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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哈密—重庆±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
电工程开工，将成为疆电外送第五条通道。
2010年以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先后建成“两
交两直”4 条疆电外送通道，截至今年 6 月底，
外送光电、风电等绿电累计达 1918.53 亿千瓦
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 15670 万吨、二氧化
硫49万吨、氮氧化物43万吨。外送绿电占新疆
送电总量近三成，即每送出3度电，就有近1度
绿电。

疆电外送，不仅让20个省区市用上新疆绿
电，也加快了新疆新能源消纳，带动了当地就
业和相关产业发展。

“逐日”“追风”造绿电

清晨，河南省郑州市的居民开始了一天的生
活。许多人并不知道，支撑这座城市运转的部分电
力，是源自2000多公里外新疆的太阳能和风能。

8 月 6 日这天，在中节能石城子光伏电站，
刚吃过早饭的袁海潮身着工装、手提工具箱，
和同事们一头扎进了茫茫戈壁中的“蓝色海
洋”。95 后的袁海潮，2017 年从江西新能源科
技职业学院毕业后，来到新疆。2 年前，通过
竞聘当上站长。

“最近气温高，我们要经常检查发电设备是
否正常，尤其是散热风机有无问题。”袁海潮一
脸认真，操着一口浓重的甘肃口音说，“夏季巡
检的重要任务，就是看散热。散热不好，跳
闸、损坏、烧毁，都是可能的。”

一排排光伏板的背后，都有一个小箱子。
“这叫汇流箱，它把光伏板上产生的电能汇聚起
来，然后送入逆变器。”袁海潮介绍着，顺手打
开了一个。

箱子不大，里面线路不少。“你看这个，能
很直观地反映此刻的光照情况。”袁海潮手指一
串实时变化的数字。盯了几秒钟，记者发现了
规律：云朵来了，数值下降；云朵飘走，数值
上升。“现在 4点儿几算正常，最高能到 8点儿
几呢，那意味着产电更多。”袁海潮说。

戈壁荒滩，有人“逐日”，有人“追风”。
距石城子光伏电站 100 多公里，49 岁的国电景
峡风电场常务副场长袁文博在主控室查看风机
运行情况。电脑屏幕上，场区 267 台风机的运
行状态尽在掌握。

“这台风机当前发电量 5874 千瓦时，功
率、转速、风速、温度等数据一目了然。”袁文

博点开 A1 号风机图标说。此时，系统显示，
A82 号风机正在检修。“去现场看看！”戴上安
全帽，记者跟袁文博一起乘车前往。司机老陈
对每台风机的位置了然于胸，连续拐弯、上下
坡后，汽车准确停在“白色巨人”的“脚下”。

只见 3 个巨大叶片垂直静止，机舱内已有
人工作。原来是齿轮啮合部位需要更换新油
脂。“转动时摩擦力大，缺少润滑脂容易损毁设
备。”袁文博表示，风机有智能安全保护系统，
一旦出现问题将自动停下，风速过低或过高时
也会停下。

风机一旁，是延伸向远方的铁塔银线。“叶片
1 分钟转 17 圈，每圈产生约 1.4 度电。”袁文博算
了起来，“聊的这几分钟，又发了上百度电了！”

架起空中“电力丝路”

绿电有了，如何出疆？修“路”。哈密南—
郑州±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就是其中一
条“路”，起点是位于哈密市伊州区南湖乡的国
网新疆超高压分公司天山换流站。

“不管是光电，还是风电，它们一路升压到
这儿，然后交流变直流，点对点送河南郑州。”
天山换流站党支部书记、副站长黄黎明说。43
岁的黄黎明是电力“老兵”，干过配网，做过检
修。“我们站投运，架起了新疆连接中原大地的

‘电力丝路’。外送电量去年突破 440 亿千瓦
时，绿电占比也在增加。”

“走！带你看个好东西！”说完，黄黎明带
记者来到阀厅巡视。在入口，他拿起两个耳
罩，递给记者一个，抬高嗓门说：“由于饱和电
抗器的振动，里面噪声很大。”

换流站的主要功能，是把送来的交流电变
为直流电。而实现这一功能，要靠晶闸管。走
进阀厅，“瞧！就是那些‘好东西’！一共有720
个！”黄黎明大声说道。

天山换流站面积不小，人却不多，这得益
于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主控室是整个换流站
的“大脑”。在这里，只需要滑动鼠标，就能实
时监控站内设备检修、运行状况。一个标有

“机器人监控系统”字样的界面吸引了记者目
光。当日值班值长李伟介绍，站内共有 3 台巡
检机器人，它们由运维人员自由设定定时、定
点巡检。“机器人对故障点进行可见光和红外成
像仪拍摄，自动生成报表的读数精度与人工相
比误差不超过3%。”

2011年，从山东农业大学毕业的李伟进入
新疆电力行业，先在交流电岗位，后来到天山
换流站干直流。在主控室值班并不轻松，不同
程度的故障，系统会发出不同提示音。“刚才那
声音还好，属于轻微故障，最怕听到事故报
警，让人揪心。”李伟说，华中地区的万家灯
火，由他们默默守护。

