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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睛“彩世界 电亮光明未来

内蒙古自治区首个国家电网“电力爱心教室”落户呼伦贝尔
■梁嘉贺 赵嘉辉

10 月 12 日世界爱眼日之际， 呼伦贝尔市中心城
区新海小学的“电力爱心教室”内，学生们在明亮、柔
和的灯光下专注地听老师讲课，眼离书本一尺，前胸
离桌沿一拳，如此自然的灯光环境得益于新安装的护
眼灯和智慧灯光控制系统，让孩子们有了一个光线更
均匀、更柔和的学习环境。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首个国家电网“电力爱心教
室”落户呼伦贝尔市中心城区新海小学。 “电力爱心教
室”作为“国网爱心工程”重点项目，是国家电网公司
与国网公益基金会发起、联合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
共同实现的公益项目，以改善中小学生和困境儿童的
教育环境、补充教育资源为目的，对符合受益条件的
学校实施照明改造， 同时开展用电安全知识教育、阅
读推广、素质拓展等“进课堂”志愿服务活动。

新海小学坐落于祖国北疆呼伦贝尔，此项目由国
网蒙东电力、国网国际公司共同打造，也是内蒙古自
治区正式挂牌的首个国家电网“电力爱心教室”，在世
界爱眼日前夕收到了爱心捐赠。

“教室内的老式灯管多年未更换， 国网公司特别
为我们北疆的孩子们考虑，捐赠护眼灯，保护学生们
的视力，让同学们能更加安心学习、健康成长。 ”新海
小学周明明副校长介绍，“这些爱心善举也将转化为

办学动力， 以高质量的教学培养学生、
回馈社会。 ”

该公司共为新海小学 17 间教室进
行学习空间光源环境及照明线路改造，
将教室内老旧照明设备更换为亮度适
宜、频闪合格的智慧护眼灯 208 盏，并配
备灯光智慧控制系统， 满足学生不同学
习场景的光源需求， 全面优化新海小学
学生的学习环境，受益学生 600 余人，守
护了祖国北疆地区儿童的“睛”彩世界。

“我们会带着这份爱成长， 用自己
的努力，将这份爱心传递，做一个‘心中
有爱，眼里有光’的少年。 ”国网呼伦贝
尔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新海
小学，举办志愿服务活动时，学生用真
挚的话语表达了感激之情。

据悉，该公司党员服务队经常走进
校园为学生普及安全用电常识，教会同
学们如何安全用电、节约用电，避免电器火灾事故发
生。 此外，还对学校用电设备开展“爱心义诊”活动，帮
助检查用电安全隐患，为全校师生学习、教学生活提
供安全用电保障。

“‘电力爱心教室’的建立进一步拉近了我们和学
校师生的距离， 有助于了解学校师生的用电需求，从

而为他们提供更贴心的供电服务。 ”该公司共产党员
服务队队员郭磊说。

下一步，该公司将持续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依托
电力专业优势，不断深化“电力爱心教室”公益品牌建
设，与学校共同打造多元化、趣味性的“电力课堂”，为
北疆地区教育和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网力量。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 可再生能源
已成为多地绿色发展的必选项。当以风电、
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发展驶入快车
道，如何优化组合、因地制宜走出一条多种
可再生能源融合发展的路径正成为各地着
力研究的重点课题。

互补、协同、一体化———这是记者近日
在“绿能大理·风光水储协同发展产业研讨
会”上听到频次最高的三个关键词。

●● 一体化发展大势所趋

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张玉清指出，风
电、 光伏发电具有随机性、 间歇性和波动
性，而水电，尤其是具有年调节大水库的电
站， 通过优化调度和水电机组快速灵活调
节，可将随机波动的风电、光伏发电调整为
平滑、稳定的优质电源，有效破解风能、太
阳能开发难题。

“水电、风电、光伏出力天然具有互补特
性。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综合规划处副
处长赵越表示，通过一体化开发，充分挖掘
流域调节能力， 利用梯级水电和抽水蓄能
长、中、短周期储能能力和灵活调节能力，带
动流域风光大规模开发利用。 不仅如此，还
可进一步提高安全可靠电力保供能力，提高
流域枯水期电量比例，缓解丰枯矛盾。

