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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的辽东半岛，雾锁海面。辽宁大

连长海县大长山岛北砣湾口，一艘海缆敷

设船停泊于此。浮筏包裹着沉重的海缆，

在“突突”的马达声中，被渔船缓缓牵引向

岸边。这是记者近日在大连 66 千伏普兰

店城子坦至长海县海缆敷设工程现场看到

的场景。

“这条海缆长约 20 公里，截面积更大，

投用后能将海岛输电能力提升 1 倍以上。”

国网辽宁电力大连长海供电分公司海缆专

责李广介绍，长海县设立后，曾经靠汽油

机、柴油机发电。43 年前，电力部门在这

片海域敷设海缆，为长海县群众带来了期

盼已久的稳定电源。如今，新工程预计 9
月末投运，将对提高海岛供电可靠性、满足

海岛发展用电需求发挥重要作用。

埋深指示、姿态、张力及压力、船体与海缆

敷设同步情况……敷设船控制室的监测屏

上，数据不停变化，工作人员可以实时分析、

调整敷设状态，精准把控施工质量。凭借

现代化设施辅助，海缆敷设进度不断加快。

“现在连机器人都用上了！”李广说的

机器人，在置于海底的犁式海缆埋设机旁，

用来观测海缆敷设环境的工况。“通过它，

我们能获得当前海缆路径所在海底地形、

礁石等具体情况和海缆敷设状态，也有助

于以后进行海缆维护管理。”

电力设施的完善，不仅提高了海岛居

民 生 活 水 平 ，还 加 快 了 当 地 经 济 社 会 发

展。据统计，长海县售电量从 1980 年的不

足 500 万千瓦时，增长到 2022 年底的 2.13
亿千瓦时。2022 年，长海县财政收入达 4.8
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 4 万元。

上图：大连 66 千伏普兰店城子坦至长

海县海缆敷设工程现场。

关云达摄（人民视觉）

右图：水下机器人在对新敷设的海缆

进行状态巡视。

杨化冰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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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

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加快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问题，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

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

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提供坚强物质支撑”。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干出

来的，优质企业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力

军。日前，多家企业负责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将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奋发进取，在建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

不断提高产业体系完整性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保持并增强产

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的优势。企业负责人

表示，将巩固传统优势领域，加快补齐短板，不

断提高产业体系完整性。

高铁，中国制造的一张闪亮名片。“多年来，

中国中车携手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持续攻关，成

功研制‘复兴号’动车组，全面系统掌握了高速

铁路动车组及关键装备的核心技术。今年，国

内首套时速 600 公里的高温超导电动悬浮全要

素试验系统完成首次悬浮运行。”中国中车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表示，下一步，企业将

锚定“世界一流”目标，抓住科技创新这个关键

变量，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机床，关乎制造业基础的“工业母机”。通

用技术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于旭波说，经过多

年发展，我国高端数控机床产业取得了长足进

步，“接下来，我们将联合产业链上下游及相关高

校加快建设创新联合体，并与先进制造业领军企

业精诚合作，实现同步研发、共同验证和利益共

享，推动机床产业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

钢铁，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近年来，

中国宝武积极优化行业秩序、稳步推进联合重

组，钢产量突破亿吨，形成了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所需的经营规模和竞争优势。”中国宝武党委书

记、董事长胡望明表示，企业将把创新作为发展

的第一动力，激活发展新动能、构建发展新优

势，更好服务和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加快构建更

加完善的产业链体系。

船舶，产业关联性强，上下游带动作用大。

“目前，中国船舶集团已是世界第一大造船集

团，新接订单、手持订单、造船完工三大指标稳居全球第一。”中国船舶

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温刚表示，企业将瞄准填补船舶工业相关领域空

白，紧盯产业链供应链“卡脖子”问题，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同

时以绿色、智能为重点，加快主流船型升级换代，全面提升船舶与海洋

工程产品市场竞争力。

着力构建一批新的增长引擎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技术新业态新产品

相继涌现。企业负责人表示，将坚持不懈、加快创新，着力构建一批新

的增长引擎，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近年来，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 5G 网络，融合应用也在不断拓

