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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 日下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山西省代表团向中外记者开放代表团团组
会议。

作为能源大省，山西省能源发展和能源绿
色转型备受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唐登杰在谈到山西能源结构转型时
表示，未来要注重创新驱动发展，聚焦优势产
业，扬长避短。同时，要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化
产业发展，注重体制机制创新，注重因地制
宜、分类指导。此外，还要统筹把握好提升传
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关系。处理好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并在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领域持续
发力。

在谈及如何统筹推动能源保供和绿色转
型时，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金
湘军表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山西作为能源
大省义不容辞，也责无旁贷。山西省大力推进
煤炭、电力和非常规天然气的安全供应，在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中作出贡献。

2023年，山西省煤炭产量达13.78亿吨，居
全国第一，占比达全国总产量的30%，保供了
24 个省份。提供了 6.2 亿吨电煤，发电量达
4376亿千瓦时，为23个省份提供电力1576亿
千瓦时。非常规天然气产量为 145.9 亿立方
米，除自用外，还保障了京津冀地区用能。山
西将坚决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为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提供安全稳定的能源保障，为端牢中国
能源饭碗展现山西担当。

金湘军还提到，山西省正在坚持“五大基
地”战略定位，立足省内能源资源禀赋和比较
优势，加快建设煤炭绿色开发利用基地、非常
规天然气基地、电力外送基地、现代煤化工示
范基地、煤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基地，支撑能
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向纵深推进。

此外，山西省还聚焦绿色低碳和建设新型
能源体系。2023年，山西省新能源和清洁能源
装机占比已经达到 45.8%，发电量占比达
25.2%，到2025年这两个指标将分别达到50%
和30%。今年山西省开工的第一个重大项目
是总投资 550 亿元的晋北采煤沉陷区新能源
基地项目，该项目建成后，可以为京津冀输送
清洁电力270亿千瓦时，对于山西建设新型能
源体系具有标杆意义。

在谈到持续推动能源结构优化调整时，金
湘军表示，山西省正在做大做强风电光伏集中
式项目，做优做精分布式项目，稳步推动地热
能生物质能的开发，大力推进抽水蓄能和新型
储能规模化应用，构建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同时还培育壮大氢能产业链，推进氢能制储输
用全链条发展。

山西也是全国电力市场的改革先行者，在
国内率先建成了“中长期现货+辅助服务+零
售”的电力市场体系。去年在电力现货市场，
山西省第一个转入正式运行，通过省间现货市
场外送的增供电量排在全国第一。未来，山西
省还将不断深化电力市场改革成果，完善中长
期电力交易机制，丰富辅助交易品种，探索电
力期货市场。

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化产业发展

山西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

3月5日下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重庆代表团
在西直门宾馆向中外记者开放代表团团组会议。

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指出，重庆
将在储能、新能源汽车和新材料等方面发力。绿色低碳本
质上也是新质生产力，我们要围绕“双碳”目标，在重庆落
实好并用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这一政策，加快绿色
低碳产业、供应链、科技创新和绿色技术推广。同时，加快
成渝“氢走廊”建设，加快交通运输绿色转型，提高新质生

产力培育。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胡衡华指出，目

前，重庆市新能源汽车发展势头良好，重庆汽车产量已升
至全国第二，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50万辆，争取今年达到
100万辆，但便捷充电设施普及情况还存在一定问题。未
来，重庆将推出便捷超充行动计划，推动新能源汽车与电
网融合互动，这将有望带动电动汽车相关设施和电网改造
的投资，进一步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3月7日下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海南省代表
团向中外记者开放代表团团组会议。

海南省代表团带来了该省能源发展成果和未来规划：
2023年，海南省新型工业聚力起势。百万吨乙烯等一

批石化新材料项目密集投产，海上风电装备、海工及游艇、
新能源专用车、油服装备维修等多领域破题。临高海上风
电场开工，核电二期和小堆示范工程稳步推进，全省最大
的集中式光伏基地并网运行。

同时，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全国首个 500 千
伏省域数字电网开工，“一张网”充换电基础设施全国
领先。

