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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能查干淖尔电厂风光火
储氢示范项目首台风机浇筑

刚刚过去的 4 月，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晶澳科技”）与北京科技大学、扬州大
学、石家庄铁道大学四方学院等多所院校签约，计划
以多种形式开展校企合作，培养光伏领域专业人才。

在新能源发展正处风口、 光伏产业高速发展的
当下，人才供需短板逐步显现，人才成为制约光伏
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 目前光伏行业的人才供需关
系处于何种形势？ 晶澳科技将以什么方式开展校企
合作？ 晶澳科技的人才培养经验又能给予行业怎样
的启示？ 带着这些问题，《中国能源报》近日专访了
晶澳科技人力资源总监邱民权。

■■ 光伏扩产人才稀缺 技术人才供给堪忧

邱民权告诉《中国能源报》记者，现在的光伏行
业是一条“快车赛道”，随着光伏市场体量不断扩容，
人才需求与日俱增。 “目前国内光伏行业从业者约

246 万， 经预测，2025 年全
国光伏从业总人数将达到
334 万-400 万。 在国内，光
伏人才增量每年只有 5 万
人左右， 远远达不到行业
需求， 光伏行业正面临严
重的人才短缺。 因此，晶澳
科技提前布局建立自己的
大学———邢台新能源职业
学院， 根据自身业务需求
培养专项光伏人才， 也为
光伏行业发展提供更多优
秀人才， 同时合理制定自
己的人才战略， 以应对人
才日益短缺问题。 ”

值得注意的是， 邱民
权也提到， 目前光伏行业
最急需的并非高学历的研
发型人才， 今年很多光伏
企业都将进行 10GW 以上
的扩产， 部分企业的产量
甚至将翻一番。 “我们最需
要、行业最紧缺的，其实是
制造端的工程技术类人
才。 ”他介绍，从事光伏电
池生产有一定门槛， 培养
一名成熟的技术人员至少

需要半年时间， 因为这些人员不仅要具备熟练的基
础技能，同时也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外语。

■■ 校企合作+企业激励 内外结合培养人才

邱民权表示， 校企合作建设是晶澳科技人才
战略的重要一环，晶澳科技已与 40 余家院校签订
合作协议， 这些院校共计向晶澳科技输送人才
3000 多人。 校企协同培养人才的形式并不新奇，
去年教育部就曾发布 《关于实施储能技术国家急
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的通知》， 推动 10 所高校
和 18 个企业合作培养储能人才。 “但晶澳科技瞄
准光伏产业一线技术人员短缺的现状， 开展校企
合作就是希望为后续引进工程技术类人才做好铺
垫。 ”邱民权解释。

回顾晶澳科技开展校企合作的历程， 邱民权提
到，2018 年之前晶澳科技还以校园招聘为主， 之后

才开始尝试在一些院校设立订单班。 “通过这样的形
式，学生在校期间可以参与实习，提前了解公司的产
品、文化以及规章制度，毕业后就可以直接上岗。 同
时，订单班也是未来开展产学研结合的重要基础。 ”
他介绍近两年晶澳科技也扩大了校企合作范围，将
合作人群延伸至在职员工和科研人员， 并进一步通
过联合办学深入参与光伏人才培养。

“在注重外部人才输入的同时，我们也注重人才
的内部培养。 ”邱民权透露，晶澳科技内部有一系列
完备的培养体系， 通过薪资激励和开放晋升通道，
激发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员工也可以利用培训学习
新技能、掌握新知识。 “我们也举办了一系列技能大
赛，不仅可以激发员工的工匠精神，也可以带动生产
氛围，让经验丰富的老员工培养更多的新人才。 ”邱
民权介绍。

■■ 既要努力培养人才 也要尽力留住人才

除了传统的光伏制造，目前新能源行业特别是
新兴的氢能、储能乃至 ESG 领域，都有巨大人才需
求。 伴随新能源产业不断发展，各大企业对人才的
争夺也会愈演愈烈， 在引入和培养人才的同时，如
何留住人才成为企业高度关注的问题。 对此，邱民
权认为，要想留住人才，首先就要留住人心。 “特别
是现在很多年轻员工并不会轻易被升职加薪所吸
引，他们所重视的是一种归属感和获得感。所以，晶
澳科技已经打造了包含短期、中期、长期措施在内
的全面激励福利体系，涉及学历提升、薪酬包、‘晶
才’计划等近 30 项，为吸引人才、助力人才发展打
下坚实基础。 ”

“晶澳科技并不想让员工觉得来这里只是打一
份工，挣一笔工资，我们希望他们知道在这里能够学
到什么，获得什么。 ”邱民权认为，企业当下需要积极
转变思路，从传统的“人”力资源向“心”力资源过
渡。 “我们希望员工间能构建起学习的氛围，作为一
个有机整体相互帮助、共同精进，员工自然而然会
产生一种归属感。同时，企业也提供培训机会，让员
工获得切实的学历和技能提升。 ”

