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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在“深海一号”平
台进行焊接作业。

张武军摄 （人民视觉）

◀“海油观澜号”准备
起航。

中国海油供图

布局新能源，拓展氢能、风电

在“双碳”目标指引下，中国引导传统能源有序
转型。“三桶油”也在新能源领域稳步推进。

作为一种来源多样、终端零排、用途广泛的二
次能源，氢能备受青睐。

中国石化有关负责人介绍，锚定打造“中国第一
氢能公司”目标，中国石化正积极布局氢产业链发
展。今年2月，全球最大绿氢耦合煤化工项目——内
蒙古鄂尔多斯市风光融合绿氢示范项目正式启动。
此外，中国石化新疆库车 2万吨/年绿氢示范工程氢
工厂主体也已建成，预计年内投产。“我们还在推动
绿氢技术攻关，比如在制氢环节实现了质子交换膜

（PEM） 电解水制氢技术的突破，首套自主研发兆瓦
级PEM电解水制氢装置在燕山石化投产。”中国石化
有关负责人说。

“基于‘替碳、减碳、用碳、埋碳’思路，我们提出
发展‘碳循环经济’。大力发展‘天然气+’清洁能源，
积极打造‘氢能+’零碳燃料产业链，推动油气资源
和风光热电氢新能源融合发展。”中国石油有关负
责人说。

绿氢生产项目落成，输氢管道也在加速建设。4
月 10日，中国石化对外宣布：国内首条“西氢东送”
输氢管道示范工程被纳入国家能源局印发的 《石油
天然气“全国一张网”建设实施方案》。该管道建成
后，能把在内蒙古乃至中国西部、由风光等可再生
能源制成的绿色氢气，运送至东部等市场需求旺盛
的区域，以缓解国内绿氢供需错配的问题。

再将目光放至海域。如今，海上风电正成为能
源企业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向。中国海油有关负
责人介绍，围绕绿色低碳发展目标，公司正稳妥有
序推进海上风电业务，择优发展陆上风光。“国内首
个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观澜号’已抵达海南文
昌海域作业区，这是全球首座水深超100米、离岸距
离超100公里的‘双百’海上风电项目，标志着我国深
远海风电关键技术取得重大进展，也意味着我国风
电开发从浅海走向了深远海。”该负责人说，“海油
观澜号”项目有望于今年投产，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
2200万千瓦时，约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2万吨。

“中国海油将积极发展新能源，每年资本开支的
5%至 10%将用于海上风电，以保持与全球同步的能
源转型的步伐。”中国海油首席财务官谢尉志日前公
开表示。

技术创新助力减碳

技术创新是能源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
环。此次指导意见提出，狠抓绿色低碳技术攻关，
增强能源产业竞争新优势。

实力雄厚的“三桶油”，在技术创新上加大投
入，一批高科技能源项目加速落地。

看陆上——去年8月，国内最大的碳捕集利用与
封存（CCUS）全产业链示范基地、国内首个百万吨级
CCUS项目——齐鲁石化—胜利油田百万吨级CCUS
项目正式注气运行，标志着中国 CCUS 产业开始进
入成熟商业化运营。

中国石化有关负责人介绍，CCUS是化石能源低
碳高效开发的新兴技术，即把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

氧化碳进行捕集提纯，继而投入新的生产过程进行
再利用和封存。“该项目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 100万
吨，相当于植树近900万棵，对搭建‘人工碳循环’模
式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项目将为国内大规模开展
CCUS 项目建设提供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和技术数
据，进而助力‘双碳’目标实现。”该负责人说。

看深海——在海南岛东海领域，一座明黄色的
“钢铁城堡”镶嵌其中——这是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
全球首座十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深海一
号”。4月10日，中国海油宣布“深海一号”超深水大
气田完成远程遥控生产改造与调试工作，具备在台风
期间保持连续安全稳定生产能力，成为世界首个拥有
遥控生产能力的超大型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

