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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仁镇：
多元开发 惠民强镇

清晨时分，太阳刚刚露脸，东方一片潮
红，在怀仁镇，山上一排排形似飞机螺旋桨的
白色风车正缓缓转动，山下一户户院落房顶上
湛蓝色的光伏板在微光中熠熠生辉，宛如一幅
暖色调的美丽乡村油画。

“之前冬天烧煤取暖、夏天间歇停电，现
在屋里装了热风机，房顶安了光伏太阳能，每
天发电12度，开着空调也用不完！”怀仁镇杨
家村村民安秀英满脸幸福地说。

近年来，怀仁镇聚焦“能源强镇、生态美
镇、商贸活镇、旅游兴镇”建设目标，结合当
地产业基础，因地制宜探索出光伏发电、地热
取暖、风电互补的“多元开发”新模式，让群
众充分享受新能源发展红利，纵深推进绿色能
源示范镇建设。

村村建成光伏电站。在“绿色能源示范
村镇”建设过程中，“政府引导力、市场参
与力、政策助推力”三力齐发，通过财政资
金撬动、社会资本引入、政策引领扶持，抢
抓光伏补贴末班车，启动实施“村村通光
伏”工程，建成4万千瓦集中式光伏电站、
56个村级光伏电站、830户屋顶光伏电站，
成功打造济南市首个整建制光伏小镇，走出
一条“政府能支撑、企业愿投入、群众得收
益、环境有改善”的新能源发展路径。

户户采用清洁取暖。按照全县无煤化冬
季清洁取暖政策要求，全面开启清洁取暖模
式。采用先进的“深层地热井+水源热泵系
统+回灌”技术，为镇区10万多平方米建筑
提供清洁供暖。在农村积极推广气代煤改
造、空气源热泵取暖和节能改造项目，通过
政策补贴和资金扶持，34个村有2932户采用
空气源热风机取暖，4 2 0 4户实施气代煤改
造，729户完成外墙保温改造，实现了村镇
清洁取暖“零遗漏”“全覆盖”。

全民共享绿色红利。怀仁镇中晟新能源
光伏项目累计发电1 . 3亿千瓦时，年平均利
税1000多万元；风电项目年发电量1 . 15亿千
瓦时，年平均利税825万元，风光项目已成
为该镇财政长期稳定的税源保障。村级地面
光伏电站累计发电650万千瓦时，总收入640
多万元，帮扶全镇520户贫困户全部脱贫摘
帽。同时，发挥地热优势，调研引进温泉民
宿项目，推动地热应用从单一的供暖向二三
产业发展。

鱼城镇：

“三区联动”

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

自获评全省首批“绿色能源示范村镇”以
来，鱼城镇立足镇域资源优势，通过构建园
区、景区、镇区“三区联动”绿色能源产业发
展新布局，积极探索出一条“生态美、产业
兴、百姓富”的发展新路径，点燃了乡村振兴
“新引擎”。

园区产业循环化。鱼台长青环保能源有
限公司坐落于鱼城镇乔庄村北，年发电2 . 4亿
度，消耗各类秸秆杂物30余万吨，主要利用
农作物秸秆、木材边角料等生物质能源进行
发电，燃料燃烧后剩下的灰分作为钾肥返
田，扩大农作物利用循环半径，形成“变废
为宝”的良性循环。同时，高效利用发电过
程中产生的大量余热，调研引进木业、食
品、果蔬烘干等高耗热项目，建设长青生物
科技产业园，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生物
质发电产业向热电联产方向纵深发展。据统
计，该项目每年带动就业1000多人，促进当
地增收9000余万元。

景区发展多元化。依托温泉水量大、温
度高、微量元素含量丰富等天然优势，鱼城镇
科学制定地热温泉利用规划，加强与知名温泉
开发商运营合作，通过广泛建设温泉镇、温泉村
等方式，将地热温泉资源“渗透”于工、农、文、旅
等各行各业，带动农村温泉疗养、地暖供热等产

业迅猛发展，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
的文旅康养小镇。

镇区建设一体化。采取“政府+金融+公
司+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将资金、资
产、资源、政策等各种要素向产业园和景区集
中，加速农科综合服务区、有机瓜果种植区、
高效设施农业区等板块建设。同时，依托长青
电厂发电余热及地热资源，建设“越冬棚”，
植入5G智慧体系，全力打造青山常在、绿水
长流、空气常新的现代智慧农业园区和旅游景
区。

