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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光伏伏 ++””闯闯出出采采煤煤沉沉陷陷区区治治理理新新路路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朱朱妍妍

安徽省发改委近日发布消息称， 该省
积极利用采煤沉陷区受损土地发展光伏等
新能源， 目前已建成采煤沉陷区光伏发电
项目 14 个，涉及 4 市 5 县（区），综合利用
受损土地约 2.3 万亩， 项目总装机规模为
104 万千瓦。 经梳理摸排，下一步拟发展采
煤沉陷区+光伏项目 6 个， 预计 2023 年前
开工，另有储备项目 28 个，总投资 349.74
亿元，装机规模达 829 万千瓦，拟利用采煤
沉陷区面积 17.51 万亩。

事实上，采煤沉陷区治理是多个煤炭
产地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全行业长期研
究的重点课题。 煤炭开采不可避免地影响
土地，包括挖损、塌陷、压占及土质、植被
破坏等。 相关统计显示， 全国 23 个省的
151 个县市有采煤沉陷区，面积达 3000 多
万亩，且随着矿井持续开发，其面积仍在
增加。

这项治理为何困难重重？“光伏+”能否
带来生机？

■■土地伤疤急待修复

以安徽淮南、 淮北为代表的资源型地
区，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以淮南为例，新
中国成立以来累计生产原煤近 16 亿吨，在
为保障能源安全作出贡献的同时， 形成了
多达 42.54 万亩的采煤沉陷区， 给周边环
境、群众生活带来影响。

中国煤炭学会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胡振琪告诉记者， 平原
矿区煤炭开采， 最主要的环境问题就是地
表塌陷积水， 进而导致耕地损失、 生态恶
化。 “我们虽已开展了 30 多年的治理研究

和实践，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因采煤沉陷区
数量较大，新塌陷地不断涌现，大量基础性
难题并未很好解决。直至目前，治理仍是一
项世界性难题。 ”

这不是个例。在山东济宁，坐落着国家
重点规划建设的十四个大型煤炭基地之
一，因长期开采埋下隐患。 截至 2020 年，当
地采煤沉陷区规模已超 6.5 万公顷， 占山
东省总量的 50%以上。 彼时，当地政府已累
计投入 42.3 亿元进行治理，但塌陷并未停
止。 据 《济宁市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规划
（2021-2030 年）》预测，规划期内，全市将
新增采煤沉陷地 4948 公顷。

“不可否认， 济宁在采煤沉陷区综合治
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近年来不断加快生态
修复。 但治理纵深发展不足，部分产业利用
功能区块划定不合理，未充分考虑产业导向
和新业态发展趋势， 经济效益不够显著，所
提供的生态产品没有充分实现生态价值。 ”
一位了解情况的当地企业人士人士坦言。

记者了解到， 治理之难不仅仅在于技
术和工程本身，大量资金从何而来、投入成
本如何收回， 以及效果能否持续等皆是现
实问题。 换言之，要想兼顾社会、环境与经
济效益绝非易事。

■■阳光将包袱变财富

纵观传统治理，主要包括植被恢复、农
业种植、景观打造等方式，“光伏+”则是不
少矿区的新尝试。

淮北矿业电力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
介绍，该集团在淮北市内煤矿众多，采矿后
形成大量水面，且多数积水较深。为充分利

用塌陷区水面资源， 正在计划推进集中式
水面光伏建设。 “我们的袁店一井煤矿塌陷
区 90 兆瓦水面光伏项目，目前已获安徽省
能源局批复。 我省以淮北东部地区太阳辐
射资源最为丰富， 该塌陷区域属太阳能资
源三类地区，具备开发光伏电站条件。经测
算， 项目全寿命运行期内， 上网电量可达
23 亿千瓦时，以此替代火电电源，相当于
每年节省标准煤约 2.79 万吨，环境与经济
效益兼具。 ”

新能源企业也在积极参与。 在隆基绿
能中国区副总裁姚丰眼中， 看似废弃的采
煤沉陷区实则是宝贵资源。 “我们很早就参
与了修复治理工作，比如在百年煤都大同，
采煤沉陷区建设全国首个获批并完工并网
的国家先进技术光伏示范基地， 隆基就是
主要组件供应商。 后续建设的大同新荣二
期 600 兆瓦项目， 目前在山西发电效率最
高，为‘光伏+’治理模式提供了有益参考。”

“过去，地下产煤、地上沟壑，遗留土地
几乎啥也干不了。依托光伏产业，既能起到
修复治理作用，还实现资源重新利用，我们
非常愿意去做。 ”姚丰表示，在光伏阵列间，
配套种植适宜生长的低矮灌木等植被，稳
住了水土，并有助于恢复地表生态，脱黑向
绿成为现实。

记者注意到，“光伏+”模式也得到了政
策扶持。 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下发的
《关于进一步推进利用采煤沉陷区发展光
伏等新能源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有关省
可结合当地采煤沉陷区现状、 系统调节消
纳能力等实际情况， 推进利用采煤沉陷区
发展光伏工作。 随后，山西、甘肃等地也下
发了地方申报文件。