展。“中国移动全面推动 5G 全连接工厂建设，打造机器视觉质检、设备

远程操控等超 30 个典型应用场景，推动企业内人、机、料、法、环、测的

全面连接。”中国移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充分发挥信息通信运营企业

优势，助力工业企业提质降本增效。

“在位于北京亦庄的小米手机智能工厂，除了上下料环节和部分质

检环节，其余环节可以实现无人运转，比传统工厂效率提升了 60%。”小

米集团副总裁颜克胜告诉记者，“我们将扎根实体经济，持续推出制造

业智能解决方案，助力传统产业提升效率，点亮‘中国智造’。”

“我国加快 5G、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

了强大支撑。”华为公司常务董事、华为云首席执行官张平安告诉记者，华为

云“盘古矿山大模型”已覆盖煤矿的采、掘、机、运、通等环节 1000多个细分

场景，提升了井下巡检效率，“华为将继续聚焦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的深

度融合，与产业链上下游通力合作，促进数字技术同实体经济协同创新。”

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在宁德时代首席科学家吴凯看

来，这些年，有关新能源汽车的一系列产业政策落地实施，对企业加快提

升动力电池能量密度、快速实现产业化应用和市场化推广发挥了重要作

用，“未来，我们将加大研发投入，保持强劲创新势头，力争站稳领先地位。”

近年来，我国光伏产业链上下游持续创新，主要环节的产能和技术

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去年，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硅

异质结电池转换效率达 26.81%，中国光伏企业首次创造硅电池效率世

界纪录。“我们将通过创新生态协作平台，征集全球创意、整合解决方

案、对接优质资源，持续推动电池转换效率提升和度电成本降低，让更

多人用上清洁能源。”公司总裁李振国表示。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面临的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必须增强忧

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实现重要产业链自主可控，确保国民经济循环

畅通。企业负责人表示，将聚焦国家战略需要，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和安全水平。

材料工业在现代工业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近年来，中国建材集

团持续优化升级基础建材产业，大力发展新材料产业，为航天航空、新能

源、重大工程等领域提供了有力支撑。“通过强化创新攻坚，我们在高性

能碳纤维、玻璃纤维、锂电池隔膜、发电玻璃等新材料领域补足了短板，

实现了工业化量产。”中国建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周育先表示，企业

将持续发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功能，持续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

有色金属行业关系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国防军工、航空航天、半

导体、新能源等产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已经打造了较为完整的现

代化有色金属材料保供体系。”中铝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段向东表示，

作为我国有色金属工业排头兵，企业将坚定不移强化自主创新、加快转

型升级，大力发展有色金属关键材料技术和产业，托举“国之重器”。

铁矿石是国际市场上重要的初级产品。“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市场

环境，公司持续强化业务能力建设。上游资源端，加大关键资源获取力

度，通过与大型矿山签订长协方式实现铁矿石稳定供应。下游销售端，

围绕钢厂需求提供综合性炉料解决方案，助力其降本增效。”五矿发展

董事长、党委书记朱海涛表示，企业将始终把维护产业安全作为重中之

重，继续为铁矿石保供稳价贡献力量。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源安全关系国家安全。袁隆平农业高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宫俊涛表示，种业振兴行动实施以来，企业抢

抓机遇，打造了一批优质品种，实现种子“全生命周期、全业务流程”质

量管理，“我们将持续发挥种业阵型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夯实以

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商业化育种体系。”

（本报记者李心萍、丁怡婷、谷业凯、李晓晴、刘温馨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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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③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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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次栉比的发电板一直延伸到远方，