李庄镇：

厚植绿色发展底蕴

增进民生福祉

近年来，李庄镇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禀
赋，以光伏发电、清洁取暖、绿色出行为抓
手，积极对接扶持政策，策划包装建设项目，
加大市场运作力度，培育壮大绿色能源，厚植
绿色发展底蕴，实现村民增收和绿色环保“双
赢”。

光伏发电“二进二入”。依托当地良好的
光伏产业环境，推动光伏发电进村入户、进园
入企“二进二入”发展模式走向纵深，并取得
显著成效。创新实施“百万屋顶”“村镇浴
室”等示范工程，在镇政府办公楼楼顶以及大
刘村、齐口村等10个村的屋顶建设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目前已累计并网70多户，45%的居
民家庭配备太阳能热水器；建设惠民永正4万
千瓦油用牡丹光伏电站项目，以35千伏电压等
级接入兵圣220千伏变电站，牡丹籽总产量1万
吨，光伏电站发电总量11 . 7亿千瓦时，实现税
收1 . 5亿元；同时，利用光伏扶贫政策帮扶农
户335户，每年支付100 . 5万元，实现了光伏产
业与农业种植、精准扶贫协同发展。

清洁取暖“两路并进”。建成投运25万平
方米清洁能源冷暖站项目，有效解决4个小区
2000余户居民清洁取暖问题。坚持因地制宜、
群众自愿、多元改造、自主选择的原则，先后
完成煤改电1591户、煤改气92户、煤改生物质
4198户，推动村民取暖由传统的燃煤炉向电
能、天然气、生物质等清洁取暖转变，确保每
名群众过上“绿色暖冬”。

绿色出行“零碳环保”。积极倡导节能减
排的绿色出行环保理念，结合群众出行需求和
线路运营状况，李庄镇城乡公交线路全部采用
新能源电动公交车，与传统燃油、燃气车辆相
比，具有无噪声、易操作、安全快捷、乘坐舒适等
诸多优点，对环境污染几乎为零，在提升城镇形

象的同时，让居民真切享受到绿色公交优先发
展的实惠。同时，积极对接有关部门，在李庄镇
汽车站设置公共汽车充电桩及配套设施，服务
新能源电动公交车的同时，同步面向社会公众
提供充电服务。

三唐乡：

多能互补新模式

开启低碳新生活

初夏，正是油菜籽丰收的时节，家住三唐
乡的农民老张在农忙之余又多了一个新职
业——— 秸秆经纪人。他每天准时到50多个农户
家里，收购油菜秸秆并送到生物质加工中心。
据悉，像他一样的秸秆经纪人，在三唐乡就有
10人。

作为平原县生物质能源应用先行先试的三
唐乡，在实地考察、摸底调研、深入论证的基
础上，提出了“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能+空
气能”多能互补的发展新模式，确定了符合当
地实际的“秸秆收储体系+分布式生物燃料加
工中心+生物质燃料+多能互补”的清洁取暖
方案，引入清华大学多能互补清洁供暖技术和
生物质燃料加工企业，逐步形成了风能、太阳
能、生物质能“三位一体”绿色能源产业发展
格局。

在风能、太阳能上，先后引进了国瑞新能
源、中节能等风电行业领军企业，风力发电装
机容量达到20万千瓦。拥有协合太阳能、协衡
新能源、锦诚新能源、中节能光伏、乾鑫新能
源等一大批光伏发电企业。其中，乾鑫新能源
太阳能发电项目总投资3亿元，年发电量3000
万千瓦时，每年可节约燃煤1万吨，减排二氧
化碳2 . 6万吨。

在生物质能上，投资1800万元，新建3
处、扩建1处标准化秸秆收储固化加工中心，
引进生物质颗粒加工中心项目，建立5个收储
点，发展秸秆经纪人10人，目前全乡年产生物
质颗粒燃料已达到8万吨，绿色能源覆盖率高
达85%以上，每年可为当地农民增收1亿元。积
极涉足生物质成型燃料、生物质燃气、生物质
液体燃料、生物质有机肥等新产品、新领域，
先后建设生物质分散取暖示范村20个、多能互
补示范社区4个，供暖面积突破120万平方米，
生产化肥300多吨。