■■一案一议精细操作

既然好处颇多，“光伏+”治理模式能不
能大规模推广？ 姚丰认为，从政策层面看，
光伏产业发展势头正劲，在内蒙古、山西等
煤炭主产地， 该模式也越来越得到认可。
“二者结合是一个理想方向，而且相关制度
不断完善，客观上降低了开发难度。但同时
要看到，不同采煤沉陷区的情况各异，治理
需求也有不同， 部分矿区还涉及煤炭资源
压覆、遗留固废处置等复杂问题。在实际开
发过程中，可能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状况，
从初始设计阶段就要做好详细勘察。 ”

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相比常规光
伏电站建设， 选择在采煤沉陷区做项目，设
计、建设、运维等环节的难度均大大增加，对
技术要求也相应提高，投资收益率因此存在
更大不确定性。“采煤沉陷区往往地势复杂、

地形分散，土地面貌不算好，甚至伴有沉降
等风险。而光伏项目开发通常需要平整的连
片土地，在先天不足的条件下，方案优化设
计、设备可靠稳定、运维持续跟进等均面临
更大挑战，就连电站巡检、组件清洗等日常
工作也是难上加难。 对此，既要求根据采煤
沉陷区实际情况，一案一议，精细化操作、个
性化推进，也要确保工程长时间的安全可靠
稳健运行，容不得半点马虎。 ”

有预测显示，即使按照年产煤炭 35 亿
吨计算，今后每年平均还将新增沉陷区 125
万亩，修复治理急需加快脚步。 “相比传统
后治理模式，建议重视边采边复，也就是源
头控制、过程治理。 ”胡振琪坦言，沉陷区荒
废时间过久，易导致土地损毁加重，矿井一
旦关闭， 部分开发企业还可能逃避治理主
体责任。 “边开采、边修复治理，不仅可以降
低工程实施难度， 还能有效避免新账不断
翻为旧账。 ”

内蒙古取消优惠电价政策已实施两个月， 此次
电价改革效果如何？ 记者日前进行了调查采访。

采访中，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内蒙古此次取消优
惠电价，是其建设电力市场的必然，有利于战略新兴
产业电价与市场接轨。

■■倒逼企业节约用电

政策刚发布时，发电侧、电源侧企业均有些懵。
多家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 战略新兴项目属于内蒙
古自治区重点支持产业，由于新政策涉及多方利益，
希望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能全面考虑发、 用双方的
成本核算， 减轻新能源电站在大风季节可能会遇到
的交易价格瓶颈的影响。 “此前招商引资时，内蒙古
相关部门曾明确表示会在输配电价方面有优惠倾

斜。 但是，此次蒙西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恢复了容量
备用费及输配电价，也就是说，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
发电侧的电量配比暂不做调整和变更。 ”一位不愿具
名人士对记者表示。

记者了解到，为了保障政策平稳过渡，内蒙古自
治区发改委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了蒙西地区战
略性新兴产业电价优惠政策和蒙东地区大工业用电
倒阶梯输配电价政策调整的影响评估。 评估结果显
示，取消优惠电价政策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非常小。

“从对用电量不同的企业影响来看，用电量较小
的企业， 生产经营基本不受影响； 用电量较大的企
业，对企业的生产成本提升有限，不会影响企业持续
盈利。 ”一位不愿具名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同时，
取消优惠电价政策，将进一步倒逼企业节约用电，提
升技术竞争力，促进企业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有效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准确数据正在统计

多位新能源企业均表示， 从 10 月份交易来看，
目前现行电价对新能源发电侧基本没有影响， 用户
侧电价增加了小部分输配电价带来的成本变动，以
“用电大户”光伏产业链为例，生产一公斤硅料大约
消耗 60—70 度电， 增加的电价成本也就是千分之
几，整体影响在可控范围内。

在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球市场总监庄
英宏看来， 形成稳定的新电价需要较长时间的市场沉
淀，目前，新政策的整体影响还处在市场反应的过程中，
公司在等待政策细节进一步落地再做具体评估。

“政策对于光伏行业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庄英
宏对记者表示，进驻内蒙古的大部分为硅料企业，近
年来硅料价格持续处于高位， 因此头部企业都在积
极布局一体化， 硅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的影响正在逐
步减小。 根据长江电新的数据，每万吨硅料影响利润
0.5—0.8 亿元，具体到企业上，影响小于 4%。而且，在
建新产能的电价已进行过充分调研， 在一连串的长
链机制作用下，对光伏生产企业基本无影响。

“取消战略新兴企业的优惠电价后， 战略新兴产
业的电价有望与市场接轨，电价形成机制将更加体现
电力的市场化商品属性。 ”一位央企新能源发电相关
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双边协商价格是否能够保持稳
定还是增长，有待后续参与第四季度交易时判断。 ”

