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焘

在祖国的正北方， 内蒙古自治区不仅
是我国向北开放的桥头堡， 也是我国向南
赋能的能量线。

广袤的内蒙古大草原上， 一台台风机
迎风而动。一台风机转一圈，将大自然的风
转化为近 2 度的清洁电。风机转一圈，可点
亮一个家用灯泡 40 小时， 让风扇工作 30
小时，够一台电视机开 20 小时，让一台冰
箱运转 30 个小时。

目前， 内蒙古风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39960 千瓦。 截至 6 月底，内蒙古全区光伏
发电站累计装机容量 1767.6 万千瓦。 进入
新的历史时期， 内蒙古新能源也走进一个
历史发展的大风口。 内蒙古按照新发展理
念、全产业链思维，聚焦落实内蒙古五大任
务，提出“两率先、两超过”目标。 要在全国
率先建成以新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供给体
系、 率先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
系统，到 2025 年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火电
装机规模、2030 年新能源发电总量超过火
电发电总量。

■■加速变绿
打好组合拳

内蒙古库布齐沙漠延绵 400 公里，面
积达 1.56 万平方公里，神似黄龙横卧于黄
河“几”字弯中。

这个曾经的生命禁区，如今每年产出相
当于 20个三峡大坝的绿色电量。 它的隐秘
武器，便是沙漠上一眼望不到边的光伏板。

截至 2023 年，库布齐沙漠的光伏发电
治沙项目已经累计投产 91 万千瓦，累积发
电量已达 65 亿千瓦时。

放大眼界， 包括库布齐沙漠在内的整
个内蒙古，变绿的速度正在加快。

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
近年来内蒙古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能源结
构，推动能源体系向绿色转型。 “十三五”的
最后一年， 内蒙古新能源装机首次超过煤
电新增装机， 电力供给绿色转型迎来重要
里程碑。

近年来， 内蒙古能源产业结构持续优
化。 截至今年 4月底，内蒙古新增新能源并
网装机 531万千瓦， 是 2022 年同期规模的
5 倍， 并网总规模 6713 万千瓦， 装机占比
37.5%，较去年同期提高 2.4%。新能源发电量
567亿千瓦时，占比 24.4%，同比提高 2.8%。

在绿色发展的快车道上，2022 年，内蒙
古跑出新能源发展的加速度。 全力推动新
能源规模化、基地化开发，新能源完成投资
1300 亿元，是 2021 年的 5 倍多。 截至 2022
年底， 全区已并网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
6182 万千瓦，占电力总装机的 36.5%，同比
增长 1.3 个百分点。 新能源发电量保持快
速增长， 全年新能源发电量 1335 亿千瓦
时，超过三峡电站的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
20.6%；连续两年成为全国唯一风电光伏发
电电量超过 1000 亿千瓦时的省区。

就具体产业而言， 内蒙古近年来打出
的是一套组合拳。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鄂尔
多斯和库布齐沙漠等地区， 隆基绿能的光
伏板在日光照射下闪闪发光———这家公司
正在打造以荒漠治理和采煤沉陷区治理为

主要应用场景的光伏电站。 而位于呼和浩
特市赛罕区的中环产业园展厅， 闪闪发亮
的单晶硅棒、 晶莹剔透的石英坩埚也分外
引人注目。

与隆基和中环同行的， 还有远景、明
阳、天合、晶澳、金风等头部新能源企业。内
蒙古聚焦产业链头部企业， 确定了第一批
链主企业短名单， 推动设立新能源装备制
造发展基金，制定了风电、光伏装备制造产
业链全景图，全力补齐产业链短板断点，先
后引进 30 余家链主头部企业，已形成风电
整建制配套能力 500 万千瓦， 光伏组件供
给能力 1000 万千瓦，形成风电、光伏装备
制造全产业链配套供给能力， 新能源全产
业链发展迈出了从无到有、 由零到整的关
键一步。

为了维持新能源发展增速，内蒙古新能
源投资热度持续升温：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提供的数据显示，2023 年全区清洁能源在
建项目总投资超过 5000 亿元， 在建和拟建

的新能源规模超 1.6亿千瓦，约占全国 1/3。

■■大基地助力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内蒙古在加快建设的新型电力系统新
在哪里？ 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个新特点是新
能源占主体。

“绿色转型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
的事情。 要先立后破，而不能够未立先破”,
“立”， 便是包括新能源在内的清洁能源的
发展。 大基地，是这一发展的重要载体。