大美三唐，美的不只是景色，更有清洁能
源植入的一抹抹新绿。未来，三唐乡将不断壮
大多能互补规模，推动生物质能产业化发展，
为全省能源结构转型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提供
坚实基础和保障。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助力齐鲁乡村振兴

首批绿色能源村镇开启幸福指数“加速度”

编者按：首批“绿色能源

示范村镇”亮相一年多来，商

河县怀仁镇、鱼台县鱼城镇、

惠民县李庄镇、平原县三唐

乡、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枣

庄市山亭区桑村镇、泗水县高

峪镇、宁阳县伏山镇、阳信县

温店镇和郓城县随官屯镇10个

示范村镇勇担环保、民生双重

责任，立足自身优势，积极探

索实践，致力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助力齐鲁乡村振兴，取得

扎实成效，一组组鲜活的数据

见 证 了 示 范 村 镇 “ 绿 色 蝶

变”。据最新统计，10个示范

村镇先后投资49亿元，引进52

个能源项目，建立9个景点园

区，接待游客 7 0多万人。其

中，光伏、风电、生物质发电

装机容量达67万千瓦，年发电

量25亿千瓦时，节约标煤70余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82万吨，

实现营业收入17亿元，上缴利

税2 . 1亿元，带动乡村6690人就

业，精准扶贫3122户6423人。如

今10个绿色能源示范村镇，就

像一颗颗镶嵌在齐鲁大地上的

璀璨明珠，扮靓美丽山东，开

启了农民群众幸福指数的“加

速度”。现选取首批4个示范村

镇做法予以刊发，以期对全省

村镇绿色用能提供借鉴。

□通讯员 张勇 段德咏
记 者 张文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20日，在省能源主管部门
组织指导下，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助力新能源汽
车下乡暨城市中心展厅开业仪式在济南举行。记
者从现场了解到，电动汽车、充电桩、两轮车换
电等新兴业务发展成果和先进技术，为推进能源
绿色转型、满足人民群众低碳出行生活需要提供
了重要支撑。

“为打通绿色出行‘最后一公里’，我省
聚焦民生所需所盼，瞄准靶标，精准发力，指
导国网山东电力出台九项为民举措，推进新能
源汽车加速普及。”据省能源局电力处负责人
介绍，九项为民举措为：进乡村普及新能源汽
车知识；升级改造老旧充电设施；实施“购
车—装表—装桩—接电”一条龙服务；推广应
用“多车一桩、临近车位共享”等新模式解决
小区充电难问题；加大在停车场、商超等公共
区域充电站建设布局；加强设备维护管理，及时
消除充电设施安全隐患；在e充电平台集成金融服
务、车主社区、增值服务为一体的充电生态体
系，实时提供权威、准确、详细的充电桩信息；
推广应用社区居民智能换电柜、换电电池和换电
平台；在国网车联网平台为中小运营商提供无差
别的平台引流、线上营销、设备运维等一体化服
务。

近年来，我省坚持把健全完善充电基础设
施，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和推进“新基建”重要举
措，科学规划布局，强化顶层设计，出台系列政
策，初步形成覆盖规划建设标准、建设责任主
体、运营管理及服务保障等内容的政策框架，基
本建成“车桩相随、布局合理、智能高效、保障
有力”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目前，全省累计建
成充电基础设施8 . 3万个、高速服务区充电站166
座，覆盖全省所有市县和主要高速公路服务区，
以高速公路为骨干、高等级公路为支撑的城际电
动汽车出行保障网络基本形成，较好地满足了群
众绿色出行。

下一步，省能源主管部门将会同相关部门单
位，加强充电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经营模式创
新、服务理念创新，以“新理念”引领新发展，以
“新基建”释放新动能，以“新服务”满足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

在探索车桩协同发展上，参考借鉴国内外先进
经验，推动充电运营商与新能源汽车制造商、销售
商深度合作，促进车桩协同融合发展。指导各地健
全完善充电设施建设运营支持政策，发挥政策杠杆
撬动作用，激发车桩协同活力迸发。

在推动信息平台融合上，加速充电基础设施信
息公共服务平台与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及相关单位资
源整合，打破信息孤岛，推进数据共享，开展“互
联网+”综合创新。

