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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坚实可靠提供坚实可靠能源保障能源保障 构建区域能源发展新构建区域能源发展新局局

京津冀发布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划京津冀发布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划
■■本报记者 张胜杰

近日，京津冀三地发展改革委联合编
制的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划（以下
简称《行动计划》）正式印发，谋划了京津冀
区域能源发展的重点任务、重大项目和改
革举措，提出到2025年，构建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开放合作、协同保障的区域能源体
系，为携手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
区、示范区提供坚实可靠能源保障。

该《行动计划》是基于哪些因素考虑
的？具体提出了哪些目标和任务？三地该
如何分工协作、相互融合，形成“1+1+1＞
3”的区域优势？

■■ 功能互补、分工协作
打造全国能源科技创新策源地

对于出台《行动计划》的动因，北京
市发改委副主任来现余表示：“这个计划
坚持系统观念，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新
阶段，深刻把握新形势下建设中国式现
代化先行区、示范区对于能源发展的新
要求，统筹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条件和
区位特点，增强能源在设施、科技、产业
等方面的整体谋划，形成彰显优势、功能
互补、分工协作、协调运转的区域能源发
展新格局。

来现余进一步指出，今后三地将强化
整体谋划，形成彰显优势、功能互补、分工
协作、协调运转的区域能源发展新格局。
推进京津冀共同开展一批绿色低碳技术攻
关，实现一批创新技术成果中试验证，推动
一批先进产品装备示范推广，高质量建设
一批重点示范区，提升能源产业现代化水
平，合力打造全国能源科技创新策源地和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 加快用能方式转变
推动重点领域用能低碳转型

《行动计划》指出，三地将着力构建
“1+6”的目标任务体系。“1”是指“一个目
标”，即到2025年，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
效、开放合作、协同保障的区域能源体系，
为携手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示范区提供坚强可靠能源保障。

“6”则是布局了 6 个方面主要任务。
具体来看，包括协同推进能源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打造智慧能源系统建设的先行区；
共同培育绿色低碳能源消费模式，打造能
源消费革命的示范区；统筹构建清洁多元
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安全稳定可靠的区域
能源供应格局；合力打造高效融合能源创
新体系，高质量建设一批重点示范区；共同
建立公平开放能源机制，构建区域能源一
体化发展的营商环境；协同开展多层次多
领域能源合作，推动京津冀区域能源高质
量发展。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北京市将
加快用能方式转变，推动形成绿色低碳、智
慧高效的用能体系。

目前，北京市电力中长期市场、绿电
市场基本建立，并逐步走向成熟。北京
市城管委副主任李如刚指出，下一步还
将进一步完善绿电交易机制，持续推进
绿电交易，加大绿电购入力度，逐年提升
绿电消纳比重，助力能源结构转型发
展。推广华能北京燃机烟气余热利用项
目成果在清洁供热领域的示范应用，持
续推动电厂、锅炉房、垃圾处理厂等各类
余热资源回收利用。大力推广居民室内
电、气、热的智能化调节和监测，推广智
能计费、缴费模式，提高居民用户电力、
天然气、热力使用便利度。控制煤炭消
费节奏，继续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稳
妥有序推进清洁能源替代。

“接下来，还将按照京津冀能源协同发
展计划部署，着力增能力、补短板，继续完
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坚强可靠智慧
高效的能源基础设施网络，助推区域能源
高质量发展。”李如刚说。

■■ 塑造‘1+1+1＞3’的优势
力推氢能和新型储能产业协同

近年来，北京市高度重视氢能、新型储
能产业发展。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
长毛东军介绍，在氢能领域，北京市氢能产
业已初步完成从源头技术创新到产业化应
用的试点探索，基本实现了氢能产业“从1
到10”的突破；在新型储能领域，北京市则
在研发创新、产品集成、市场推广方面具有

