卸车机房。卸车部运行丁班司机王涛坐在屏

幕前，轻点按钮，系统自动控制列车进行定

位、翻转等动作。只见大型自动化设备“抱”

紧一组三节车厢同时翻转，滚滚电煤瞬间被

倾倒在落料斗内。抑尘装置同步喷出的高压

水雾，抑制煤粉飞扬，使卸车机房保持干净整

洁。随后，电煤被带式输送机源源不断地输

送到堆场，堆场煤炭再经取料机取料、带式输

送机传送至码头后，由装船机装运进码头停

泊的货轮上，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坚持科技赋能，秦皇岛港建设特大型煤

炭枢纽全流程自动化码头，全面提升电煤运

输效率。目前，秦皇岛港已实现全天候高效

作业、全工况实时监控、全流程一体化作业，

夯实能源通道的设备保障基础。

近期气温攀升，各地用煤需求呈增长态

势。秦皇岛港作为大秦铁路出海口，是我国

陆上“西煤东运”到港口“北煤南运”的重要节

点。目前，秦皇岛港强化矿、路、港、航、电等

各运输环节沟通协同，积极保障电煤运输：优

先安排重点矿企到港货源接卸，全力保证港

口电煤库存充足稳定；优先安排电煤列车进

港，不断提高电煤进港作业效率。据统计，今

年 1 至 5 月，秦皇岛港煤炭船舶平均待泊停时

同比压减 14.4%。

河北秦皇岛港—

提高响应速度 保障电煤运输
本报记者 张腾扬

在平均海拔达到 3000 米的四川省甘孜

藏族自治州，山峰间天色暗沉，细密的雨滴落

下来，雨水汇入雅砻江，水电机组运转，转化

为电力。这是去年 3 月投产发电的两河口水

电站，总库容达 108 亿立方米，是四川省内库

容最大的水库电站，在迎峰度夏关键期起到

举足轻重的作用。

两河口建设管理局局长王金国介绍，汛期

两河口水库水位升高，除正常发电用水需求

外，多余水量便成为积蓄的能量。水库蓄水

后，通过科学调度、补偿调节，还能给雅砻江中

下游、金沙江下游和长江干流上的电站累计增

加两河口自身 3 倍的发电量，一定程度上改善

电力“丰余枯缺”的结构性矛盾。

来到地下厂房，值班人员正对各区域的

设备逐一巡视检查。据介绍，两河口水电站

现已完成全部投产以来首轮机组检修维护工

作，发电设备稳定性、可靠性得到极大提升。

“目前机组处于最优工况，具备大发满发保障

能力。”王金国说。目前，两河口水电站还成

立了迎峰度夏专班，制定汛期大发电保障方

案；同时，电站防洪度汛方案、应急预案及专

项事故预想一一落实，应急队伍、物资均已准

备妥当。

阳光洒下，被百万块光伏板覆盖的山岭

犹如身披银甲。6 月 25 日，同在甘孜州的柯

拉一期光伏电站并网发电，通过延绵 50 公里

的输电线路，光伏电力将接入两河口水电站

“打捆”送出。“靠天吃饭”的光伏发电具有间

歇性、波动性的先天不足，具有充足调节能力

的两河口水电站通过优化调度和水电机组快

速灵活调节，可将其调整为平滑、稳定的优质

电源，提升迎峰度夏保供能力。

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集控中心

副主任缪益平介绍，今年 6 至 10 月迎峰度夏

关键时期，以两河口水电站为重点的雅砻江

梯级水电站保供能力预计为 494 亿千瓦时，