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塔拉滩光伏发

电园区，昔日戈壁荒滩成为光伏“蓝海”。

2022 年，园区累计生产“绿电”212.6 亿千

瓦时，以光伏为主的新能源装机总量目前

已达 1478 万千瓦。

依托清洁能源，增添绿色动能，这是

海 南 州 推 动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一 个 侧 面 。

2022 年，海南州获批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

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一年来，示范区发

展状况如何，获得了哪些有益的经验？记

者近日进行了采访。

初步形成“水、风、光、
储、热”清洁能源发展新模式

海南州平均海拔超过 3000 米，光照资

源丰富。然而，光伏本身是不稳定电源，

间 歇 性 、波 动 性 明 显 ，输 电 质 量 难 以 保

障。幸好，有另外的“源头活水”，与塔拉

滩园区这片占地面积逾 600 平方公里的光

伏“蓝海”互相配合。

黄河奔腾东去，流经海南州时，一头

扎进深山峡谷，于是有了著名的龙羊峡水

电站。“通过‘水光互补’技术，光伏发电一

旦减少，水电机组能在极短时间内提高发

电功率，握好‘接力棒’，将光伏电调整为

均衡、优质、安全的稳定电源送入电网。”

国家电投黄河公司龙羊峡发电分公司总

经理黄青刚介绍。

与“水光互补”不同，园区内的光热电

站靠的是“以热补光”。3 万面“定日镜”簇

拥着 210 米高的集热塔，把塔顶照耀得璀

璨夺目。“塔内有熔盐，能升温至几百摄氏

度，夜晚光伏‘打盹’时，它再出来‘上夜

班’发电。”海南州绿色产业发展园区管委

会经济发展部部长刘广告诉记者，“这座

电站工作一昼夜，就能满足 10 万户居民

24 小时的用电需求。”

行走于园区，这样的案例还有不少：发

电侧调相机群建成投运，能有效调整新能

源设施输出功率，年均可增发电量 70.2 万

千瓦时；百兆瓦太阳能发电实证基地投入

使用，148 种光伏主流技术及产品在此同台

竞技……截至目前，海南州清洁能源并网

装机容量 2094 万千瓦，占全省的 51.39%，

已初步形成“水、风、光、储、热”全面推进的

清洁能源发展新模式。

“绿电”产得好，更要用得好。100%清

洁能源大数据产业园投入运营，成为全省

“东数西算”国家布局两大核心集群之一；

生产多晶硅、单晶硅、电池组件等清洁能

源产业关键材料、设备的企业相继落户，

纷纷用上绿色能源……

不仅如此，当地的“绿电”还输到了省

外。 2020 年，全国首条 100%清洁能源特

高压输电线路青海—河南± 800 千伏特高

压直流工程正式投运。“依托远距离、大容

量特高压输电技术，青海的‘绿电’能迅速

到达 1500 多公里之外的河南。”直流工程

青南换流站站长李斌善说，“工程投运以

来，已累计输送电量超 300 亿千瓦时。”

促进生态农牧业强链、
补链、延链

午后阳光正好，工人们手持水管，给

光伏板洗尘。水珠滴滴答答落下，滋润着

光伏板下的土地。塔拉滩园区建成后，得

益于光伏板的遮挡，风速降低了 50%，土

壤水分蒸发量减少了 30%。昔日“一年一

场风，从春刮到冬”的戈壁荒滩，竟慢慢变

成了繁茂草原。近 5 年，园区植被盖度已

达到 80%。

“蓝绿”交织，令人欣喜，但担忧随之

而来。“草越长越高，影响光伏板采光，到

了秋冬季，如果不及时清除，万一引发火

灾，造成的损失就大了。但如果安排人割

草，又增加了运营成本。”国家电投黄河公

司海南分公司安全总监邱晨说。

后 来 ，有 人 想 出 了 点 子 ：让 羊 来 吃

草。放牧不仅能减少饲料成本，羊育肥出

栏后还能添一份收入。对园区来说，过多

的草被除了，还无需额外支付人工费用，

一举多得。

2021 年，600 只羊便“上岗”了。为了

让羊吃草更方便，工作人员将光伏组件的

离地间隙由原来的 0.5 米抬升到 1.2 米，还

拓宽了板与板的间距。“羊粪能肥地，草越

长 越 多 ，羊 越 吃 越 肥 ，我 们 叫 它‘ 光 伏

羊’。”牧民叶多喜滋滋地说，“生态越来越

好，野鸡、野兔、狐狸都来了，我还见过好

几次！”