政策层面的引领自然必不可少。赵越透
露，当前，全国主要流域水风光一体化规划
已完成初稿， 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
地规划已正式印发，藏东南（玉察）水风光
一体化基地规划文本已征求相关省能源主
管部门、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电规总院等
主要单位意见。 澜沧江和金沙江上游川藏

段水风光一体化基地规划正在抓紧编制。
不仅如此，张玉清强调，一体化发展还

需要地方和电网公司分别在风光资源获
取、水风光一体化调度管理方面给予支持，
以便更好支撑水风光一体化运行实践，探
索可复制的一体化运行模式， 全面发挥不
同清洁能源的协同作用。

●● “绿能大理”优势尽显

要实现多种新能源协同发展， 需要先
天优势，更需要后天探索。

大理———天生占据了云南可再生能源
发展的“天时地利”，拥有丰富的风、光、水
等可再生能源资源，尤其是光照资源，属云
南省太阳能辐射最强的州市之一。 大理州
所辖 12 个县市中有 5 个县属于云南省最
佳开发区，有 6 个县（市）属于较佳开发区，
全州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日照时数在 1700
小时以上。

据悉，随着今年 8 月堂梨树、雄里坡等
13 个光伏电站全容量并网， 大理州实现
2023 年新增光伏并网容量突破百万千瓦，
占云南省新增并网光伏装机的 25%， 新增
投产规模居全省第一。按照当地规划，大理
州将力争在“十四五”末实现州内新能源装
机规模 1000 万千瓦以上，具备年均绿色电
力生产达到 600 亿千瓦时接入能力和州内
绿色电力消费达到 180 亿千瓦时的消纳能
力，保障新能源消纳利用率在 95%以上，供
电可靠率达到 99.9%。

大理州委副书记、州长陈真永介绍，当
前， 大理州清洁能源总装机已占全省电力
总装机的 16%，发电量达 580 亿千瓦时，集

电网建设、电源建设、装备制造、消纳输出
于一体的新能源产业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在优质资源和良好发展环境的加持
下， 多家新能源企业已经开始瞄准大理的
市场空间。面对日新月异的市场环境，张玉
清也表示，高效率、低成本的发电技术是支
撑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10月 12日，作为新一代 N 型高效光伏
发电技术的代表， 大理华晟 2.5GW 高效异
质结电池项目在大理经济技术区上登先进
装备制造产业园投产。首批出片冠军电池片
效率达 25.69%， 量产平均效率有望达到
25.5%，支撑配套组件项目逐步实现 720W+
量产出货， 将有效推动周边大型地面电站
项目度电成本的下降和投资收益的提升。
安徽华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晓
华表示，绿色能源产业是一个综合性、多元
化领域，需要政府、资本、技术、产业等多方
面的合作与协调。 华晟新能源希望通过建
立协同发展模式， 实现各方优势资源有效
整合，推动绿色能源产业快速发展。

●● “大理模式”或具参考价值

不仅仅是大理， 据云南绿色能源行业
协会会长韩莉娅介绍，今年以来，云南省正
在进入新能源并网工程建设高峰期， 截至
8 月 14 日，年内云南省新增风电装机 356.6
万千瓦， 集中式光伏装机 625.4 万千瓦，较
去年分别大幅增加 1207.3%、525.4%。目前，
云南省集中式光伏并网装机容量已超千万
千瓦，首次超过火电，成为云南省继水电、
风电之后的装机规模第三大电源。

在水电、风电、光伏发电三足鼎立的背

景下， 云南省可再生能源协同发展的步伐
正在不断加快。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规划部
主任卢吉表示， 多能互补夯实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根基。 “十四五”时期，华能澜沧江
公司将加快构建澜沧江风光水储多能互补
一体化开发格局。 根据澜沧江云南段风光
水储多能互补一体化基地规划， 依托已建
水电的调节能力以及新增水电扩机、 抽蓄
等手段，利用已建成的 3 条±800 千伏特高
压直流通道和 8 条 500 千伏交流通道送
电，可配套开发 1500 万千瓦新能源。