比去年增发 23 亿千瓦时。加上今年陆续投

产的柯拉光伏电站等新能源电源，同期发电

量预计还将增加 9 亿千瓦时。

四川雅砻江两河口水电站—

能源灵活互济 提升供电能力
本报记者 李凯旋

7 月的八闽大地，烈日当头。位于福建

省福州市闽侯县大湖乡新塘村的榕城特高压

交流变电站里，更是热浪滚滚。走进站内设

备区，眼前铁塔林立，耳畔传来变压器运行和

特高压输电导线发出的声音。

作为福建电网与华东电网联网的主通

道 ，榕 城 特 高 压 交 流 变 电 站 是 福 建 省 在 运

的 唯 一 一 座 特 高 压 变 电 站 。 在 这 里 ，来 自

发电厂的电能通过 1000 千伏的输电线路送

往浙江。

国网福建超高压公司变电一次检修人员

吴凯越头戴安全帽走进设备区，只见他推动

手中的遥控杆，操纵无人机升空至 30 米高，

设定飞行轨迹，通过遥控屏幕检查变压器等

设备运行情况。“这次巡检重点关注往年产生

问题的点位，查看设备顶部是否出现渗油、异

常发热、螺栓松动、金具挂点锈蚀等情况。”吴

凯越介绍，过去检修人员只能用手持设备，在

地面检查设备高处情况，存在视觉盲区。如

今借助无人机，检修人员能更详细检查设备，

巡检效率也大大提高。

在 吴 凯 越 身 边 ，一 个 及 膝 高 的 白 色 机

器 人 正 沿 着 设 定 的 巡 视 路 线 行 驶 ，识 别 道

路 两 边 设 备 表 计 上 的 各 项 数 据 ，并 上 传 至

远 程 智 能 巡 视 系 统 。 与 此 同 时 ，变 电 站 值

班 室 内 的 工 作 人 员 已 经 坐 在 电 脑 前 ，在 系

统中查看实时传回的各项数据。“如果设备

数 据 出 现 异 常 ，值 班 人 员 会 立 即 前 往 现 场

核 实 ，保 障 设 备 稳 定 运 行 。”变 电 运 维 人 员

杨政煜说。

6 月 15 日，福建电网主网正式进入迎峰

度夏保供电状态。按照电力部门预估，今年

夏季，福建全省最高用电负荷比去年夏季最

高 负 荷 增 长 5.9% 。 此 外 ，今 年 迎 峰 度 夏 期

间，福建预估向华东输送电量超 43 亿千瓦

时。榕城特高压交流变电站运维班班长齐

孝辉介绍，用电高负荷期间，变电站将进行

每周一次的全站测温，重点项目巡视周期也

将从两天一次缩短至一天一次甚至一天两

次。同时，变电站已按照检修计划，完成了

红外精确测温、特高频局放检测等各项带电

检测检修工作。

福建榕城特高压交流变电站—

应用智能巡检 全面排查隐患
本报记者 施 钰

走进位于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的 35 千

伏 谭 家 变 电 站 ，整 齐 排 放 的 逆 变 电 源 仓 和

蓄电池仓引人注目。谭家变电站运维人员

刘婧岩介绍：“这是一台 10 兆瓦/10 兆瓦时

的 磷 酸 铁 锂 储 能 装 置 ，用 来 储 存 由 周 边 分

布 式 光 伏 电 站 生 产 但 就 地 消 耗 不 完 的 电

能 。 如 今 ，淮 北 谭 家 变 电 站 不 仅 仅 是 一 座

变 电 站 ，更 是 一 座 集 源 网 荷 储 于 一 体 的 能

源枢纽站。”

