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段文奇 刘世鑫 李 坤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在碧海蓝天的莱州
湾海域，随着最后一台风机叶轮与发电机精
准对接，昌邑海洋牧场与三峡300 兆瓦海上
风电融合试验示范项目海上风机全部吊装完
成，这是继9月份海上升压站吊装完成迎来
的又一个重要节点。目前，项目剩下“最后
一公里”，施工人员正以昂扬向上、奋发有
为的工作姿态，攻坚克难，苦干实干，全力
向年底全容量并网发电加速冲刺。

据悉，昌邑海洋牧场与三峡300 兆瓦海
上风电融合试验示范项目，由中国三峡新能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三峡新能源
山东昌邑发电有限公司负责建设。项目位于
潍坊昌邑境内北部莱州湾海域，场址中心南
距昌邑市区约45 . 5 公里，西南距潍坊市区
约66 . 4 公里，施工水深6 . 43— 9 米。风电场
规划海域面积47 . 92 平方公里，总投资约36
亿元，总装机容量300 兆瓦，规划建设50台
6 兆瓦风电机组，配套建设一座220 千伏升
压站，以2 回 220 千伏XLPE 绝缘海底电缆
送出，接入柳疃60 兆瓦陆上风电场升压站
集控中心，转架空导线接入电网输送至千家
万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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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成
投运，年可发电9 . 4 亿千瓦时，替代标煤约
2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79万吨。

据悉，项目坚持机制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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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抢抓渤
海区域6至10月施工黄金期，项目多次组织

打桩及吊装方案论证，动态调节施工资源，
从 6 月 18 日开工，到 7 月 14 日首台风机吊
装，再到冬季来临前50 台风机全部吊装完
成，仅历时3个半月，充分展现了海上风电
建设的“三峡速度”。

项目建设兼顾生态与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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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破题，一个项
目一个项目推进，一个堡垒一个堡垒攻克；
誓把一张张‘规划图’变成一张张‘施工
图’，一张张‘施工图’变为高质量发展
‘竣工图’。”三峡新能源山东昌邑发电有
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坚定铿锵地对记者说，锚
定“精品工程”，发扬工匠精神，精心精细
管理，树立品牌形象，全力打造安全好、质
量优、进度快、效益高的海上风电融合试验
示范项目新标杆。

绿能充电解民忧 供热改造暖民心

华电莱城电厂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展担当
□通讯员 段文奇 李振福 崔会娜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济南莱芜公交集团与华电莱城发电