立足长远目标，在当地政府大力支持
下，企业间“强强联合”不断深入。 卢吉表
示，此次华晟新能源落户大理也是华能澜
沧江公司与大理州及经开区政府立足长

远发展需求的共同选择。 据悉，去年 7 月，
华能澜沧江公司与江苏锋晖、 安徽华晟、
西南证券四方签订大理新能源项目合作
协议，明确建设安徽华晟大理项目。 “十四
五”期间，华能澜沧江公司、江苏锋晖公司
将分别至少购置安徽华晟 10 吉瓦、5 吉瓦
异质结光伏组件产品。 卢吉透露，目前，华
能澜沧江公司光伏项目已采购华晟组件
1.15 吉瓦。

放眼风光水储协同发展的未来， 张玉
清坦言，资源配置分散化、联合调度模式不
成熟、征地移民、收益分配和电价机制等问
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水风光一体化
综合效益的发挥， 希望大理乃至整个云南
的探索实践可以为风光水储协同发展的模
式提供更多积极参考。

风光水储协同发展的“大理答案 ”
■■本报记者 姚金楠

天水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过半
本报讯 近日， 随着清水绵诸 100 兆峰瓦农

光储一体电站并网，甘肃省天水市清洁能源装机
规模突破 69 万千瓦，总装机占比突破 51%。

据悉，截至目前，天水市电源总装机容量为
135.26 万千瓦，其中，水电、风电、光伏等清洁能
源装机量为 69.26 万千瓦 ， 清洁能源占比达
51.21%； 风电、 光伏等新能源装机容量为 61.75
万千瓦，新能源占比达 45.65%，新能源发电利用
率 99.55%。

今年 1-9 月，天水市清洁能源发电量达 6.96
亿千瓦时，占天水市总用电量的 17.64%，消纳清
洁能源电量相当于节约标准煤 27.84 万吨， 减排
二氧化碳 69.39 万吨。 清洁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占
比增大有力支撑了天水生态文明建设。

目前，天水市正积极推进“十四五”第一批、
第二批新能源共 87.5 万千瓦项目建设， 谋划
2024-2025 年新能源整体开发方案， 科学有序发
展“风光”等清洁能源产业，着力推动能源结构转
型， 走出一条风光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传
统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变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根据
《天水市综合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力争到
2025 年， 全市风电装机达到 100 万千瓦以上，年
发电量约 14 亿千瓦时以上； 光伏发电装机 50 万
千瓦以上，年发电 6 亿千瓦时以上。

为推进能源供给革命，国网天水供电公司强
化电网规划建设，增强电网优化配置能力，提供
“业务告知、流程帮办、服务跟踪”全流程咨询服
务，优化接网流程，促进新能源大力发展，助力天
水市打造成为“陇东南清洁能源基地”，为建设幸
福美好新天水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黄洛）

国网定州市供电公司：
服务特色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10 月 16 日,在河北省定州市砖路镇
台头村生态养殖基地，饲养员正在给羊羔投喂饲
料，国网定州市供电公司吴家庄供电所的工作人
员则在对养殖基地的供电线路、 设备进行巡检，
确保电力供应安全可靠。

肉羊产业是砖路镇的传统产业、 特色产业。
在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公布的首批国家农业产业
强镇名单中，定州砖路镇（羊肉）成功上榜。 近年
来，该镇立足优势资源，将发展肉羊产业、打造
“羊文化”作为重点，健全和完善羊全产业链，推
进羊产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该镇肉羊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用电需
求也不断攀升。 为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国
网定州市供电公司组织员工定期开展上门服
务， 走进各养殖基地及企业屠宰加工车间，了
解客户用电需求， 向客户讲解安全用电知识，
帮助客户检查用电线路及设备， 及时消除用电
安全隐患。 同时，该公司员工还上门指导客户通
过 “网上国网”APP 等线上渠道办理各类高低
压业扩报装业务， 大力推行 “三零”“三省”服
务，并不断加强电网投资建设，让客户用上可靠
电、安心电、满意电。

“我们供电所供区内涉及肉羊产业的 10 千
伏线路共有 3 条，为了满足客户用电需求，这些
年都进行了升级改造。 ”据吴家庄供电所员工张
彬介绍，自 2021 年来，为助力砖路镇肉羊产业发
展，定州市供电公司共改造 10 千伏线路 29.05 公
里，改造公变 6 台共增容 1110 千伏安，新增公变
10 台共 3400 千伏安。