何为源网荷储一体化能源枢纽站？刘婧

岩介绍，原来的谭家变电站仅有网、荷两种

功能，即通过上级 220 千伏杨柳变电站接入

大电“网”获取电能，并为周边 2.85 万户村民

和 1.7 万亩高标准农田灌溉用电负“荷”提供

保障。升级改造后，谭家变电站接入了 383
户村民家的分布式光伏电站作为“源”，同时

新增“储”能装置，源网荷储一体化能源枢纽

站由此形成。

临近中午，谭家变电站主控室内，电话铃

声 响 起 。“ 将 1 号 、2 号 储 能 并 网 功 率 设 置

为负 2000 千瓦。”电话那头，国网安徽省电力

有限公司淮北供电公司调控中心传来调令。

负的并网功率，意为储存无法及时消纳

的电能。刘婧岩解释，有了储能装置，通过设

置并网功率，白天可以把周边分布式光伏电

站生产的多余电能存起来，保障新能源消纳；

等到晚间用电高峰时，再将储能装置内的电

能送入村民家中，保障电力供应。

前不久，安徽省市县三级电力调度控制

中心协同，还顺利完成了对谭家变电站储能

装置充放电的远程调控。“未来，随着省内类

似谭家变电站的源网荷储一体化能源枢纽站

越来越多，由本地调控中心点对点调度的方

式会渐渐淡出，省市县三级电力调度控制中

心根据地区负荷情况，可以对储能装置进行

实时自动调节。目前，针对储能装置实现与

省地调主站 AGC（自动发电控制）联调，安徽

谭家变电站还是首座，这对储能参与区域电

网调峰起到示范引领作用。”淮北供电公司副

总经理季坤介绍，截至目前，谭家变电站已参

与区域电网调峰 54 次，累计消纳新能源电量

42 万千瓦时。

安徽淮北谭家变电站—

源网荷储一体 参与智慧调峰
本报记者 李俊杰

本报济南 7 月 6 日电 （记者侯琳良）6 日，海关总署

等 7 部门组成联合验收组，对青岛空港综合保税区基础和

监管设施进行实地验收通过。这标志着山东省首个空港

综合保税区已具备开关运作条件，山东扩大对外开放再

增新平台。

青岛空港综合保税区于 2022 年 2 月获国务院批复设

立，2023 年 3 月通过预验收，是山东省第十四个获批的综合

保税区，青岛市第五个综合保税区，同时也是山东省首个空

港综合保税区，邻近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货运区和上合国际

枢纽港，海陆空铁物流联动优势明显。

综合保税区作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享有“免税、退

税、保税”等多重税收优惠政策，具有开放型经济平台的

先天优势。

扩大对外开放再增新平台

青岛空港综合保税区通过验收

今夏，部分地区出现连续性高温天气。来自中国电力

企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预计今年全国最高用电负荷 13.7
亿千瓦左右，比 2022 年增加 8000 万千瓦左右，迎峰度夏期

间预计全国电力供需总体紧平衡。

4 月 28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做好迎

峰度夏电力供应保障。近日，记者来到河北、四川等地电力

保供一线，看各地如何多措并举，确保迎峰度夏能源电力平

稳有序供应。

——编 者

上图：榕城特高压交流变电站，工作人员在进行迎峰度夏

专项巡检。 杨婷婷摄（人民视觉）

上图：两河口水电站全景。 闵玉洁摄（人民视觉）

下图：秦皇岛港，煤炭码头正在作业。 河北港口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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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海

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

设海洋强国。我国是海洋大国，拥

有 约 1.8 万 多 公 里 大 陆 海 岸 线 、约

300 万平方公里的主张管辖海域，

海洋经济发展空间非常广阔。协调

好人与海洋的关系、科学合理开发

海洋资源，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

展非常重要。

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必

须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保护生

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

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要坚持人

海共生，促进人与海洋共同发展。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海洋生态作

为 一 个 系 统 ，有 着 自 身 内 在 的 规

律。人类活动一定要遵循海洋生

态的客观规律，不能竭泽而渔，不

能以海为壑，要在人海共生中寻找

最佳平衡点，实现共同发展。坚持

陆海统筹，在更大的背景下实现海洋生态保护与海

洋经济发展。

挖掘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海洋养殖、海洋旅

游、海上风电、海洋工程装备、海洋油气开发与沿海

石化、海洋生物产业……立体多元化的海洋开发利用

展现了一幅全新场景。 2022 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

达 94628 亿 元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的 比 重 为 7.8% 。 其

中，海洋第一产业增加值达 4345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

值达 34565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达 55718 亿元。海

洋传统产业实现平稳发展，海洋渔业转型升级深入

推进，智能、绿色和深远海养殖稳步发展。海洋新兴

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势头，2022 年增加值达 1926 亿元，

比上年增长 7.9%。在近浅海上做“减法”，在中远海

上做“加法”，在综合开发利用上做“乘法”，海上立体

开发与陆海统筹，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蹚出一条

新路子。

拓展海洋经济发展新空间。随着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沿海地区集聚效应不断显现，土地、资源不足

的问题更加凸显，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势在必行。从

全球发展的趋势看，走向海洋是大国发展的必然选

择和途径。我国拥有约 300 万平方公里的主张管辖

海域，给我们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以海洋

养殖为例，空间发展格局正在改观：从沿海滩涂到深

海养殖，从近海作业到远洋开发，海上牧场、“蓝色粮

仓”建设正在推进。

积极发展蓝色伙伴关系。 21 世纪，人类进入了

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的时期，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

格 局 和 对 外 开 放 中 的 地 位 更 加 重 要 。 建 设 海 洋 强

国，我们需要深度参与国际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

则制定与实施，推动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秩序，

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共建“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如今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积

极响应和参与。开放向洋、绿色发展、合作共享，我

国的海洋强国建设将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共同繁

荣打开更大的发展空间。

推
动
海
洋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禹
规
娥

通过坚持保护与发展
并重、挖掘海洋经济发展
新动能、拓展海洋经济发
展新空间和积极发展蓝色
伙伴关系，我国的海洋强
国建设将为促进全球共同
发展、共同繁荣打开更大
的发展空间

■感言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