如今，海南州已在园区内建成 10 个

光伏生态牧场，可养殖近 8 万只羊，年均

增收 6000 余万元，形成了“光伏产业+生

态 保 护 + 生 态 农 牧 业 ”的 融 合 发 展 新 模

式，有效提升了畜牧业效益，培育了新的

经济增长点。

在每只“光伏羊”的耳朵上，都悬挂着

2 厘米见方的黄色耳标。“那是羊的‘身份

证’，每只都有独一无二的编号。”叶多告

诉记者，“消费者一扫码，就能查到月龄、

养殖户、疫苗注册等信息，买得更放心。”

和叶多一样，在贵南县的老扎西有机

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养殖基地，负责人王世

斌望着眼前的 1800 头牦牛，也是一脸喜

气。王世斌介绍，通过流转草场，10 位牧

民变股民，预计年分红总计达 75 万元。“大

力发展规模化经营，推行种草舍饲模式，

不仅能提高养殖效率，还能缓解草原生态

压力。”王世斌说。

近年来，海南州聚焦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输出地建设，搭建智慧生态畜牧业大数

据 管 理 平 台 ，支 持 开 展 特 色 农 畜 产 品 溯

源、有机认证、绿色加工等技术集成示范，

促进生态农牧业强链、补链、延链。截至

目前，全州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 63%，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已超 70 亿元，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价值转化模式初步形成。

依托自然和人文资源，
大力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

共和县龙羊峡镇黄河边，中国·青海

国际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龙羊峡站比赛

近日举行。在比赛现场，200 余位运动员

一跃入水，激起阵阵浪花，岸边的游客和

本地村民使劲加油助威。龙羊新村村民

杨 孟 飞 身 穿 红 马 甲 ，站 在 人 群 中 维 持 秩

序，这已经是他作为志愿者参加的第三次

挑战赛了。

几年前，杨孟飞还是一个靠捕鱼为生

的渔民。2018 年，随着龙羊新村被评为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他拿出积蓄，重新设计

装修了自家的二层小楼，办起了民宿。走

进房间，只见窗外的黄河水清如玉，雾气

氤氲。“我家的民宿全是‘河景房’，一有比

赛，房间就供不应求，再加上咱做饭的手

艺好，算是小有名气啦。”杨孟飞说。

如今，高原大地处处生机无限。在贵

南县，高原沙漠机车越野挑战赛如火如荼

进行，伴着机车轰鸣，车轮扬起黄沙，引得

游客欢呼不断；在贵德县，青碧如玉的黄

河边，拍照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在同德

县宗日遗址，游客步履轻缓，屏气凝思，感

受古老文化的魅力……

海南州依托自然和人文资源，大力发

展生态文化旅游业，吸引大批农牧民从事

旅游服务业，在减轻对草原土地依赖的同

时，促进了增收致富。2022 年，全州接待游

客 599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22亿元。

在杨孟飞的民宿，记者注意到悬挂在

房顶的电暖器。“这里海拔高，即使是夏

天，遇上阴雨天气，外地游客也难免觉得

冷，就可以打开它暖暖房间。”杨孟飞边说

边领着记者来到院子里，指向房顶的光伏

板。“发电自用，余电上网，太阳出来就赚

钱，一年有 3000 多元收益。”他感慨，“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我们吃上了生态

饭，更要好好守护环境！”

“未来，海南州将继续坚持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主线，推进国家可持续

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加快构建体现

海南州特色、绿色低碳循环的现代化经济

体系，走出适合海南州实际的高质量发展

之路。”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海南州

委书记吕刚说。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推动新型清洁能源、现代生态农牧、生态文化旅游发展

绿色产业扎根戈壁滩
本报记者 何 勇 刘雨瑞

核心阅读

建设国家可持续发
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一年
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
州持续发力，积极探索清
洁能源发展新模式。按
照可持续发展要求，当地
进一步促进生态农牧业
强链、补链、延链，大力发
展生态文化旅游业，产业
结构持续优化，发展动能
不断增强。

■经济聚焦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