风电、光伏基地化开发是支撑。 内蒙
古 2030 年规划建设沙漠大基地装机总量
1.55 亿千瓦， 相当于 14 个上海市的峰值
用电需求， 相当于 19 个北京市的峰值用
电需求。

因此， 内蒙古全力推进四大沙漠大型
风电光伏基地建设，争取国家“十四五”期
间在内蒙古规划建设 4 个大基地、 配套 4
条外送通道， 外送新能源 4800 万千瓦、配
套火电 1600 万千瓦，内蒙古规模占全国的
1/3，蒙西至京津冀、库布其至中东部、贺兰
山至中东部等 3 个项目实施方案已获批，
分别由三峡集团、华能集团、华电集团牵头
建设，乌兰布和基地近期有望获批。

内蒙古积极推动国家第一批、 第二批
风光基地建设，第一批 2020 万千瓦项目已
全部开工，第二批 1188 万千瓦项目正在开
展前期核准及开工前手续办理， 第三批
1170 万千瓦大基地项目近期将获得批复。

得益于内蒙古优质的大基地及风光
资源禀赋，2022 年， 内蒙古超越广东省成
为发电量最高的地区， 位居发电量第一
名，而且实现了前五名中唯一发电量同比
增长。

■■保供排头兵
以绿色能源保证国家能源安全

作为全国发电冠军， 自 2013 年起，内
蒙古历年外送电量也是全国第一。 作为国
家重要的电力供应基地，自 1993 年第一条
外送华北 500 千伏输电线路投运以来，内

蒙古电力外送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的跨越发展。

目前， 内蒙古新能源电力外送范围覆
盖华北、东北、华东、西北地区，实现了电力
资源更大范围的优化配置。2022 年，全区电
力总装机达到 1.73 亿千瓦，新能源装机达
到 6500 万千瓦， 外送电量达到 2640 亿千
瓦时，外送电量占全国的 1/6。

今年一季度，内蒙古通过“四交三直”7
项特高压输电通道， 外送电量 311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41.28%，创历史新高。

送电比例中， 内蒙古的新能源比例也
在提升。为了增加新能源发电外送，内蒙古
围绕电力外送新建通道和既有通道， 已批
和待批新能源规模超 1 亿千瓦， 占全国的
1/3，位列全国第一，全部并网后将显著改
善能源生产结构、消费结构。

2022 年， 国网蒙东电力开工建设了京
泰酸刺沟电厂送出工程等 6 项特急能源保
供工程， 兴安中广核百万千瓦级风电一期
送出工程并网发电， 这些工程依托大电网
优势和灵活的电力交易机制，使得“蒙电外
送”规模不断扩大。

内蒙古在全国率先创新提出 6 类新
能源市场化消纳模式， 推动实施源网荷
储一体化、风光制氢一体化、燃煤自备电
厂可再生能源替代、园区绿色供电、火电
灵活性改造、 全额自发自用等 6 类新能
源应用场景， 已批复实施 112 个相关项
目、总装机规模超过 3000 万千瓦，通过
市场化方式为新增负荷配置相应规模新
能源，实现新能源自发自用和能耗总量、
碳排放、用能成本降低，达到“一石四鸟”
的效果。

内蒙古持续提升存量通道新能源外送
规模， 全区外送电力中新能源占比提高至
17%， 为全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绿色动力。
在全国率先启动蒙西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出台简化电网项目审批流程 7 条支持措
施，前期手续平均减少一半时间；实施煤电
机组灵活性改造 106 万千瓦； 乌海 120 万
千瓦抽水蓄能电站开工建设，上报 11 个站
点核准计划， 总装机容量 1250 万千瓦，用
更多绿电点亮万家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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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建设设四四大大沙沙漠漠风风光光基基地地，，内内蒙蒙古古能能源源加加速速向向绿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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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 低碳化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南网储
能公司党委坚持以抽水蓄能高质量发展
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服务社会绿
色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保障电力可
靠供应。

建服务绿色发展新功， 推动能源结构
低碳转型。抽水蓄能在促进新能源大规模、
高比例接入电网具有突出的功能优势。 南
网储能公司党委坚定当好抽水蓄能行业引
领者的信心和决心， 积极规划建设重大抽
水蓄能项目。主题教育期间，公司新取得 4
个抽水蓄能站点开发权， 扎实推进 12 座
抽水蓄能电站前期工作，项目储备超 3200
万千瓦。 深化“支部建在项目上”的经验机
制，携手各参建方把项目团队打造为“学
习型”战斗堡垒，把主题党日、“三会一课”
作为广大建设者学习理论、分享经验、资源
共享、攻克难题的平台，把又快又好开发建
设抽水蓄能项目作为诠释对党忠诚的实际
行动。