“作为国内最大的海上油气生产商，中国海油从
浅海走向深海，已经建成多个深海油气开发项目。
公司不断向关键核心技术发起攻关，掌握了一批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带动全产业链创
新升级。”中国海油有关负责人说。

借由数字化技术，来自深海的油气资源也能实
现智能化开采。

中国海油有关负责人介绍，公司已建成目前
国 内 智 能 化 程 度 最 高 的 海 上 无 人 平 台—— 恩 平
10-2平台，投产后将具备远程遥控测井、压井和恢
复生产的能力。

“今年中国海油计划投产 9个新项目，包括中国
海域的渤中 19-6凝析气田 I期开发项目、陆丰 12-3
油田开发项目以及海外的巴西 Mero2 项目、圭亚那
Payara项目等。”中国海油有关负责人说，“我们将继
续实施‘油气增储上产、科技自主创新、绿色低碳转
型’三大工程，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

中国既是能源生产大国，也是能源消费大国。
“三桶油”绿色低碳转型，对能源保供有何影响？

采访中，3家企业均表示，保供稳价是基础，正
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确保能源安全。有关专家

分析，技术创新本身既有利于新能源发展，也有利
于传统能源增效。

3月26日，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智慧指挥中心，大
屏幕上，原油产量数据不断上升，触达 25 亿吨时，
现场爆发出一阵掌声和欢呼声——截至当日，中国
陆上最大油田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突破 25 亿吨，
占全国陆上原油总产量的36%。

油、气，好似经济社会运转的“润滑剂”“加速
泵”。2022年，中国围绕老油田硬稳产、新油田快突
破、海域快上产，大力提升勘探开发力度，原油产
量达2.04亿吨——这是时隔6年，中国原油年产量重
回2亿吨。在天然气领域，通过加大新气田勘探开发
力度、坐稳常规天然气主体地位、推动非常规气快
速上产，去年天然气产量约 2200亿立方米，年增产
量连续6年超百亿立方米。

此次指导意见提出，加强国内能源资源勘探开
发和增储上产，力争在陆地深层、深水、页岩油气
勘探开发、CCUS促进原油绿色低碳开发等方面取得
新突破。

“今年，我们将紧紧围绕满足我国油气核心需
求、把能源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的要求，强化国内高
效勘探和效益开发，高质量完成油气储量和产量目
标。”中国石油有关负责人说。一方面，持续推进高
效勘探，围绕海相碳酸盐岩、岩性地层、火山岩、
冲断构造带、新区新领域、页岩油气等6大领域，强
化风险勘探和甩开勘探，努力寻找大发现、大突
破；另一方面，组织好塔里木富满等4个亿吨级石油
规模储量区、四川川中古隆起北斜坡等5个千亿立方
米级天然气规模储量区集中勘探。

中国海油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集团将着眼高
质量能源供给，全力推进增储上产攻坚工程，完成
好全年增储上产及能源保供任务。聚焦深水、深
层、岩性、潜山等重点领域，确保公司储量替代率
保持在130%以上、储采比保持在10以上；锚定国内
油气增产目标，推进“14+2”油气开发项目如期建成
投产，全年新建产能预计800万吨以上。同时，持续
优化油气资源引进渠道，全年预计引进LNG近3000
万吨，实现原油贸易近1.1亿吨，多措并举加大国内
油气供应力度，确保能源安全。

《2023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强调在能源保供稳价的同时，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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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工业的粮食，也是国民经济
的命脉。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
海油，作为油气勘探开发的主力军，
常被统称作“三桶油”，在中国能源产业
版图中作用举足轻重。“三桶油”也是
进入全球500强榜单的超大型企业，其
中中国石油、中国石化近年来稳居全
球500强前十位，一举一动备受海内外
关注。

近日，中国国家能源局印发《2023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为能源工作“划重点”，强调
在能源保供稳价的同时，深入推进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作为能源供应“国家
队”，“三桶油”将如何向“绿”转？本报记
者进行了采访。