此外，记者从内蒙古电力集团营销部了解到，蒙
西月度新能源协商用户暂时没有较大波动， 准确的
统计结果仍需等待一段时间。

内蒙古取消优惠电价影响几何
■本报记者 苏南

11 月 1 日，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右岸首台机组（1 号机组）投产发
电，较原计划提前两个月完成这一重要节点目标。 大藤峡工程是国务院
确定的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的标志性项目， 也是珠江流域关
键控制性工程和红水河十个水电梯级开发的最后一级，防洪、航运、发
电、水资源配置、灌溉等综合效益显著。 工程共配备 8 台国内最大的轴
流转桨式水轮发电机组，单机容量 20 万千瓦，总装机 160 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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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诸葛”干活有妙招
“陈师傅，你把油污迹清理得很干净呀，这一套工

具很特别哦。 ”
“是呀，没有它，这油迹可就难处理了。 ”
10 月 26 日早上 9 点， 茂名石化港口分部湛茂输

油站的阀室里， 陈元华正在认真地清理从阀杆处渗出
的油污，只见他一手拿着一条特制的不锈钢钩子，钩子
顶端钩紧着抹布， 在阀杆周边藏有油迹的位置来回几
下，油迹被抹得干干净净，看到陈师傅这一套特殊的工
具，班员很好奇地凑上前去了解情况。

原来，阀室里各阀门开关操作频繁，加上盘根老化
松动等，阀杆可能会出现油迹。针对这个情况，陈元华自
制了一套工具，巡检时，他的巡检袋子里就备有这一把
特制的钩子，发现有油迹，马上用它钩住抹布擦干净，然
后，放进早准备好的塑料胶袋子里，再放进危废库里，若
发现是盘根漏较大的，及时汇报给站领导，并迅速清理，
决不允许有油滴掉进阀室底地面上。

“制作这个小钩子很简单，就是捡一条废置的长约
50 厘米的不锈筋条，两头打一大一小两个弯，大弯这
边用来作抓手，小弯这边在地下磨较尖就行了。 ”陈元
华微笑着给班员介绍。

陈元华平常就爱弄些小攻关， 被班里的同志亲切
地称为“小诸葛”。 这个自制工具只是他那些小攻关里
的一个。 他电脑知识好，曾编写了一个小程序，一打开
小程序，班里日常“规定动作”，一目了然，避免了工作
出错漏。

“干活的时候多想想，说不准一个小办法就能解决
问题。 ”陈元华对大家说。 (张亚培 潘为军)

深耕海外的“多面手”
“他是一名勤奋的工作人员，非常能干，总是让我

们的事情变得简单容易。 ”日前，大庆钻探钻井一公司
伊拉克鲁迈拉 DQ037 队工程师张少锋收到来自甲方
现场驻井监督的提名表扬信，对他的工作态度、工作能
力及工作业绩充分肯定。

多年来，张少锋多次得到甲方的称赞，被甲方和队
友称为队里的“多面手”。他是管理执行的操作快手。10
月 10 日，刚刚结束的 Ru-532 井完井作业中，张少锋
提前对所需的零部件进行查验， 发现套管扶正器的固
定螺丝由于在库房储存多年，锈蚀严重，活动受限，会
严重影响扶正器的安装速度。 张少峰就组织员工利用
零碎时间对螺丝进行除锈处理， 保证固定螺丝的灵活
性， 从而提高了安装速度， 为完井作业节省了一定时
间，得到现场监督的认可。

张少锋是睿智果敢的技术能手，善于思考，注重总
结， 关键时刻总能用智慧解决难题。 今年 6 月施工的
Ru-521 井，三开因地层特点易发生井塌。 张少峰仔细
研读设计，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技术方案，并及时
与现场监督沟通。得到肯定答复后，张少锋结合井下高
速螺杆的技术特性，果断采取 2.8 兆帕的大压差钻进，
并根据返砂情况及时调整划眼时间， 快速钻穿易塌页
岩井段，平均机械钻速达到 39 米/小时，三开钻进周期
比设计周期缩短了 46 小时，使得本井提前完钻，再次
得到现场监督的肯定。

张少锋是耐心细致的沟通好手，在甲方、第三方及
外籍雇员之间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大家都形象地称他
为“跨海大桥”。 今年 3 月，Ru-508 井取芯作业时，在
当地雇员司钻与取芯队伍的井口配合过程中， 张少峰
发现取芯工程师给司钻的上提钻具手势， 在当地文化
习惯中是停止的意思，此类沟通问题极易造成误解，阻
碍工程进度。张少峰及时用英语向取芯工程师解释，配
合更加简洁的手势，保证了施工各方之间的高效沟通，
使施工得以顺利进行。

在他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截至目前，DQ037
队今年已实现日费率 96%以上。 (刘娟 李丽华)

位于山西大同采煤沉陷区的新荣一期项目。 隆基绿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