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满足全园区19万千瓦时用电需求

吉电山东零碳园区

示范项目在潍坊投运
□通讯员 张建佩 刘坤 张秀红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潍坊首个零碳园区——— 吉电股份山东公司办

公楼零碳园区示范项目投运。项目实施“源网荷储充”一体发展，建

成集风、光、冷、热等多重元素深度融合的智慧能源综合体，白天风

光发电“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夜间“冷热双蓄+电化学储能”削

峰填谷，年发电量22 . 3 万千瓦时，完全满足整个园区19 万千瓦时用

电需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零碳办公。

据悉，吉电股份山东公司办公楼零碳园区坐落于潍坊高新

区，建筑面积 6390 平方米，主要用途为商用办公。园区零碳示范

项目于 2021 年 10 月开工建设，打造 3 个零碳单元系统。“风、

光”单元，建成170 千瓦屋顶光伏+1 台 1 千瓦小型垂直流风机，所

发绿电优先用于园区供能，可满足楼宇内办公、照明等商业用电

需求；“冷热双蓄双供”单元，搭载空气源冷热双供+冷热双储蓄

水箱，由 3 台额定功率 40 千瓦空气源热泵、 1 台 200 立方米蓄能水

箱、 4 台循环水泵组成，实现“冷热双蓄双供”，用户体验优于传

统空调系统；“储、充”单元，包含 50 千瓦时/129 千瓦时铅碳电

池储能和 80 千瓦双枪直流快充桩，既实现富余电量短时储存，又

能作为园区应急电源使用，为园区内电动车充电提供便利。“利

用午间低谷期充1 度电加上服务费才0 . 9 元， 20 分钟就能充满18 度

电，最少也能行驶 70 公里，现在油价这么高，我这电车可真太划

算了！”在园区工作的一位新能源车主兴奋地说。

据潍坊市发展改革委负责人介绍，吉电股份山东公司零碳示范园

区是潍坊推进城市用能革命的一个缩影，对全市乃至全省零碳示范园

区创建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在应用模式上，园区首次采用“冷

热双蓄+双供”空气源热泵系统，实现一套系统、两套功能，提高设

备利用效率，较传统冷热供应两套系统而言，极大降低投资造价，减

少资源浪费。系统加持冷热双蓄水箱，利用午间和夜间电网电量富

裕、电价较低时段，通过电热转换储存冷水或热水，根据需求缓慢释

放，实现电网峰谷平抑。在技术创新上，根据园区用能峰谷时段，自

主研发配套铅碳电池储能设备，为用户侧储能技术推广应用提供经验

借鉴。创新采用部分柔性屋顶光伏轻质组件，有效解决资源利用空间

有限和老旧彩钢屋顶承载力不够而无法安装光伏板等问题。

下一步，潍坊将以此次零碳园区创建为契机，研究制定支持绿色

低碳发展配套政策，建立健全激励措施，全力打造一批具有典型示范

效应的低碳社区、低碳园区试点，助推能源高质量发展，助力双碳目

标实现。

威海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

□通讯员 张建佩 邹家兴

 记 者 张文婷 报道

本报威海讯 近日，总投资60 亿元远景乳山零碳产业园项目进

入地面厂房架设，“国和一号”示范工程、文登抽水蓄能电站等项目

加速推进；乳山成功跻身全省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三大产业基地……进

入“十四五”，威海加快装备制造建链、强链、延链，加快重大项目

落地，加速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乘风而上”。“乳山海域150 万千瓦海

上风电项目全面启动，海上风电产业随之迎来蓬勃发展机遇期。”威

海市发展改革委负责人介绍说，海上风电产业链由上游配件及材料、

中游风电主机和海底电缆及海上风电施工、下游海上风电运营等组

成。乳山装备制造坚持上中下游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同步布局，

匠心打造海上风电大功率整机制造及施工运维、多场景应用基地。

目前，乳山大兆瓦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项目、海工线缆生产基

地项目、远景整机制造产业园项目等已“卡位入链”，上玻院风电配

套项目、大功率整机关键零部件、施工运维专用设备等纷纷上线……

到2022 年年底，全市海上风电制造业领域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到7

家，营业收入达到175亿元。

抽水蓄能这颗“绿色心脏”进入跳动倒计时。 7 月的昆嵛山捷报

频传：6月24 日，文登抽水蓄能电站500 千伏系统倒送电项目圆满完

成；6月30 日，填筑量460 万立方米的电站上水库大坝顺利完工……

半年来，项目完成多个关键节点，正向着调试投产奋力冲刺。

文登抽水蓄能电站被称为威海“绿色心脏”，是电力系统安全稳

定运行和新能源消纳的重要支撑。记者在电站主副厂房建设现场看

到，在吊机挥舞下，一个个上百吨设备如同搭积木般安装到位，数百

名施工人员在脚手架搭成的“森林”中忙碌焊接、组装和调试……

“文登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180 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27 . 1 亿千