厂举行合作签约活动，启用华电莱城绿色能源智慧充电站，

这是莱城电厂发挥自身优势解民忧、暖民心、彰显央企担当

的又一成功实践。此外，莱城电厂还与济南莱芜公共交通集

团，在通勤车辆委托运营、氢能产业、车辆租赁等领域进行

全方位合作。

据悉，华电莱城绿色能源智慧充电站，电源来自光伏发

电，全部为绿色电力。充电站共配置120 千瓦双枪直流充电

桩11 台、120 千瓦单枪直流充电桩2 台、480 千瓦1 拖 10 充

电桩2套、14千瓦双枪交流充电终端9套，可同时满足62辆

新能源车不同充电需求。据工作人员介绍，设备使用方便快

捷，一台充电桩可对多辆不同类型家用汽车同时充电，并可

对同一支路不同充电终端车辆自动分时轮充，无需人工干预

及值守，未来还将实行优惠电价。绿色能源智慧充电站，可

根据电网限制、设置的充电策略等进行智能功率分配，既能

保证充电模块充分利用，又能满足用户多样化充电需求。

如果说交通关系到城市的“动脉”，那么供热则关系到

城市的“冷暖”。作为莱芜区可靠主力热源，自2014 年莱

城电厂热网首站投运以来，聚力打造“民生供热”精品工

程，连续8年实现供热“零事故”“零投诉”，受到居民一

致好评。莱城电厂供热公司负责人说，擦亮“民生供热”品

牌，得益于两个“法宝”即依托城市规划，实施供热改造，

持续扩大供热面积；立足居民需求，优化供热参数，全力提

升供热质量。

2021 年12 月，莱城电厂2号机组“抽凝模式”下完成与

4号机组并汽供热，标志着凝抽背改造项目正式进入投产试

运，此次改造采用“新型凝抽背供热技术”，切除汽轮机低

压缸进汽，大幅提高机组热电比。项目主体工程包括低压缸

末级次末级温度测点加装、冷却蒸汽旁路系统加装、采暖抽

汽和凝结水回水管道安装以及相关控制逻辑改动等。改造投

运以来，单机最大供热抽汽610 吨/小时，较改造前抽汽量

提升 65% ，供暖季预计可节约标煤量 38180 吨。据统计，

2022 年1至9月份，莱城电厂累计拓展居民供热面积130万平

方米，完成供热量183万吉焦，同比增加24%。

在稳步拓展当地供热面积同时，莱城电厂着眼长距离供

热，抢抓山东鼓励跨行政区域供热契机，积极对接泰安远距

离供热，促成“莱热入泰”供热项目进入济南、泰安“十四

五”热电联产规划。济南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提出，实施

“莱热入泰”“泰热入济”等供热管网项目，推进都市圈供

热一体化。 2022 年5月，全省2022 年重点项目及“十四五”

重点储备项目清单中，“莱热入泰”赫然在列。

莱城电厂积极践行“双碳”目标，大力发展新能源，探

索推进新型储能、充换电等综合能源服务业务，全力保障人

民生产生活对清洁能源需求。目前，依托建成投运厂区屋顶

分布式光伏项目、储能调频电站、绿能智慧充电站以及在建

储能调峰电站，聚力搭建智能微网，打造“源网荷储一体

化”示范项目，力促新能源在民生领域推广利用，力推乡村

用能革命。

发电量超6657 万度替代标煤2 . 2 万吨

商河年处理16万吨

垃圾发电项目并网
□通讯员 苏 航 陆 磊 柏贞杨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准备就绪，听我口令，并网！”近日，

在商河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中控配电室，随着指挥人员一

声令下，工作人员用鼠标点击屏幕“并网”开关，大屏上清

晰看到，电表数字开始跳动、各系统参数运转正常、各项环

保指标全部达标……以此为标志，济南第五座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 商河生活垃圾焚烧厂正式投入运营。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作为具有双重减排效应产业，相较

于传统填埋处置、堆肥处置等优势显著。同样的垃圾处理

量，卫生填埋场分解时间通常需要7至30年，而焚烧处理只

要垃圾熔点高于850 摄氏度，2个小时即可处理完毕，同时

每吨垃圾焚烧发电可净碳减排0 . 21 吨，契合碳达峰碳中和

战略，是垃圾处理方式最优选择。”济南市发展改革委负责

人介绍，截至目前，济南域内并网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厂 5

座，年处理生活垃圾超过231 万吨，发电总装机容量13 . 7 万

千瓦，年发电量超过8 亿千瓦时，可有效替代标煤26 . 7 万

吨，减排二氧化碳42 . 7 万吨。

据悉，商河生活垃圾焚烧项目位于孙集镇十里坞村，由

中国环境保护集团有限公司与商河县政府投建运营，一期投

资3 . 6 亿元，占地面积152 亩，于2021 年3月份开工，建成1

台日处理垃圾500 吨机械炉排焚烧炉、1套焚烧炉烟气处理

系统，配套1台中温中压余热锅炉、 1 台10 兆瓦凝汽式汽轮

发电机组，包括垃圾接收和供给、垃圾焚烧、余热利用、烟

气处理、污水处理、灰渣处理、电气自动化7个系统。年发

电量超过6657 万度，有效替代标煤2 . 2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3 . 5 万吨。

“项目投产运营，年可处理生活垃圾16 万吨，节约垃

圾外运费用1000 余万元，有效满足商河县城及周边殷巷、

怀仁、龙桑寺、贾庄、玉皇庙等乡镇生活垃圾处理需求。”