以广西业务为例，在我国“十四五”规
划 102 项重大工程之一的南宁抽水蓄能
电站建设工地，1200 名建设者正为工程年
底前完成核心洞室群开挖、进入机电设备
安装阶段而战骄阳、斗酷暑。 该项目实现
了硬岩隧道掘进机（TBM）在我国华南抽
水蓄能工程的首次应用，掘进速度为传统
爆破的 4 倍。 主题教育期间，长达 5100 米
的自流排水洞已掘进过半，预计年内实现

全洞贯通。 与此同时，南方电网广西千万
千瓦级抽水蓄能基地其他 7 座电站的前
期开发也在同步提速，3 座电站完成三大
技术专题研究，3 座电站正抓紧开展三大
技术专题研究，1 座电站完成预可行性研
究。 目前，该基地开发规模已达 980 万千
瓦，总投资超过 650 亿元，相当于给自治
区增加了 5 个城市的供电能力， 将为风
电、光伏等清洁能源接入广西电网提供有
力支撑。 通过以学铸魂，一幅幅项目“规划
图”正在绿色八桂大地变为工程的“施工
图”，一张张基建“时间表”正在新时代壮
美广西变为奋斗的“计程表”。

建科技自立自强新功，保障产业链供
应链安全。 南网储能公司党委深刻认识
到，央企要努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在突
破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上取得更大进展。 公
司把调查研究贯穿主题教育始终，聚焦推
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水平等方面解剖麻雀、
梳理问题、解决难题，加快向科技型企业
转型。

南网储能公司广大技术党员深入发
扬斗争精神，不断引领抽水蓄能关键技术
迭代升级。 主题教育期间，阳江抽水蓄能
电站机组研制、系统设计、水道建设三项
关键技术获“国际领先水平”鉴定，标志着
我国在超高水头超大容量抽水蓄能工程
领域实现了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梅州
抽水蓄能电站的首套国产抽水蓄能机组

成套开关同获“国际领先水平”鉴定，标志
着我国抽水蓄能主机设备实现高质量的
全国产化；牵头研发的全国产化抽水蓄能
核心控制保护系统顺利投运，推进我国抽
水蓄能关键控制技术完全自主可控；我国
首个超大容量变速抽水蓄能工程惠州中

洞抽水蓄能电站、“300 兆瓦级变速抽水蓄
能机组成套设备”依托工程肇庆浪江抽水
蓄能电站的两台变速机组同日完成采购
签约，表明我国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研
制正式进入了工程应用阶段。 通过以学增
智， 一次次技术攻关正在成为防风险、迎
挑战、抗打压的能力锤炼，一道道技术难
题正在化作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
的创新成果。

建电力保障供应新功， 助力湾区负荷
稳定增长。 抽水蓄能电站作为构建新型电
力系统的基础装备，在为电力系统顶峰发
电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南网储能公司
党委切实把主题教育中形成的学习、调研
成果，转化为解决能源保障难题、做好迎
峰度夏能源电力安全保供工作的实际成

效，确保抽水蓄能机组“开得起、调得出、
停得下”。 在全国迎峰度夏电力供需总体
紧平衡的形势下， 南方五省区 7 座抽水蓄
能电站单日发电量首次突破 5000 万度大
关，达到历史新高，满足了超过 600 万居民
用户的高峰用电需求。 为深化数字化为设
备运维赋能， 公司建设的我国首个大规模
抽水蓄能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平台于 4 月
下旬投入使用， 通过 30 多万个测点的数
据实时采集，实现“足不出户”地实时掌握
机组的健康状态。 为实现电力调度需求的
迅速可靠响应， 公司建设的国内首个抽水
蓄能多厂站集控中心于 7 月上旬正式投入
运行，控制效率提升 2-3 倍，推进我国抽水
蓄能机组由属地分散监控向远程集中监控
转变。 （黄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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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国内首个抽水蓄能多厂站集控
中心投入运行。 南网储能公司/供图

图为南网储能公司南宁抽水蓄能电站项目（TBM）硬岩隧道掘进机。
南网储能公司/供图

图为绿色智慧陆港。 仲新源/供图

图为达拉特骏马电站 。 仲新源/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