与归属感和获得感相辅相成的是开放的晋升
通道和激励体系，让人才能够在企业有更多发展机
会。邱民权表示：“晶澳科技为人才在公司内的晋升
设立了三条通道，分别是管理通道、技术通道、职
能通道，员工可以根据自身技能选择不同路线，实
现在晶澳科技的长足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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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培养光伏人才
———专访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邱民权

■本报实习记者 杨沐岩

■张思雨 付钰

一年之计在于春。
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内蒙古分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分公
司”） 作为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区域分公司之一，深耕蒙西、山西
地区的清洁能源项目开发、建设和运营，
立足首都国企首善担当，强化经营管理，
突出高质量发展， 一季度累计发电量同
比增长 33.34%， 在向上摸高中实现首季
“开门红”。

加强安全生产，强化全员“一股绳”、隐
患排查“一张网”生产理念

内蒙古分公司筑牢制度“防火墙”，优
化安全生产奖惩体系， 以正向激励为抓
手，修订《安全生产奖惩管理办法》，完善
制度建设。 对准行业“风向标”，引入电力
市场竞争方式，以“零事故、零违章、零缺
陷”为目标，通过“三统一”（统一奖惩标
准、统一统计方法、统一检查要求），全面
开展场站安全生产指标评比及对标工作，
以“压力”驱“动力”，推动发电量、可靠性
指标不断提升。

同时，该公司激发动能“助推器”，坚持
眼睛向内，做实成本管控大文章，充分发挥
各专业技术资源、人力资源，调动全员主动
承接外委项目，激发场站自主运维积极性。

在守稳保供“压舱石”方面，内蒙古分
公司积极落实“安全五精”管理要求，全面
开展“六安”工程建设工作，对基建项目高
风险施工作业开展“全天候”升级监护，建
立整改“一到底”清单，全方位推动设备治
理和隐患整改成效显著，有力保障“两会”

保电及能源供应安全顺行。同时，打造安全
文化“强阵地”，以创建安全文化示范企业
为目标，强化“人、机、料、法、环、管”生产全
过程安全管理，利用多种平台开展“文化创
安”系列活动，营造深入人心的安全氛围，
2023 年公司两家单位乌兰伊力更风光电
站、赛汗风光电站被授予“全国安全文化建
设示范企业”荣誉称号。

加强工程建设，落实“储备一批、开发
一批、建设一批”战略部署

2023 年， 内蒙古分公司建设容量 170
万千瓦，为实现项目建设年度目标，面对工
期紧、任务重、体量大的严峻挑战，公司按
下项目建设“快进键”：一是落实主体责任，
坚持“以人为本”的安全管理理念，以保安
促产的思想全方位、多层次织好安全网，为
项目顺利投产奠定坚实的基石； 二是强化
质量管控，牢固树立“质量是工程建设的生
命线”意识，深化落实“生产基建一体化”工
作责任制，把好工程建设质量关；三是强化
工期管理， 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抓
工期，抢速度，以分秒必争的信念赛出项目
建设“成绩单”。

3 月 26 日， 内蒙古分公司首个使用液
冷技术储能电站的工程———巴彦淖尔市乌
拉特后旗京能 20万千瓦风电项目成功实现
全容量并网发电，全力冲刺全年项目建设任
务目标。

加强电力营销，强化“主动出击、待时
而动、度电必争”工作理念

牵住电量营销“牛鼻子”，内蒙古分公
司在电量营销方面全方位发力。 “内外”兼
修———向内加强电力营销策略研究， 积极

把握电力市场走向，向外大力攻坚“直购大
用户”；“上下” 同步———向上通过地方政
府、电网多方搜集信息，向下赴多地积极走
访大用户，建立优质用户资源库，建立中长
期直供合作；“点面”结合———聚焦关键点，
紧盯月度外送计划， 以点带面持续优化内
部交易策略，增加外送交易比例。

2023 年一季度，内蒙古分公司合约电
量同比增加 400%， 外送交易电量同比增
加 341%。

加强经营管理，强化“降本增效、精细
管理、轻装上阵”管理理念

内蒙古分公司加强成本管控， 勒好降
本节支“紧腰带”，一季度积极开展自主维
修，从源头控制采购需求，完成招标及询比
价采购共 118 项， 已确定开展的生产项目
全部完成采购工作，较预算节约 29.2%。