税收大数据时效性强、覆盖面广、颗粒度细，
不仅可作为经济运行的“晴雨表”，还在助企实现有
效购销、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今年以来，各地税务部门深入开展“补链助
企”活动，利用税收大数据帮助企业拓展上游原料
供给来源、打通下游产品销售渠道。

“产品交货期临近，但合作多年的供应商突然
‘掉链子’。”3月初，面对可能需要赔付的数十万元
违约金，广东依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人员詹素
娟忧心忡忡。

国家税务总局潮州凤泉湖高新区税务局了解到
这一情况后，第一时间利用增值税发票税收大数
据，按“开票情况稳、销售时间近、信用等级高”
的原则，精准检索到了潜在供货商，仅3个工作日内
便为企业补上了供应链断点，让企业赶在合同期限
内顺利交付了货品。“生产湿式复合机所需的在线红
外水分仪在产品门类中比较小众，没想到税务部门
为我们救了急，避免了公司损失。”詹素娟说。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税务部门累计搜
集原材料短缺企业信息 1988 户，匹配供应商 8307

户，帮助 1499户企业实现购销对接，成交金额达到
41.1亿元。

在浙江省宁波市，浙拖奔野拖拉机制造有限公
司是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由于去
年底全国农机排放标准升级，拖拉机配套组件换
代，加之各地春耕备耕的农机采购量持续加大，今
年2月份，浙拖奔野的原材料供应一下子捉襟见肘。

通过“全国纳税人供应链查询”系统，宁波市
税务部门及时向浙拖奔野提供了全国 90余家生产配
套组件企业名单，最终促成浙拖奔野与多家企业的
供货合作，保障了今年春耕备耕期间企业农机生产
线的有序运转。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税务部门还将
继续深挖税收大数据潜力，持续优化全国纳税人供
应链查询功能，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串珠成链”，在

“断链”连通、“细链”增粗、“短链”延长、“弱
链”变强等方面实现更大突破。

一季度税务“补链助企”成交金额超40亿元——

税收大数据助上下游产业“串珠成链”
本报记者 汪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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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工作人员正在斯木哈纳村巡线。 邵 琳摄电网工作人员正在斯木哈纳村巡线。 邵 琳摄

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
州乌恰县，地处中国最西端，这
里的牧民放牧巡边，守护着祖国
的边境线。随着电力铁塔延伸到
这里，边境线上的牧民们过上了
现代化的稳定生活。

牧民生活被“点亮”

十年前，一条总长18.2千米的
10 千伏线路翻山越岭，从乌恰县
吉根乡架设到了我国西陲第一村
——斯木哈纳村，村里几十户柯
尔克孜族牧民和伊尔克什坦口岸
用上了稳定的电。这是生活在祖
国最西部帕米尔高原上的牧民们
多年的期盼。

76岁的江巴依·阿拉普至今还
记得通电当天，村里鞭炮齐鸣的
场景。“通电了，灯亮了！”“看电
视！看电视！”大家脸上是掩饰不
住的笑容。

时间再往前，因为海拔高、距
离远，斯木哈纳村用不到国家电网
的电，一直依靠邻国吉尔吉斯斯坦
供电，是新疆唯一使用外国电力的
地方。

但是这电不太好用，“经常停
电，加上电压不稳定，电器被烧坏
是常有的事情。”江巴依说。做饭和
烧水只能生炉子，孩子点煤油灯、
蜡烛做作业更是家常便饭。江巴依
的女儿萨吉代姆印象尤其深刻：作
业还没写完呢，灯黑了，只好点蜡
烛。上高中时，村里终于用了稳定
的电。“和我相比，现在村里的孩子
太幸福了，他们可没体验过我点蜡烛写作业的感受。”