从换流站出来，黄黎明指向不远处的两条
高压线：那是准东—皖南±1100千伏特高压直
流输电线路，是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
量最大、输电距离最远的线路。正是这一条条

“路”，带来外送疆电量的增长和质的飞跃。

越来越多风电厂商来新疆、到哈密

在中国海装新疆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紧
张忙碌着。发电机、齿轮箱、主轴等零部件，似积
木般拼在一起，构成机舱。接着，行车将整舱高
高吊起，装运上车，发往十三间房风区。

主轴是风机的核心部件，其质量直接影
响风机使用寿命。中国海装新疆公司市场支
持专员朱传兴介绍：“叶片看似转得慢，但产
生的动力很大。主轴完工后要进行严格的探
伤，看看有无裂纹，和拍 X 光片一样。如果
有，转动过程中很容易断裂，这对风机来说
是毁灭性打击。”

中国海装新疆公司2010年建厂，2011年投
产。“我们可以说是伴着疆电外送成长起来
的。”中国海装新疆公司总经理纪锐元说。这几
年，他最大的感受，是越来越多的风电厂商来
到新疆、落户哈密。如今，哈密已建成涵盖风
机机组、塔筒、叶片、机舱等风电设备的完整
产业链，关键零部件本地化生产率超过70%。

在轮毂装配区，27岁的维吾尔族小伙依布
拉音·拜克力正在检查轮毂质量。他是一名质检
员，螺栓是否达到力矩值、有没有防松标识、
导流罩有无损坏、出油管是否正常……依布拉
音查得仔细。

“我的岗位非常关键，是产品送到风电场的
最后一道关。”对质检员这份工作，依布拉音很
看重，也十分期待，“建设家乡是我的心愿，很
荣幸能参与疆电外送工程，为保障国家能源供
应安全、服务实现‘双碳’目标出一份力！”

压题图片：哈密市烟墩风光互补电场。
张利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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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驼铃商队到“钢铁驼队”，呼啸
穿梭的中欧班列续写着古老亚欧大陆的
生机勃勃。今年以来，中欧班列累计开
行超1万列，发送货物108.3万标箱，同
比增长27%，量质齐升。

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大通道作用，服
务品质持续提升，辐射带动效应日益凸
显。渝新欧公司市场部门负责人介绍，
上半年，搭乘中欧班列（渝新欧）实现出
口的整车超3.8万辆，同比增长98.9倍。

为更好服务整车企业出口需求，渝
新欧公司持续推动上线商品车铁路运输
专用车 （JSQ 车） 国际联运常态化运
输，汽车可直接开进火车“肚子里”。
相比传统的集装箱车型，一列JSQ车可
搭载 261 辆汽车整车，每列运能提升
58%以上、成本降低2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
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374.7万
辆；铁路部门运输超过47.5万辆，为新能
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增添了“铁动力”。

高空俯瞰江西赣州国际陆港，成批
的木材连成一片，整齐划一等待装车开
运。赣州国际陆港正式开行中欧班列
后，当地突破群山阻隔，加快了融入全
球的步伐。其中，南康家具产业集群迅
猛发展，产值从建港前的百亿元增长到

2022年的2500亿元。
截至 6 月底，已有 110 余个国内出

发城市通过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5个国家
216 个城市，为经贸往来注入源源不断
的活力。

作为中欧班列中线通道上的唯一口
岸，今年，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迎
来了硬件大升级：宽准轨接发列车线路
增加至30条。

为充分发挥中欧班列优势，各地区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中欧班列

“强身健体”。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截至
目前，中国境内已铺画时速 120 公里的
中欧班列运行线86条，有6个口岸，形
成东、中、西三大通道。

中欧班列，驰而不息。面对庞大的
网络、复杂的体系，要让中欧班列顺畅高
效运行，离不开“智慧大脑”的调度。

2021年，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大力支持
下，国铁集团开工建设中欧班列信息集成
平台项目。如今，平台拥有一门户、四中
心。“其中，运营服务中心为境内外客户提
供‘一站式’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上线
后，用户足不出户即可完成发运手续。”中
铁集装箱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智慧大脑”成功架构，“神经末
梢”也要升级。据介绍，2020 年 6 月
起，国家铁路口岸全面推广实施“数字

口岸”系统。“目前，‘数字口岸’系统
运行良好，代理企业可提前查看运输和
到达信息，便捷完成海关申报、铁路流
向变更等联运手续。”国铁乌鲁木齐局
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展望全年，中欧班列的升级仍在延续。
“陆丝”牵“海丝”，海铁联运触达

更多地区。厦门正积极推广中欧班列海
铁联运拼箱业务。“未来，日本、韩
国、越南等国的散货可通过海运，汇聚
至厦门港后再拼箱经中欧班列转运至欧
洲。”国铁南昌局集团公司漳州车务段
有关负责人说，这比传统海运拼箱模式
节约近两周时间。

