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2024 年 2 月 26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刘 蕾 □本版美编 郭佳卉 新能源

■人民网记者 王绍绍

近期，全国多地遭遇大
范围持续性雨雪冰冻天气，
为保障电煤供应渠道安全
稳定，各地科学调度、紧急
增供，为能源供应提供坚实
保障。

铁道线上，一列列“煤
龙”整装待发，哈尔滨、济南、
郑州等铁路局为电煤列车开
通优先调度的保供绿色通
道，提升货车排空和卸车效
率，协调供需双方，做好运输
计划安排，确保电煤卸得下、
不积压。

在新疆中煤生产基地，
工人们紧盯关键区域和重点
设备，做好设备防冻维护、
煤炭生产、装车外运等工
作，加强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和应急知识培训，全力保障

电厂和民生用煤。上海洋
山、广西北海等海事局全力
保障水上重要能源进陆畅
通，通过紧急巡航确保灯
浮、灯桩等能源航道航标效
能，有机结合远程监控和拖
轮现场护航，保障供能船舶
及时进港卸货。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去
年全年全国生产原煤46.6亿
吨，同比增长2.9%，连续三年
创新高。

为确保火电稳定供应，
相关部门完善煤价机制，进
一步发挥煤炭在能源结构中
的“压舱石”作用。国家发展
改革委此前发布《关于建立
煤矿产能储备制度的实施意
见（征求意见稿）》，统筹山
西、蒙西、蒙东、陕北和新疆
五大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
设，优选产能储备煤矿，提升

供给弹性和韧性。
“能源稳定充足保供至

关重要，相关部门应密切关
注能源供需情况，强化供需
预警与研判，加强煤炭、天
然气、电力等能源生产、调
度工作，保障煤炭、天然气
等安全稳定生产和运输通道
安全通畅，提高煤电油气供
应能力，确保煤电油气稳定
供应和电网安全运行。”业内
专家表示。

面对寒潮，电力部门启
动应急预案，加大巡查力
度，组织抢修队伍，全力保
障电力供应，各地电网采用
科技手段为供电系统“增安
提效”。

南方电网启动南方地区
电网自然覆冰大数据分析与
人工智能应用系统，为抗冰
决策提供信息参考；国网宝

鸡供电公司运用“无人机+机
器人X光探伤”带电检测等
科技，给输电线路关键部位

“拍片子做手术”，提升线路
巡视运维效率，保障电网平
稳运行。

受新一轮寒潮影响，秦
岭腹地出现覆冰覆雪，2 月
23日，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
组织开展线路防覆冰特巡，
运维人员利用“无人机+人
工+在线监测”立体巡检模
式，对重冰区的杆塔进行重
点观测，确保特高压线路安
全可靠运行。

为应对本轮降雪天气，
北京电力部门启动应急预警
响应，部署8000多名电力保
障人员对重点变配电站室、
输电线路测温巡视。

河北邯郸市涉县近日出
现大范围降雪降温天气，部

分输电线路杆塔出现积雪
情况。当地电力部门安排
12 支 应 急 抢 修队、140 余
人，运用“在线监测+无人
机”方式，对重要输电走廊
和站点进行特巡特检，展开
除雪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研室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
密切跟踪极端天气变化趋
势，组织主要能源企业提前
准备应急调峰资源，加强电
网安全运行和受灾检修，做
实做细电力负荷管理预案和
天然气应急保供预案。

“要持续增强能源生产
供应能力，提高自主保障水
平，立足我国资源禀赋，统筹
推进新旧能源有序替代。”国
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要发挥好化石能源兜底保障
作用，加强清洁高效利用，提
高对能源低碳转型的支撑调
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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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滁州安徽滁州：：
冒雪巡检保供电冒雪巡检保供电

2月22日，在安徽省滁州市

南谯区腰铺镇，电力工人冒低温

在雪中对500千伏跨市输电线

路和京沪高铁供电线路进行夜

间特巡。当日，受寒潮和冷空气

影响，滁州市迎来大范围普降冻

雨加中雪天气。滁州市供电公

司迅速启动恶劣天气应急指挥，

组织各应急小组，分片对所属辖

区内的供电线路及设备，开展夜

间巡查、清障、排险工作，确保电

网安全可靠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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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 丁怡婷

近日，记者从国家能源
局获悉：2023年，我国能源投
资保持快速增长，据监测，全
国在建和年内拟开工能源重
点项目完成投资额约 2.8 万
亿元。分类别看，常规项目
和新业态项目完成投资额同
比分别增长 16%和 152.8%。
分地区看，东部、中部、西部
地区完成投资额同比分别增

长28.5%、13.6%、22.5%。
新能源投资快速增长。

2023 年，新能源完成投资额
同比增长超34%。太阳能发
电完成投资额超6700亿元，
河北、云南、新疆3个省份的
集中式光伏完成投资额同比
增速均超 100%。风电完成
投资额超 3800 亿元，辽宁、
甘肃、新疆 3 个省份的陆上
风电投资加快释放，山东、广
东2个省份的新建大型海上

风电项目投资集中释放。我
国已经成为世界清洁能源发
展不可或缺的力量。2023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
机5.1亿千瓦，其中我国贡献
超过50%。

支撑性调节性电源投资
较快增长。2023 年，支撑性
调节性电源完成投资额同
比增长超 12%。在建核电
项目全面推进，年内新核准
项 目 加 快 形 成 实 物 工 作

量。大型水电项目投资持续
恢复向好。

能源新业态投资增势强
劲。综合能源完成投资额快
速增长，西北地区一批源网
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项
目加快推进。山东、湖南、
广东、重庆、甘肃、新疆 6 个
省份的电化学储能投资高速
增长。内蒙古、新疆 2 个省
份的一批绿电制氢项目有序
推进。

我国将制定逾200项
碳达峰急需标准

■新华社记者 王悦阳 张辛欣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
发文提出，到 2025 年，初步
建立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
和标准体系，制定 200 项以
上碳达峰急需标准，重点制
定基础通用、温室气体核
算、低碳技术与装备等领域
标准，为工业领域开展碳评
估、降低碳排放等提供技术
支撑。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
发的《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
和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提出
了到 2025 年和 2030 年的一
系列建设目标，同时规划了
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标准
体系框架和碳达峰碳中和标
准制定重点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在碳达
峰碳中和标准制定重点领
域，指南规划了协同降碳标
准，主要指通过企业内部协
同、上下游协同、产业链协同
等方式实现协同降碳的相关
技术与装备，包括数字化绿
色化协同、减污降碳协同、产
业链协同等标准。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指南注重与现有
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标准体
系、绿色制造标准体系的有
效衔接，希望通过加快标准
制定，持续完善标准体系，推
进工业领域向低碳、零碳发
展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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