另外，用好精细管理“放大镜”，通过提
前偿还贷款、置换较高利率贷款、利用平台
公司票据池汇票、 与多家银行协调沟通降
低贷款利率，多措并举节约财务费用。

加强科技创新，强化“创新驱动、绿色
生态、开放互联、智能共享”发展理念

内蒙古分公司按照京能集团 “深化改
革、数字赋能、对标一流、创新创效”的工作
主线，在“双碳”目标牵引下，以数字技术赋
能能源数字化转型。

打造智慧监管“新集群”：按照清洁能
源“无人值班、少人值守、集中监控、智慧运
维”的新生产管理模式要求，全力推进集控
运营中心建设，统筹蒙西地区和山西地区，
建设 2 个集控运营中心———呼和浩特集控
运营中心和大同集控运营中心， 同时计划
新建 1 个锡盟绿电控制中心，打造“两区三

中心”数字化控制集群。
开发数字管理“新平台”：本着一切从

基层出发、为基层减负增效的目的，内蒙古
分公司持续落实“五精管理”，根据现场实
际工作情景开发周期性工作管理平台，通
过统计分析周期性工作，建立提醒模型、工
作效率模型、周期工作分布模型，实现了周
期性任务及时性提醒、数字化统计，以数字
化管理赋能安全生产，为建设“数字京能、
绿色京能、创新京能”蓄势助力。

潮头登高再击桨，无边胜景在前头。
回首与翘盼间， 一幅绿色低碳、 数字领
航、 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画卷正徐徐
铺展， 内蒙古分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将继
续保持协同作战的良好状态与敢打胜仗
的决心斗志， 全力做好年度各项重点工
作，奋进争创年度最佳业绩，全力冲刺全
年“满堂彩”。

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夺夺取取首首季季““开开门门红红”” 冲冲刺刺全全年年““满满堂堂彩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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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目前国内光伏行业从业者约 246 万， 经预测，2025 年

全国光伏行业从业总人数将达到 334 万-400 万。
目前光伏行业最急需的并非高学历的研发型人才，今

年很多光伏企业都将进行 10GW 以上的扩产，部分企业的
产量甚至将翻一番。 企业最需要、行业最紧缺的，其实是制
造端的工程技术类人才。

我国首个海上规模化
超稠油热采项目完钻

中新社电 中国海油天津分公司近日透露，中国首
个海上规模化超稠油热采开发油田———旅大 5-2 北油
田Ⅰ期开发项目钻完井作业日前圆满收官， 标志着中
国海上超稠油规模化开发取得重大突破。

旅大 5-2 北油田作为海上首个规模化超稠油油
田，位于平均水深约 32 米的渤海辽东湾海域，地层原
油黏度是渤海已开发最稠原油的 20 倍以上， 常温下
接近固体形态，开采难度极大，对防碰、耐温、防砂、固
井等方面的作业质量要求极高。

中国海油采用“稠油热采”开发模式，先后自主研
发耐温 350 摄氏度防砂封隔器技术等多项科技成果
并实现应用，引入了技术成熟的海上最大体量国产化
蒸汽锅炉，有效解决了高温注采一体化、井下高温安
全控制等世界级难题，部分技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实现了超稠油规模化开发新突破。

该油田钻完井的成功开发涉及到渤海海域 6 亿
吨非常规稠油储量的成功动用，关系到中国海油渤海
油田的产能接替。 自 2022 年 4 月该油田对外宣布投
产后，坚持边试验边开发，取得阶段性成果，日产油量
屡创新高，目前已突破 900 方/天，预计 2024 年实现
一期项目年产原油达 40 万吨。 油田后续还将历经多
轮次蒸汽吞吐开发，累计产量预计将超 300 万吨。

据了解，将稠油从地层提升到地面再完成输送，
对钻完井技术、采油技术、流程处理、海管外输等都
提出极高要求，被公认为世界级开采难题。中国海上
稠油集中分布在中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渤海
油田。 目前，在渤海油田每年超 3000 万吨的原油年
产量中，非常规稠油产量占比不足 1%，实现稠油储量
变产量将对加大中国油气勘探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王在御 王君妍)

中企承建的东南亚最大风电项目开工
本报讯 4 月 26 日， 中企承建的东南亚最大风

电项目———老挝孟松风电项目开工， 正式进入实施
阶段。

孟松风电项目位于老挝南部色贡省及阿速坡省，
是老挝首个风电项目， 也是中国电建海外承建的最
大风电项目、亚洲第一个跨境新能源项目。工程主要
内容包括 600 兆瓦风电场、5 座升压站及 500 千伏送
出线路等，建成后主要向越南输送电力。据悉，这是
老挝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力跨境输送， 将有效缓解
越南中部地区用电紧张情况。 此外，该项目生命周
期内预计可实现碳减排 3500 万吨，是推动老挝能源
转型的又一重大突破。 （毛艳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