瓦时，并网发电5 分钟内将由满负荷抽水转变为满负荷发电，提供

360 万千瓦的电力支援能力。”文登抽水蓄能电站负责人说，不仅是

“能源账”，还有“生态账”“经济账”。据估算，电站投运后，年

可节约标煤13 . 23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1 . 12 万吨；3条景观公路将进

一步完善昆嵛山路网，推动旅游产业发展。文登抽水蓄能这颗“绿色

心脏”即将开始跳动，计划2023 年初建成投运首台机组，2023 年底6

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核电装备和新能源产业不断裂变。走进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

电站示范工程、“国和一号”示范工程，两大核电项目正加速推进；

清华大学核研基地、城市分布式光伏等项目正加速实施；“国和一

号”仿真国际交流中心园区内，长约500 米的“国和一号+”光伏连

廊犹如一条长龙蜿蜒盘踞，成为国家电投“光伏+”又一创新实践。

目前，光伏装机1312 千瓦的“国和一号+”智慧核能综合利用项目建

成投运，核电装备与新能源产业进入裂变阶段。

优势企业加速聚集。 3 月，在上海召开的新能源产业合作洽谈会

上，建立核电产业链需求产品及原材料清单247 项，克莱特风机等18

家企业均与国核示范电站建立联系，天德工业等5家企业已与国家电

投集团展开合作。 6 月，美核仪表研发制造基地、中能国润LNG 接

收站等9个项目“嵌”入核电装备和新能源产业链。

“后续威海还会有一系列新能源合作项目落地，未来项目投

产后，全市新能源年发电量将新增 40 亿千瓦时，节约 120 万吨标

煤，为全省双碳工作贡献‘威海力量’！”威海市发展改革委负

责人向记者介绍。

□通讯员 段文奇 宁鄯善 柏贞杨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潍坊讯 盛夏七月，骄阳似火。

烈日高温下，昌邑市北部渤海莱州湾海
域，施工人员与太阳并肩、与时间赛跑，
争分夺秒抢工期，加班加点赶进度，吹响
向海“揽”风新号角。近日，随着第三台
风机吊装完成，山东昌邑海洋牧场与三峡
300 兆瓦海上风电融合试验示范项目（简
称“山东昌邑海上风电项目”）建设如火
如荼推进，加速向年底全容量并网发电
冲刺。

据悉，山东昌邑海上风电项目由三峡
能源山东分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约 36
亿元，总装机容量300 兆瓦，计划建设50
台 6 兆瓦风电机组及一座海上220 千伏升
压站。项目建设期间可提供就业岗位1500
余个，带动当地就业约1200 人。建成投
运后，年可发电9 . 4 亿千瓦时，年可替代
标煤约2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79万吨。

“在烈日热浪‘烤’验下，施工单位
加足马力，以时不我待的奋斗姿态，全力
抢抓海上风电施工窗口期，奋力冲刺每个
建设节点。目前，项目已完成24 个机位
基础沉桩及3台风机吊装。”项目负责人
介绍，项目坚持质效优先，根据风资源、
水文、场址等特点，合理选配风机机组及
配套设施，优化项目设计，提高发电能
力。坚持机制推进，建立月调度、周会
商、日跟踪制度，召开“海上风电建设月
度推进会”“昌邑海上风电项目建设专题
协调推进会”，及时解决船舶调度、二次

电源柜分组吊装等7项难题；建立设备催
缴催付管理、设备供应商点对点联络等机
制，设备催缴分包到人、驻厂监造，确保
及时到位。坚持统筹兼顾，按照设备分
期、分批到货特点，优化工序，穿插施
工，抢抓节点，从速从快推进海上风机、
陆上升压站、风场监控一体化系统等设施
建设。

项目建设还兼顾生态与发展，创新探
索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深度融合的发展方
式，在风机基础周围50 米海域内布置养
殖区，采取投放产卵礁、集鱼礁、海珍品
礁等措施，集聚、增殖鱼类，为鱼类、贝
类和藻类等海洋生物提供良好的栖息和产
卵场所，推进“水上水下立体开发利
用”，打造“绿色能源+蓝色粮仓”新样