“大湾区—中吉乌”，多式联运开
辟新通道。7 月 4 日，广州国际港发出

“中吉乌”班列，班列运抵新疆喀什站
后，将从伊尔克什坦口岸出境，最终
到达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铁广州
局集团公司货运部多式联运室主任盘
栋源说：“大湾区—中吉乌”多式联运
国际班列的开行，打通了中欧班列国
际运输第四条通道，显著加快了货物
流转速度。

国铁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
积极探索中欧班列跨越黑海、里海线路开
发，推进境外通道多样性建设，努力打造

“多向延伸、海陆互联”的运输服务网络。

本报北京8月 16日电 （记者杜
海涛） 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今年前
7个月，全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简
称特殊区域） 进出口值 4.48 万亿元，
同比增长 0.8%，较同期全国外贸增
速高0.4个百分点。

海关总署自贸区和特殊区域发展
司 司 长 陈 振 冲 介 绍 ， 2020 至 2022
年，全国特殊区域分别实现进出口值
6.3 万 亿 元 、 7.8 万 亿 元 、 8.4 万 亿

元，3 年跨越 3 个万亿元台阶。对同
期全国进出口值增长的贡献度分别为
122.8%、22.2%和19.6%，占同期全国
外贸的比重分别为 17.4%、19.9%和
19.9%。

近年来，四川、重庆、河南、陕
西等地特殊区域进出口值占当地外贸
进出口值的比重均超过60%，辐射带
动作用明显，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的重要力量。

本报北京8月16日电（记者冉永平、丁怡婷）
记者16日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薄煤层气大规模
开发项目——潘河区块薄煤层气开发项目全面建成投
产，标志着我国薄煤层气大规模开发取得新突破。

煤层气是指与煤炭伴生、以吸附状态储存于煤
层内的非常规天然气，俗称“瓦斯”。薄煤层一般指
地下开采厚度小于 1.3 米的煤层。潘河区块薄煤层
气开发项目位于山西沁水盆地南部，累计建井 212
口，单井最高日产达 1.1 万立方米，平均日产量超
2500立方米。自 2020年底试采至今，潘河区块薄煤

层气累计产量达到1.8亿立方米。
据统计，我国薄煤层可采储量占到全部煤层可

采储量的 20%，约 3500 亿吨，但与主力煤层相比，薄
煤层如同“千层饼”，含气量差异大、资源丰度相对
差，长期被视为煤层气开发中的“边际资源”。近年
来，中国海油对薄煤层进行集中攻关，构建了薄煤层
气立体勘探开发技术体系，在国内首次实现对薄煤
层气的资源提储。

图为潘河区块薄煤层气井排采现场。
中国海油供图

前7月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出口值4.48万亿元

引江济淮工程航道江淮沟通段试运行

20102010年至今年年至今年66月底月底，，疆电外送绿电累计达疆电外送绿电累计达19181918..5353亿千瓦亿千瓦时时，，

占总外送电量近三成占总外送电量近三成——

绿 电 出 疆 惠 四 方绿 电 出 疆 惠 四 方
本报本报记者记者 史志鹏史志鹏

我国首个薄煤层气大规模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我国首个薄煤层气大规模开发项目全面投产

今年以来累计开行超1万列，发送货物108.3万标箱，同比增长27%

稳定畅通，中欧班列为经贸添活力
本报记者 李心萍

川东水稻迎丰收
近日，四川东部广安市近 200 万亩水稻进入成熟收获期，农民在田间忙

碌，收获水稻。图为8月15日，四川省广安市华蓥市华龙街道东方村的农民
在转运稻谷。 邱海鹰摄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合肥8月 16日电 （记
者陈尚营、戴威） 16 日上午，在安
徽省合肥市派河口水上服务区，随
着一声声汽笛鸣响，一艘艘轮船从
这里缓缓驶出，向北驶向淮河，标
志着引江济淮工程航道江淮沟通段
开启试运行。

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与淮河，
按照“双线引江、三湖调蓄、四路北
上、八大枢纽”的总体布局，是集供
水、航运、生态效益于一身的跨流域
调水工程。其中，包含江淮沟通段航
道在内的江淮运河是平行于京杭大运
河的我国第二条南北水运大通道，也
是我国在建规模最大、路线最长的人

工运河，航道总里程约355公里，二
级航道约 186 公里，三级航道约 169
公里。

据了解，引江济淮工程以城乡供
水和发展江淮航运为主，结合农业灌
溉补水、改善巢湖及淮河水生态环
境、排涝等综合利用。

江淮运河通航后，安徽境内形
成“工”字形航道水运网，改变了
淮河地区与长江地区之间水运绕道
京杭大运河的现状，缩短 200 公里
至 600 公里运输航程。经测算，通
航后未来每年可节约大宗货物运费
超过 60 亿元，每年可减少碳排放近
180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