目前， 砖路镇肉羊产业年产值近 50 亿元，
约占京津冀市场份额 30%左右，方圆 20 公里范
围内，羊存栏量达上千万只，加工企业 30 家，
年屠宰量超 300 万只， 已成为华北地区乃至全
国最大、最集中的羊集散地之一。 （李琳）

本报讯 近日， 国家电投山东能源
发布我国首个近海桩基固定式海上光
伏实证成果：烟台海阳 HG34 实证项目
经过雨季、台风季验证，在防腐、防风、
防浪及系统稳定性上均超预期。 这意味
着我国首个近海桩基固定式海上光伏
实证项目获得阶段性成功，同时，也标
志着该项目应用的隆基绿能定制化
Hi-MO 5 光伏组件的抗腐蚀、 抗风及
抗隐裂能力得到行业认可。

HG34 实证项目由国家电投山东
能源、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联合隆基绿能实施， 是国内首个在近

海开放式海域条件下进行的桩基固定
式海上光伏。 该项目位于烟台市海阳
海域 ,离岸 6.5 千米 ,平均水深 7 米 ,分
别建设 308 千瓦大模块和 92.4 千瓦小
模块两种实证方案,将成为未来在该海
域规划建设的装机容量 270 万千瓦的
HG34 桩基固定式海上光伏项目的试
金石，通过防腐蚀、抗浪潮、抗台风、抗
洋流、防浮冰等方面的探索 ,为后期建
设方案提供主要设备适用性和工程经
济性等关键数据。

据悉，除了本次海上桩基固定式实
证项目，隆基绿能还参与了国家电投山

东总公司 （山东
院） 主导的我国
首个海上漂浮式
光伏实证项目 ，
目前已经过为期
两个月的海上试
验，历经台风、雷
暴等极端复杂天
气， 各项指标优
于预期， 运行状
态良好， 标志着
该 平 台 试 运 成
功。

海上光伏有
两种发展方向 ，
桩基固定式和漂
浮式。 山东省能
源局发布的 《山

东省海上光伏建设工程行动方案》明确
提出，到 2025 年，桩基固定式海上光伏
将建成并网 1100 万千瓦， 漂浮式海上
光伏示范项目将建成并网 100 万千瓦
左右。 两种方式均为光伏行业最前沿技
术，在无成熟经验可参考的当下，实证
电站被寄予厚望。 上述两次实证成功，
标志着我国海上光伏建设实现了“从无
到有”的重要突破，也标志着隆基绿能
在这条新赛道上已处于领跑位置。

此外， 我国首个海上漂浮式光伏
实证项目位于山东省乳山市 ， 离岸
3.5 公里，水深近 20 米，是国内首个

用于海上光伏关键设备技术实证和
发电系统方案测试的海上漂浮式平
台。 平台可通过搭载的监测系统对光
资源、海洋环境和光伏电站全要素进
行全过程数据实时采集和分析，可为
海上光伏行业关键设备的研发设计、
产品制造、运行维护提供真实运行环
境实测数据，填补了海上漂浮式光伏
行业户外实证空白。

隆基绿能中国地区部副总裁夏珂
表示：“两座实证电站均应用了隆基
Hi-MO 5 定制化组件。 海上光伏将
面对高温高湿、高盐雾、高风暴潮等
环境特征， 为保证产品的安全可靠，
隆基从原材料端实现对终端产品的
管控，例如组件边框选择不同膜厚的
铝合金边框及新型复合材料边框 ，
提升组件的抗腐蚀性和耐候性 ，接
线盒及连接器均达到 IP68 级防尘防
水等级。 同时，该组件通过了远高于
行业公认 IEC 标准的载荷测试、环境
测试和防腐蚀测试， 还通过了 60m/s
（相当于 17 级台风）的风洞测试及盐
雾 8 级测试。 ”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早些时候，隆
基绿能荣获国家太阳能光伏产品质量
检验检测中心(CPVT)颁发的光伏组件
差异化耐候性“国品优选”-深蓝海洋环
境检测证书，成为首批获得该检测证书
的企业，标志着我国光伏先进产品已具
备走入深海的技术水平。 (仲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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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1 日， 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员工在新海小学电力爱心
教室里开展安全用电进校园活动。 赵嘉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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