大学毕业后，萨吉代姆选择了回到村里工作。眼下，刚生完宝
宝的她正在父母家坐月子，电采暖开到了 26摄氏度，她穿着轻薄
的家居服，喝着热奶茶，脸上写满了惬意。

在村里的幼儿园，6岁的阿克里别克·居马拜克正在看投影上放
的动画片。幼儿园里多媒体教学设备、智能化供水系统和冷藏柜、
消毒柜一应俱全，他脑海中已完全没有关于“停电”的印象。

夜里12点多，江巴依的一天才刚刚结束，“以前没电的时候10
点多就睡了，现在喜欢和朋友一起唱歌跳舞，路上散散步也挺好，
路灯亮堂着呢！”

戈壁滩变成绿洲

离斯木哈纳村 100 多公里处，曾是一片名为“玛依喀克尔”
的戈壁滩，在柯尔克孜语中的意思是“晒得冒油的戈壁滩”。

但经过 1个多小时车程到达这里的时候，举目却是绿意盎然。
昔日的戈壁滩如今变成了一块小绿洲，成为牧民们的新家园。

乌恰县有很多牧民生活在深山中，以放牧为生，条件艰苦。为
了让牧民走上致富路，乌恰县决定建立生态定居基地。玛依喀克尔
面积达13万亩，周边有2条河流，生态定居基地被选在了这里。

但玛依喀克尔相对河流地势较高，无法实现自然灌溉。电力铁塔
在这里竖立起来，河水被源源不断调上来，大型机械来来往往，修渠
引水、平整土地、修建房屋，戈壁滩上逐渐变了模样。575户牧民陆续
搬到这里，划分成克孜勒苏、阿依尕特2个行政村，归属康苏镇管理。

“前几年，戈壁上土壤不行，我们就种苜蓿、苏丹草，作饲草料。”
康苏镇党委副书记陈利平说，2019年这里开始种小麦，亩产可以达到
400公斤左右。现在，玛依喀克尔有耕地 1.9 万亩、草地 3 万亩、林果
近 3 万亩，还有 500 多座温室大棚，是乌恰县的蔬菜种植基地。

阿依尕特村村民吐尔地巴依·米马特拉正在自家大棚里忙活。
“去年种了一棚莲花白，今年换了圣女果和草莓。还种了 40 亩地
饲草、小麦、玉米，养了 30 只羊，加上护边员的工资、草场补
助，一年能挣个六七万。”吐尔地巴依说。

产业发展动力十足

“奶茶先喝着，手抓羊肉和抓饭稍等！”斯木哈纳村一户红顶黄
墙的房间里，马麦提努尔·阿克木正招呼着从北京来的游客，电磁
炉上的奶茶冒着热气，香味儿飘得满屋都是。

开民宿，是马麦提努尔无意间嗅到的商机。斯木哈纳村有自己
独特的美：举目是雪山，雪山下是茂盛的绿色，村子旁有一条大河
在山谷中流淌，附近山体呈现五彩斑斓的丹霞色彩。

通电后，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有一帮来玩的大学生到家里借
宿，回去后把这段经历和马麦提努尔的电话发在了网上。

越来越多的借宿电话坚定了他吃“旅游饭”的决心。收拾出3
间空房，装上电采暖，配上电视机，6张床位的民宿开张了。

“简餐加住宿，一人一天150元。”马麦提努尔算了下，今年到
现在为止已经接待了50多位游客。

村里和马麦提努尔一起吃“旅游饭”的已有 17家。“吃这碗饭要
感谢国家给我们通了电，不然啥也干不了。”村党支部书记任俊杰说。

有了电，产业发展动力十足。玛依喀克尔戈壁滩变成绿洲后，
吸引了克州博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前来投资。该公司2万亩饲草料
基地负责人陈先勇正忙着浇水，“这是克州最大的戈壁饲草料基
地，我们以此为依托，牲畜存栏量已经发展到了6200多只。”

“今年村子旁边要建一条通往喀什市的高速公路，国网克州供
电公司还将实施绿洲 35千伏输变电工程，改善这里的电网网架结
构。到时候，我们的产业发展更有盼头。”陈利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