绿色低碳转型纵深推进。以争当“双碳”优等生的担

当，厚植优势、探路先行，擦亮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全年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9.5%，细颗粒物（PM2.5）浓度降
至12微克/立方米。生态环境整治重拳出击。第三轮中央
环保督察反馈问题立行立改，完成国家海洋专项督察年度
整改任务。

2024年，海南省将在能源领域持续发力，将推进海洋
油气、油服基地、深海装备、海洋信息等项目建设，陵水25-
1、乐东10-1气田投产，推广新能源汽车10万辆以上，加快
世界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建设，推动低碳园区、低碳社区、
低碳示范项目建设。

此外，海南省还将深化燃气安全专项治理，更新改造
城市燃气老化管网700公里。

将在储能、新能源汽车和新材料等方面发力

重庆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

推动低碳园区、低碳社区、低碳示范项目建设

海南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

3月6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青海省
代表团向中外记者开放代表团团组会议。

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陈刚指出，目前青海清洁能源装机数量突破5100万
千瓦，占全省总装机容量的93％。青海新型工业化发
展已经不再走挖矿和破坏自然资源的老路，目前正在
以规划、政策、基地、项目、企业五位一体格局推进发展，
围绕清洁能源和盐湖化工可持续发展产业持续发力。

陈刚表示，青海清洁能源迎来最好发展时机。“高
原光照时间长、光照强度高，是发电的好地方。青海
可用于光伏发电和风电场建设的荒漠化土地达10万
平方公里，清洁能源发展大有可为。”

在落实新质生产力方面，陈刚提到，新能源动力
电池铜箔是电动汽车电池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以
前青海企业生产的铜箔厚度大约10微米左右，随着技
术迭代更新，目前铜箔厚度已经降至3.5微米，减少了
一半还多，不仅减轻了电池重量，还可以消耗更少的
铜材。“这样的新质生产力我们需要。”

陈刚建议，希望有关部门统一谋划绿电通道建设
布局，在绿电输送通道方面适度超前谋划，支持包括
青海在内的西部风力、光电资源丰富地区，把清洁能

源更好地发出来、送出去。同时，青海也将作好绿色
电力、绿色算力、绿色金融“三绿”统筹，更好地支持西
部地区发挥本土优势，抓住此轮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
契机，带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晓军表
示，打造国家重要的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是青海发展的
巨大机遇，也是青海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近
几年，青海推动清洁能源产业跑出了加速度。如今，青
海清洁能源发展“风生水起”“风光无限”，正处在青海发
展史上最好的时期，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青海清洁能源发展条件优越，资源优势得天
独厚。在水资源方面，青海是三江之源，地处黄河上
游。而黄河上游是我国十三大水电基地之一，水资源
聚集且落差大，调节性能十分优越，为青海水电的开
发创造了良好条件。

目前，青海水电装机达到 1200 万千瓦以上。此
外，青海平均日照时间长，太阳能资源极为丰富。据
测算，未来青海可开发的光热资源将达到35亿千瓦。
在风能方面，青海不仅是全国第四大风区，且有大量
荒漠化土地适合开发和发展，条件优渥。

二是青海清洁能源发展势头强劲。目前，青海的

清洁能源已经进入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阶段。
在电源供给方面，2023年青海省新能源装机规模

达到3803.43万千瓦，占总装机的69%，占比为全国最
高。今年青海计划新增新能源装机1500万千瓦，全省
新能源装机总量将超过6600万千瓦，明年全省新能源
装机总量将超过8000万千瓦，到2030年全省新能源装
机总量将达到1.4亿千瓦。

在电网发展方面，近年来，青海统筹推进外省通
道、骨干电网、农网统筹建设，建成了±800千伏青豫
特高压这一全球首条绿电大通道。近年来，该通道累
计向全国14个省份送出绿电500亿千瓦时，相当于替
代原煤1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4100万吨以上，为实
现“双碳”目标作出重要贡献。与此同时，青海也正在
规划建设绿电特高压的第二通道和第三通道，着力以
清洁能源促进绿色转型。

此外，目前有40余家光伏和新能源制造企业落户
在青海，全国排名前10位的新能源企业有5家在青海
进行投资，比如天合光能、阿特斯、晶科能源、比亚迪、
宁德时代等。在西宁的经济开发区有一条“光伏街”，
主干道上汇集了10多家全国光伏制造龙头企业，形成
了产业聚集和完整产业链。