板。同步启用海上环境观测监测站，动态
监测项目建设对水流、水质、海洋自我调
节能力及鸟类、海洋生物繁殖的影响，评
估海洋牧场改善修复生态环境效果，为探
索现代能源体系与海洋生态保护、经济社
会发展深度融合提供可靠依据。

“‘十四五’期间，山东坚持把发展
海上风电作为推进能源绿色转型的重要抓
手，加快推进海上风电高质量规模化开
发。”省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处负
责人介绍，山东布局以渤中、半岛南、半
岛北三大片区为重点的千万千瓦级海上风
电基地，总规模3500 万千瓦，被列为国
家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五大海上风电基地之一。按照“早开工、
早建成、早发电”要求，年内省管海域风
电场址全部开工建设，开工规模540 万千
瓦、建成并网200 万千瓦；到2025 年，累
计开工建设1200 万千瓦以上，建成并网
800 万千瓦以上；到2030 年，山东迈入全
国海上风电发展第一方阵。

下一步，山东将依托海上风电项
目，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引进落地一
批“龙头型”企业、“补链式”项目，
加快形成紧密配套、协同发展的良好产
业生态，全力打造海上风电装备全产业
链条。同时，创新突破，围绕产业链部
署创新链，加快海上风电技术研发和科
技创新，增强产业创新能力。推动海上
风电与海洋牧场、海上光伏融合发展，
助 力 能 源 结 构 绿 色 转 型 和 海 洋 强 省
建设。

□通讯员 苏航 满震 贾秋双
 记 者 张文婷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记者走进济宁微

山县采煤塌陷地“渔光互补”项目，宽阔
的鱼塘上一排排湛蓝色光伏板映入眼帘，
像碧波上的鱼鳞，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
辉，与池塘潋滟水光、岸边绿树红花交相
辉映……这里是济宁全面贯彻落实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加速采煤
塌陷地综合治理，推进资源型城市绿色低
碳转型的一个缩影。

“越是资源型城市，越要跳出传统思
维来寻找新的发展路径。”近年来，济宁
采煤塌陷地治理坚定不移走产业结构变
“轻”，发展模式变“绿”，经济质量变
“优”之路，创新实施控转并举、科技支
撑、生态修复、盘活资源等多元治理模
式，让昔日采煤塌陷地摇身嬗变光伏基
地、生态湿地、肥沃良田和产业示范区，
推动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
绿色，正在成为济宁转型发展“主色
调”。

有着上百年煤炭开采史的济宁，一度
生态恶化、伤痕累累，面对60 余万亩中
度和深度采煤沉陷地带来的产业结构失
衡、土地大面积塌陷、地表沉降等严峻挑
战，济宁以生态文明统领城市发展，科学
利用采煤沉陷区塌陷水面，创新“渔光互
补、农光互补+新型科技”治理开发，成
功入围国家能源局批准建设的8个国家级
光伏基地。目前，光伏基地7个发电项目

已全部投运，新增装机规模48 万千瓦，
年发电量约5 . 5 亿千瓦时，年可实现电价
收入约 4 . 6 亿元；年可节约标煤 18 . 8 万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5 万吨，带动塌
陷地2200余人就业。

傍晚的太平国家湿地公园，碧波荡
漾、苇蒲摇曳，落日熔金、水天一色，各
种鸟儿时而振翅飞翔，时而游戏水上。漫
步其间，时间似乎也会在这里慢下来，静
谧、平和、舒缓，乐享无可复制的自然之
美。据邹城太平国家湿地公园服务中心负

责人介绍，通过对太平镇1万多亩无法复
垦的重度采煤塌陷地，实施以绿色综合治
理、地质灾害搬迁、生态产业打造为核心
的“绿心”工程，建成了总面积超过1000
公顷的湿地公园，湿地面积428 . 44 公顷，
湿地率42 . 75%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
型案例》受到自然资源部发文推广，中央
电视台宣传报道；荣获全国自然资源领域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全国林草科
普基地，山东省最美湿地等荣誉称号。目
前，太平国家湿地公园拥有高等维管植物