项目负责人介绍，生活垃圾无需分拣及破碎处理，直接进炉

燃烧，产生高压蒸汽带动汽轮机发电。据了解，为实现生活

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中节能商河公司加大项

目技术设备投资，在环境保护上，采用“SNCR 炉内脱硝+

机械旋转喷雾半干法+活性炭喷射吸附+干法喷射+袋式除尘

+SCR ”工艺流程，使外排气体各项指标达到欧盟标准。此

外，指标数据及炉温数据，实时通过网络传送至环保部门监控

平台，实现24 小时在线监控、达标排放。在技术工艺上，

采用国际通用、成熟先进的机械炉排炉技术，运用先进集中控

制系统，实现自动燃烧、自动调速、自动调压、自动增减负

荷，生产全流程高度自动化。在资源利用上，垃圾处理线配备

渗滤液处理系统，去除渗滤液中高浓度有机物和重金属等污

染物，并回收利用，实现渗滤液和生产污水零排放。

下一步，中节能商河公司将坚持生态安全底线，着眼当

好垃圾发电“电参谋”“电保姆”“电管家”，强化垃圾收

集、储运、处理等全流程管理，全力提升科学运营水平，确

保经得起看、经得起闻、经得起测，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

村振兴作出更大贡献。

国家管网龙口南山LNG接收站俯瞰图。

  □通讯员 苏 航 张传广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记者从省能源局了
解到，全省基础设施“七网”行动计划、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涉及石油天
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25个，总投资1171亿
元，今年计划投资271 亿元。项目包括沿海
LNG接收站项目4个、油气长输管道项目11
个、油气储备设施项目9个、油气处理项目1
个。截至10月31日，已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预计到年底可完成投资280亿元以上。

“ 202 2 年是落实‘十四五’规划和
‘双碳’目标的关键一年，也是全省新旧动
能转换‘五年取得突破’决战年。加快完善
油气产供储销体系，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
弱项，对于提升油气供应保障水平、提高应
对外部风险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省
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处负责人介绍，今年以
来，省能源主管部门高度重视油气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把油气管网和储气设施重点工
程，作为稳投资、防风险、促转型、谋发展
的重要抓手，精心部署，科学安排，扎实推
进；各重点工程涉及地区及相关工程建设企
业，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以超常决心、
超常举措、超常力度优化施工组织、倒排节
点工期，奋力掀起施工大干新高潮，确保目
标任务如期实现完成。

坚持规划引领，以贯彻落实国家油气
“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和2022 年重点工
程为契机，编制全省石油天然气发展“十
四五”规划，统筹谋划油气管网、储气设
施布局，强化规划引领和刚性执行，着力
打造全国重要的石油生产加工基地、东部
沿海千万吨级 LNG 接卸基地和环渤海地
区油气储备基地，形成更加完善的油气产
供储销体系。健全工作机制，制定印发推
进2022 年全省油气管网和储气设施重点工
程有关事项通知，明确年度目标任务，建

立政企协调机制，确保项目有人盯、有人
管；组织召开全省“十四五”油气重点工
程推进专题会，总结推广项目建设经验；
坚持定期调度，掌握工程进展；召开专题
会、督导会、约谈会、现场会，层层压实
责任。加强要素保障，召开中俄东线、省
天然气环网东干线等重点工程专题协调
会，积极解决项目建设土地手续办理、涉

铁工程施工等重大问题；支持重点工程申
请财政支持政策，会同各市建立项目手续
办理“绿色通道”，纾解资金压力，缩短
办理时间，通过政企协同，分类施策，全
省油气行业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强抓工
期，争当先进，工程建设持续加快，投资
力度有序加大，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下一步，持续强化项目调度，建立推进

