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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中国城市报：“十三五”期

间，吉林省的能源领域呈现出

怎样的发展趋势？传统能源

与清洁能源领域的产业部署

有哪些重点和亮点？

王相民：近年来，在“四个
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
新战略指引下，在吉林省委、
省政府殷切关怀和大力支持
下，吉林省能源局立足本省能
源资源禀赋，充分发挥部门职
能作用，通过做优做精传统能
源和做大做强新能源产业，不
断深化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全省建立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打下坚实
基础。

今年年初开始，我们深入
实施“11125”新能源发展重点
任务，力争在全国一盘棋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体现吉
林担当。

“11125”指建设一个含
“陆上风光三峡”在内的国家
级新能源生产基地，一条吉电
南送特高压通道，一条新能源
装备制造产业链，两个“绿电”
园区，以及生物质能源利用、
氢能开发利用、电能替代、抽
水蓄能电站建设、新能源乡村
振兴五大示范工程。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风
电、光伏发电装机952万千瓦，
其中风电 612 万千瓦，光伏
340万千瓦；在建新能源项目
571万千瓦，其中风电530万
千瓦，光伏41万千瓦，总投资
405亿元；计划新建新能源项
目920万千瓦，其中风电620
万千瓦，光伏280万千瓦，光热
20万千瓦，总投资617亿元。
同时配套建设4×83万千瓦天
然气发电项目，投资80亿元。
总计新能源装机将达到2344
万千瓦，已超过水上三峡装机
规模，以上项目将在未来两三
年内陆续建成并网发电。

此外，“十三五”期间，吉
林省加快淘汰煤炭落后产能，

对资源枯竭、安全隐患多的矿
井采取关闭退出、核减产能措
施；坚持清洁高效原则发展火
电，实施煤电节能和超低减排
改造；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
力度，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
程通气运营；全省LNG（液化
天然气）应急调峰储配站项目
开工建设，吉林省地方政府3
天储气责任得到有效落实。

清洁能源发展方面，吉林
省积极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稳
步推进以风能、太阳能、生物
质能等为代表的新能源开发
利用，并带动新能源装备制造
业发展，实现资源开发与装备
制造相互促进。

中国城市报：2021年是国

家“双碳”目标落地第一年，在

此背景下，吉林省能源局将有

哪些新的部署与举措？

王相民：如何将资源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推动生态要
素向生产要素持续转变，是

“双碳”目标背景下，吉林能源
人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
过去，人们常用“缺煤、贫油、
少气、多风、多光、多油页岩”
形容吉林能源资源禀赋。但
在推动能源转型背景下分析，
就会发现情况正发生变化。

丰富的非化石能源资源，
特别是可再生能源成为吉林
能源资源禀赋的重要组成部
分，全省风光资源可装机容量
超过1亿千瓦，目前仅开发8%
左右。现在，吉林风能和太阳
能的开发潜力依然巨大，加上
可观的水能、生物质能等，可
再生能源资源基础十分丰
厚。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利用，
必将为推动全省绿色低碳发
展提供充沛动能。

距离碳达峰还有不到10
年时间，“十四五”时期是能源
低碳转型的关键期、窗口期。
经过深思熟虑，吉林“11125”
新能源发展重点任务应运而
生。为加快实施可再生能源
替代，省能源局在推进新能源

项目建设的基础上，还
将采取“内引、外通、制
氢、抽蓄、强网”等措施
同步实施。

能源事业是在不
断破题、深刻解题中一

路走来的，其中蕴含着实事求
是、艰苦奋斗、敢为人先的精
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吉林
能源工作将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弘扬光荣传统、赓续
红色血脉，在实现“双碳”目标
新的赶考路上，奋力书写吉林
能源新篇章。