400 多种，栖息脊椎动物215 种，国家一
二级保护珍稀鸟类15 种……成为集生态
保护、科普教育、湿地体验等功能于一体
的“生态客厅”。

“位于王楼煤矿的喻屯镇有 2000 多
亩采煤塌陷地，在当地政府支持帮助下，
王楼煤矿流转了部分塌陷区30 年的土地
使用权，采取‘挖深垫浅’治理方式，进
行水产养殖、生态种植，打造生态农业，
构筑绿色家园，助力乡村振兴。”山东能
源临矿集团王楼煤矿负责人介绍，400 余
户村民搬迁到新村，每年还享受一定数额
的流转费；同时，塌陷区上建设智能玻璃
温室，运用综合供暖温室系统将矿井余热
提升到农业园，发展高标准温室大棚，种
植热带水果等六大现代农业项目，带动周
边村民就业，为乡村振兴战略纵深推进作
出积极贡献。据悉，置换得到的“冷能”
再次输送到井下，改善采煤工作面工作环
境，改变传统井下作业用能方式，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成效显著。

下一步，济宁将围绕打造“鲁西南
（济宁）采煤沉陷区光伏发电基地”“山
东省新型储能产业基地”和“综合智慧能
源示范区”等，深挖“农光互补+渔光互
补+现代农业”等生态修复潜能，全面构
建城乡统筹、绿色低碳、智慧互联的多能
互补新能源体系。力争到今年底，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达到350 万千
瓦以上；到2025 年底，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发电装机总量达到800万千瓦左右。

采煤塌陷地治理 能源城精彩嬗变 

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的“济宁实践”

山东昌邑海上风电项目风机吊装。

济宁微山县采煤塌陷区“渔光互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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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讯  7 月 2 6 日— 2 7 日，
2022 年中国（山东）储能应用安全与技
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会议以“探讨储
能安全技术、服务双碳战略目标”为主
题，会聚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储能科研
院所、行业领军企业等 400 余名代表，
交流新型储能发展新思路、新技术、新
业态，探讨储能技术在高安全、低成
本、长寿命以及资源再利用全生命周期
的应用与布局，抢占储能制高点，纵深
推进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山东坚定不移推动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奋力推进海上风
电、海上光伏、核电、鲁北盐碱滩涂地、
鲁西南采煤沉陷区“五大清洁能源基地”
和整县分布式光伏规模化开发、“百乡千
村”绿色能源发展“两大清洁能源示范”
建设，清洁能源加速替代，能源供给质量
持续改善。今年上半年，全省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6580 万千瓦，同比
增长27 . 7%。其中，光伏、生物质发电装
机分别达到3715 万千瓦、 410 万千瓦，分
别增长42 . 5%、 10 . 7% ，稳居全国首位。
年内将新增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装机1000
万千瓦，到年底达到 7000 万千瓦。近

期，按照“条目化、清单化、工程化”要
求，研究制订了能源保障网行动计划和能
源发展九大工程行动计划，力争到 2025
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进一步
增加到1亿千瓦以上。

随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装机比例
迅速增加，推动新型储能高质量规模化

发展势在必行、迫在眉睫。为此，山东
把新型储能纳入“十四五”规划重点突
破，出台全国首个储能示范应用实施意
见，推出储能优先、平进平出、优先发
电量计划奖励、多劳多得等“政策红
包”； 2021 年，建成首批“ 5+2 ”及新
能源配建新型储能项目54 万千瓦，新增

规模全国第一；全国首个电池储能技术
实验室、全国首座商业化运行压缩空气
储能电站投运；依托山东科技大学，成
立全国高校首个二级学院——— 储能技术
学院；华能、华电等多家央企首个百兆
瓦储能示范项目纷纷落地……截至目
前，全省新型储能总装机规模达83 万千
瓦，基本建成覆盖材料生产、设备制
造、储能集成、工程建设、咨询检测等
储能产业链；上半年，全省减少弃风弃
光电量约1 . 63 亿千瓦时，相当于31 万户
家庭1 个月的用电需求。

本次研讨会，与会人员聚焦全球储
能发展回顾与展望、储能技术在新型电
力系统建设中的融合应用、双碳背景下
储能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源网荷储”
协同一体——— 山东打造现代配电能源互
联网、大规模储能等 9 个议题发表主旨
演讲，为山东新型储能高质量规模化发
展把脉会诊、建言献策、支招破解难
题，为全省新型储能发展拓展了思路、
提供了借鉴。

下一步，山东将以此次研讨会为契
机，强化科技攻关，聚力创新突破，推动
新型储能多模式、多途径、多场景应用发
展。力争今年年底，规模达到330 万千瓦
以上，2025年突破500万千瓦。

2022 年中国（山东）储能应用安全与技术研讨会。

吉电股份山东公司零碳示范园区。

2022 年中国（山东）储能应用安全与技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

山东新型储能高质量规模化发展推向纵深

年可发电9 . 4 亿千瓦时 年替代标煤约29万吨

山东昌邑 3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火热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