较强优势。
如今，大兴国际氢能示范区已成为京

津冀地区最大的氢能产业聚集地。该示
范区北区、南区（一、二期）目前已正式投
用，三期的国家氢燃料电池汽车检验检测
中心也将在今年年底投用，目前已聚集了
190 余家氢能行业企业，建成了全球最大
的气氢加氢站——海珀尔加氢站，燃料电
池汽车累计推广突破900辆。据北京海珀
尔能源管理能源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曹维峰介绍，目前该站配备了8台加氢机、
16把加氢枪，日加氢量可达4.8吨，能同时
满足500辆到600辆车的用氢需求。”除了
公交车，还有渣土车、轻卡、冷链物流车、
大巴车以及长途物流车等商用车，每天大
约有 170—180 辆氢燃料电池汽车来这里
加氢。”

据中关村氢能与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产

业联盟副秘书长于民介绍，功能互补的京津
冀协同发展体系，为氢能及燃料电池行业上
下游产业拓展与应用提供了丰富的场景。

京津冀区域在氢能及燃料电池技术研
发、氢能供应及应用场景等方面形成互补，
建立了完整的燃料电池产业链条。于民给
记者举例，“比如，北京市拥有雄厚的高精
尖研发创新实力，在氢能、燃料电池等领域
有良好的研究基础；张家口、承德地区可再
生能源丰富，可规模化制取绿氢，提供氢源
保障；唐山市依托钢铁焦化企业和港区矿
山，拥有大量矿石、钢材等重型物资运输需
求，是燃料电池重卡汽车应用的典型示范
场景，三地分工协作、相互融合、各有侧重
的发展模式，可共同推动氢能产业协同提
质提速。

于民说：“三地人员、技术、资金等要素
资源来往密切，‘北京研发、津冀制造’产业

协同模式加速形成，形成了‘1+1+1＞3’的
区域优势。”

毛东军认为，京津冀三地推动氢能、新
型储能等绿色能源产业协同发展，是实现
区域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加快区域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打造区域未来经济新增长点
的重要选择。“总体来看，京津冀三地产业
发展目标高度一致，产业基础各具优势，资
源禀赋充分互补，已具备全产业链协同发
展的基础条件。”

毛东军表示，京津冀三地今后将坚持
科技创新驱动，积极支持区域内企业、高
校、科研院所等单位整合资源，建立产业协
同创新平台，支撑关键共性技术向区域相
关主体转移，推动氢能与新型储能全产业
链技术自主可控与规模化、商业化发展，全
面降低终端应用成本，共同推动产业发展
阶段实现跨越式发展。

■陈举 陈娟 易黎

雨水过、惊蛰即，春光渐浓。广袤的
贵州大地上，农田上机声隆隆，花椒基地
正施肥、今春绿茶也开采、蔬菜园里采摘
忙……乡村的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一幅上
下齐心、努力耕耘的画卷徐徐展开。

2月末，在贵州省安顺市关岭自治县
龙潭街道落叶新村的花椒智慧化示范基
地，400亩花椒树迎来花期。南方电网贵
州电网公司安顺关岭供电局工作人员主
动深入花椒基地，对喷灌设备、智慧系统
接收设备、杀虫灯、抽水泵等用电设备进
行测温和隐患排查，把好农业生产用电

“安全关”。“在春耕生产特殊时期，我们加
大了用电义务检查的次数。”关岭供电局
城关供电所工作人员说。

“基地是以智慧化、可溯源为亮点，引
进了喷滴灌、土壤检测、水分监测、空气监
测等系统，并建立了大数据中心，收集全
县花椒种植的实时数据检测数据、种植及
管护情况。”贵州椒丰众鑫花椒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韬说。

在关岭县花椒产业大数据中心，一块
LED大屏幕实时更新着花椒基地里的各
项农事信息。大屏上不断跳动的数据正

是来自基地花椒生长环境的真实“写照”。
“大数据平台主要对全县 13 万亩花

椒生长情况、病虫害防治等信息进行实时
数据采集，为花椒基地提供多方面的农事
指导意见和环境监测预警等服务。”梁韬
说，大数据中心还配套有自动滴灌、物联
网监控、标准化管理、AI农技服务等多个
系统。