中国城市报：加快引导和

推进地方管网以市场化方式

融入国家管网，是保障区域天

然气安全稳定供应的重要举

措之一。在构建“全国一张

网”过程中，吉林省能源局过

去几年取得哪些成果和经验？

王相民：国家管网集团于
2019年12月9日挂牌成立，是
天然气体制改革中最为重大
和根本性的改革措施，是深化
油气体制改革迈出的关键一
步。近年来，国家管网集团和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在吉林
省天然气基础设施、气源供应
保障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
持。自2011年实施“气化吉
林”惠民工程以来，多地陆续
建成长岭-长春-吉林、沈阳-
长春、四平-白山、中俄东线等
天然气管道，结束了吉林省天
然气“孤岛运行”的历史，实现
了与国家主干管网互联互通，
对促进全省能源结构优化调
整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促进吉林省天然气产
业高质量发展，加大天然气管
网等基础设施建
设力度，加快形
成横跨东西、连
接南北的“输气
大动脉”，吉林省
能源局确定了
2025 年实现天
然气管道“县县
通、全覆盖”的目
标。去年 8 月，
吉林省能源局与
国家管网集团开
始会商，积极推
进国家管网集团

深度融入“气化吉林”惠民工
程中，加强与省属企业合作，
整合现有吉林天然气管网有
限责任公司作为吉林省天然
气支线建设、运营主体，共同
打造省级平台公司，加快引导
和推进地方管网以市场化方
式融入国家管网，努力打造

“全省一张网”，积极融入“全
国一张网”。

吉林省天然气资源以省
内自产气、域外管输天然气为
主，少量调入外埠CNG（压缩
天 然 气）/LNG 作 为 补 充 。
2020年吉林省天然气供给量
31.73 亿立方米（商品量 23.2
亿立方米，企业自用8.48亿立
方米），同比增长3.0%。其中，
省内自产20.33亿立方米；域
外管输 10.9 亿立方米；外购
LNG5018万立方米。

在保障吉林省天然气安
全稳定供应方面，吉林省能源
局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委、省政
府的要求，通过采取组织签订
供用气合同并跟踪监管、督导
气源企业努力增产增供、大力
推进多元化气源供给、确保保
供责任落实到位等有效措施，
积极落实天然气气源，全力推
进储气设施建设，扎实开展天
然气供应保障工作。

中国城市报：2021年，梅

河口—桦甸天然气管道项目

（以下简称梅桦线项目）开工，

作为“气化吉林”惠民工程的

省内重要支线，梅桦线项目建

成投产后，对提升沿线燃气普

及率、降低居民和企业用气成

本有哪些促进作用？

王相民：梅桦线项目是
“气化吉林”惠民工程的省内

重要支线，是列入吉林省油气
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重点长
输管道项目，也是国家管网集
团北方管道公司成立以来在
东北区域建设的首条天然气
管道。

目前，辉南、磐石、桦甸三
县（市）的能源消费以煤炭和
电力为主，两者占比超过
90%，为区域内的主要消费能
源。三县（市）区域内天然气
利用程度相对较低，主要需求
以工业用户为主，其次为车用
及城市燃用气。从燃气利用现
状及需求预测中可看出，辉南、
磐石、桦甸三县燃气公司购销
价格长期倒挂，尤其当气源紧
张时，LNG高价气难以承受，急
需管道气进入，缓解当地燃气
供应紧张的局面。此外，相对
低价稳定的管道气也可以刺激
终端天然气需求增长。

梅桦线项目建成投产后，
将有效提升沿线燃气普及率、
降低居民和企业用气成本，极
大促进沿线地区的经济发
展。对优化能源结构、满足天
然气需求、促进经济发展、改
善大气环境，以及提高群众生
活质量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
的影响。

未来，吉林省能源局将按
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高
质量、高标准推动梅桦线项目
建设；会同项目沿线四个县
（市）及各有关部门，立足本
职、靠前服务，全力确保梅桦
线项目如期完工；会同国家管
网集团聚焦吉林省“一主六
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助力吉
林省在东北振兴中实现率先
突破，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作出新贡献。

加快能源产业建设加快能源产业建设 全力助推吉林振兴全力助推吉林振兴
——访吉林省能源局党组书记访吉林省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相民局长王相民

2020年7月22至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吉林考

察时强调，要切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

决打好三大攻坚战，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深入实施东北振兴战

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体现新担当，在

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上实现新突破，在加

快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征程上展现新作为。

推动东北振兴战略离不开能源系统的坚实保障。日前，中国城市报记者就能源产

业建设如何助推吉林省振兴发展等问题专访了吉林省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相民。

“气化吉林”惠民工程-梅桦线项目开通仪式。王 娇摄

工作人员对梅桦线天然气管道进行防腐喷砂作业。王 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