2023年，青海太阳能电池、锂电池的出口分别增长
了2倍和3.6倍，光伏产业总产值突破800多亿元，锂电新
能源总产值突破1100多亿元，这也是青海这些年发展最
快、新质生产力带动影响最大的产业之一。

在储能方面，青海也取得了重大突破。目前，抽
水蓄能、光热储能、化学储能、压缩空气储能、氢能储
能和动力储能发展日新月异，在青藏高原形成了一个
各种储能技术的“大会”，青海也建成了国内首个共享
储能市场的交易化平台，在共享储能的技术应用服务
模式方面实现新突破。

三是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质效好。青海通过大力
发展清洁能源，实现了生产、生态、生活“三生共赢”。
在生态方面，清洁能源在治沙方面成效非常明显，特
别是形成了“光伏+生态+农牧业”的生态循环样本。
比如，很多荒漠、戈壁通过板上发电、板间种草、板下
牧羊，变成了富民的绿洲和光伏牧场，呈现出“风吹草
低见牛羊”的美好画卷。

在生活方面，青海通过光伏扶贫项目，让全省一
半以上的脱贫人口吃上了阳光饭，用上了光伏取暖，
不仅提高了农牧民的生活品质，也让农牧民共享清洁
能源产生的红利。

四是青海发展清洁能源前景好。未来五至十年
是青海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最好时期。青海将更好
落实与国家能源局建立的共建机制，聚焦构建规划、
政策、基地、项目、企业“五位一体”推进格局，着力在
完善新型电力系统上下功夫，着力在转化清洁能源优
势上下功夫，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发展新动能，走出
一条以清洁能源助推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本版稿件均由本报记者渠沛然采写)

全国两会“开放团组”历来是观察中国各地政治经济走向的重要风向标。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能源仍是“开放团组”的重点议题。
各地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在能源安全保供和绿色低碳转型上铆足干劲，区域能源高质量发展的美丽图景正徐徐展开。

区域能源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

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迎来最好时机

青海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

记者手记

3月5日下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重庆代
表团举行开放团组会议，这也是自2019年十三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首个开
放团组会议。

这天，中外媒体把目光投向重庆代表团，我也
正式开启了“跑团组”之旅。

当天，距重庆团组会议开始还有1小时15分钟
时，媒体区就已经座无虚席，“长枪短炮”好不热
闹。这次会议吸引了112家境内外媒体、186名记者
参加。会议从下午3点开始，从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到回答记者提问，火爆的重庆团组会议前后共计用
时三个半小时，内容覆盖新质生产力、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重庆能源产业发展成果和未来发展
规划等话题。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离场时指指手

表说：“都6:30了。”
之后，我穿梭在青海省代表团、山西省代表团、

江苏省代表团、海南省代表团和新疆代表团之间，
倾听团组的能源话题。

在每一个开放团组上，记者问答环节气氛活跃
热烈，提问不断。面对记者的每一个问题，代表们
的回答真挚、认真、全面。回答问题的有党政领导

干部，有院士专家，有企业代表，也有扎根一线的基
层员工。他们让我更全面、更立体、更鲜活地感受
到了能源发展的角角落落、点点滴滴。

在开放团组现场，我还感受到了更加自信和开
放的氛围，让媒体近距离、更真切触摸到中国发展、
能源“脉动”。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青海代表团和新疆代

表团。
青海省委书记直面“痛处”，回应记者有关青海

省 6 名党员领导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事
件，称“伤口见光恢复快”。新疆代表团则直面外媒
记者犀利问题，回答间彰显自信从容。

当然，每个团组的能源成果和规划是我追踪的
最大热点。从新能源汽车到光伏高质量发展，从油
气增储上产到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每个代表团组都
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和发展优势，发表
真知灼见，给出“个性”答案。

未来能源高质量发展、向“新”向“绿”发展，
离不开各省（区、市）的共同发力。我也将继续
在其他的能源“现场”，见证并记录更多的能源
故事。

小渠跑“团”，我在现场
■渠沛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