梁韬介绍，花椒的春管很重要，现在
花椒进入现蕾期，水分和养分供给要充
足，所以，用电方面特别多。有了安全稳
定的电力支撑，“智慧花椒”实现足不出门
也能实时掌握花椒基地的土壤情况和害
虫信息，动动手指就能操作系统喷灌……

“为保障花椒种植生产用电，我们着
力提高供电可靠性，提升供电服务水
平。”关岭供电局副总经理刘茂才说，根
据春耕春灌的用电特点，该局融合营销、
配网等专业系统开展电网运行实时监
测，应用专业系统数据，开展抢修调度、
服务调度等工作，从电网侧全力做好电
力供应保障工作。

为满足“关岭椒”智慧化示范基地建
设，关岭供电局开辟了春耕春种春灌用电
绿色通道，切实解决基地用电难题。共架
设专用线路400余米，动力电通到了花椒

地，有效保障了基地大数据中心和智慧化
系统建设的用电需要。同时，该局成立了
春耕保电服务小组定期到生产基地进行
用电检查，协助排查用电隐患，确保花椒
基地各项用电设备稳定运行。

“通过梳理、跟踪各项农业生产用电
需求，主动发现隐患，靠前服务，提供精准
的供电保障。”刘茂才说，全局网格化片区
经理主动响应和服务，实现客户诉求“一
站办理”，实施现场服务“一站指挥”，全面
提升配网运营效率和客户用电感知，以稳
定的供电和优质的服务，全力护航农业生
产用电。截至目前，该局已开展春耕生产
用电服务50余次。

小小“花椒籽”，装着大民生。保障春
耕生产，助力乡村振兴。2024年中央一号
文件提出，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在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中，贵州电网公
司结合地区用电特点，在主动服务，特事特
办基础上，建立了春耕生产供电设施定期
走访要机制，严密监控春耕产生设备负荷
变化，对线路、配变不足的部分台区进行更
换或增容，确保春耕设备安全运转，零距离
服务春耕生产用电，用实际行动彰显央企
担当，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
建设。

贵州安顺贵州安顺：：““智慧花椒智慧花椒””电力足电力足

本报讯 记者赵琼
报道 2 月 26 日，中国华
能举行2024年新能源项
目建设推进会，宣布公
司近3400万千瓦新能源
项目集中开工复工。

本次开工复工的新
能源项目共计 222 个，
项目以基地型规模化开
发为重点，突出“三线一
带”，深入实施“四化”
开发模式，即北部风光
火储一体化、东部沿海
风核智慧能源多元化、
西南水风光一体化、中
东部风光荷储多场景融
合化。

这是中国华能加大
有效投资、巩固和增强
经济回升向好态势的重
要举措，也是服务加快
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助
力实现“双碳”目标的具
体实践。

当下，中国华能坚
定不移推进绿色低碳转
型，加快以新能源为重
点 的 战 略 新 兴 产 业 发
展。在自主创新方面，
中国华能将坚持科技赋

能、创新引领，加快研发
一批风光水火储多能互
补、大容量风电、先进光
伏等引领行业转型发展
的原创性、关键性核心技
术，深化推动新能源智慧
运维，加快形成新质生产
力，同时统筹发展和安
全，推动项目开发建设与
生态环境保护和谐共生，
坚决守牢安全环保发展
的底线红线，打造竞争力
强的优质“基因工程”，持
续提高投资效能。

据了解，2023 年，中
国华能新能源发展再创
历史最好水平，新能源累
计装机突破7200万千瓦，
低碳清洁能源装机占比
同比提升 5.4 个百分点，
新能源发电量首次突破
千亿大关，完成国家第一
批以“沙戈荒”为重点的
风光大基地项目建设任
务，并网规模行业领先，
海上风电核准、在建、投
产规模稳居行业第一方
阵，西南水风光一体化基
地开发建设稳步推进，大
基地开发建设多点开花。

供电员工对花椒基地杀虫灯进行义务检查。陈举/摄

华能山西天镇风电项目正式开工。 李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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