台账，现场下沉督导，掌握工程进展，解决
建设难题。完善协调机制，发挥省市工作专
班作用，政企协同联动推进，争取国家部委
支持解决制约项目建设的重大问题。强化要
素保障，加强重点项目土地、资金等要素保
障，鼓励符合条件项目积极申报政策性贷款
等各类国家财政支持资金，降低项目成本，
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通讯员 陈清辉 段文奇 王 晨
   记 者 张文婷 报道

本报聊城讯 日前，在聊城东昌府区堂
邑镇，国内第二大水上漂浮式光伏电站———
国家能源聊城发电有限公司202 兆瓦水库光
伏发电项目建设如火如荼。高空俯瞰， 30
多万块蓝色光伏板组成方阵，在4000 余亩
水面铺展，蔚为壮观。据悉，项目已完成组
件安装325182 片，约174 兆瓦，占总规模的
87%，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预计11月底
完成组件铺设，力争年底前实现首批投产
发电。

该项目被列为聊城市 2022 年再生能源
示范工程，由国家能源集团聊城发电有限公
司投资9 . 6 亿元，利用4475 亩自有水库闲置
水面，建设容量202 兆瓦光伏电站，实现工
业用水设施与光伏发电利用完美结合。项目
建成投产，每年可生产绿色电能2 . 2 亿千瓦
时，替代标煤约6 . 6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17 . 6 万吨、二氧化硫约56 . 1 吨、氮氧化物约
48 吨、烟尘约 8 . 5 吨，可有效改善电源结
构，降低煤炭消耗，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
型，产生良好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该项目运用远程集
控、智能感知、智慧决策等多项创新技术，
探索尝试浮体位移监测系统、组件自动清洗

系统、无人机巡检、驱鸟装置等先进技术。
水面光伏采用高密度聚乙烯浮箱+支架式漂
浮光伏系统、单晶硅双玻电池组件、组串式
逆变器固定在浮体上。选用锥形结构水下固
定预制锚固块，最大程度减小水流影响，提

高漂浮平台稳定性。箱式变压器安装选用钢
塑复合平台，极大增强设备防腐能力，提高
设备可靠性和使用寿命。光伏组件安装在水
面上，可遮蔽阳光，有效减少水汽蒸发；水
的蒸发冷却可降低光伏组件工作温度，从而

提高组件工作效率。设备、浮体等水面组件
采用环保材质，确保周边生态环境安全。该
项目配套新建一座220 千伏、 44 兆瓦/88 兆
瓦时储能电站，实现光储一体，有效弥补光
伏发电波动性和不稳定性，电能品质、盈利
水平将显著提高。

据悉，国家能源聊城发电有限公司坚持
安全、优质、高效理念，多措并举、统筹兼
顾，有序推进项目施工建设。压实责任抓安
全，派驻专职安全员，对机械吊装、轮船牵
引等工作开展隐患排查，督促整改，确保施
工安全；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技术交底制度，
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作业人员进行关键工序
施工技术交底，明确工艺流程、质量标准，
确保工程质量。精心组织提效率，根据项目
工期倒排进度，采取多路并进方式，搭建6
个施工平台同时作业，确保施工计划和节点
如期完成；引入厂家现场制造浮体，保质保
量同时，节省时间和运输成本。驻点协调保
进度，安排专人蹲厂驻点，与供应商协调沟
通，督促光伏组件按期交付，为项目如期建
成提供有力保障。

下一步，国家能源聊城发电有限公司锚定
年底建成投产目标，严把安全、科学调配、统
筹施工、高效推进，全力做好项目收尾和设
备调试工作，努力打造水面光伏新样板。

国能聊城202兆瓦水库光伏项目。

总投资1171 亿元 今年计划投资271亿元

全省油气重点项目提前两个月完成年度投资

昌邑海洋牧场与三峡300兆瓦海上风电融合试验示范项目。

三峡昌邑300兆瓦海上风电风机完成吊装

国能聊城202兆瓦水库光伏项目冲刺年底并网

152022年11月9日 星期三 第702期

热线电话：(0531)85193262 Email：sdnyxwzk@163 .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