在加快先进技术应用上，提高交流慢充、直
流快充技术水平，瞄准标准化、网络化、智能化
发展方向，广泛推广有序充电、智能充电等技术
应用，支持在重点区域开展充电设施与电网互动
试点示范。

山东九项为民举措

助力群众绿色出行

惠民县李庄镇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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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建佩 于开敬
记 者 张文婷 报道

本报威海讯 5月20日，在威海文登抽水蓄
能电站施工现场，只见250吨桥机将2号机组座环
蜗壳缓缓吊起，慢慢移向2号机坑，精准吊入指定
位置。这标志着2号机组预埋工作取得实质性突
破，文登抽水蓄能电站机组建设按下“快进键”。

“此次吊装的2号机组座环蜗壳重量约158
吨，是继1号机组座环蜗壳吊装成功后的第二个
大型配件。”据文登抽水蓄能电站负责人介绍，
座环蜗壳作为抽水蓄能电站埋入的基础部件和
机组通流的关键设备，承担着引导水流均匀分
布流入转轮室，带动水泵水轮机转动，实现水流
能量与电能相互转化的重要任务。此次成功吊
装，为后续电站主机安装奠定了坚实基础。

抽水蓄能电站，是利用电力负荷低谷时抽
水至上水库，在电力负荷高峰期再放水至下水
库发电的水电站，又称蓄能式水电站。它可将电
网负荷低时的多余电能，转变为电网高峰时期
的高价值电能，适于调频、调相，稳定电力系统
的周波和电压，还可提高火电站、核电站等效
率。目前，山东已建成投运泰安抽水蓄能电站，
具有后发效应，起点较高，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文登抽水蓄能电站位于威海市文登区界石

镇境内，是胶东地区第一座抽水蓄能电站，也
是山东装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为一等
大(Ⅰ)型工程。枢纽分为上水库、水道系统、
地下厂房及开关站、下水库等，电站总装机容
量180万千瓦，安装6台单机容量30万千瓦的单
级混流可逆式水泵水轮机组，以两回500千伏
出线接入山东电网，设计年发电量27 . 1亿千瓦
时，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31 . 12万吨。

“电站建运后，主要担负全省电网调峰、调
频、填谷、调相、负荷备用与紧急事故备用等，对
优化电源结构、改善电网运行、构建以新能源为
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等具有重要推进作用。”据
威海市发展改革委负责人介绍，该电站可有效
改善山东电网电源结构单一现状、提高电网经
济运行效益，对全省电网调峰调频、安全稳定运
行，推动风电核电等新能源发展，增加地方税收
收入，拉动当地旅游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为加速推进项目建设，威海市能源主管
部门开展“项目提速提效”活动，强化全过
程服务。明确分包领导和责任部门，建立动
态督导机制，实行限时办理制度，推行“一
线工作法”，加大调研调度频率，及时协调
解决难题。截至目前，协调解决下水库施
工、输水发电系统、土地使用等6个方面问

题，有力推动项目建设进度。
征麾拂彩虹，匠心筑精品。下一步，威

海市将围绕打造“精品工程”建设目标，以
品质为帆，以匠心为舵，紧紧围绕既定规

划，精准施工，精心施策，精耕细作，确保
单元工程优良率达到96%以上，各项验收指
标均达到国家优质工程标准，倾力打造世界
一流的抽水蓄能电站。

山东最大抽水蓄能电站

又一机组座环蜗壳吊装成功

□通讯员 郭轶敏 王旭东 段德咏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27日，青岛市一诺屹智能交
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顺利完成用电新装业务，这是
青岛供电公司今年新开户的第13992个工商业客
户。截至目前，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用电营业户数
达到5021 . 3万户，比去年同期增长5 . 1%，在国家电
网公司各省市供电公司中名列第一。

在山东这些用电客户中，大工业、工商业、居
民和农业用电客户分别为5 . 6万户、366 . 1万户、
4429 . 3万户和220 . 3万户。

“山东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和电气化的持续提
升，与公司用电营业户数的增加有密切的关系。”
国网山东电力市场营销部主任张爱群说。截至2020
年底，国网山东电力用电营业户数为4915 . 03万
户，比2015年底增长27 . 14%，年均增幅为5 . 43%。其
中，大工业、工商业、居民和农业用电营业户数分
别为5 . 36万户、357 . 43万户、4336 . 43万户和215 . 81万
户；与2015年底同类数据相比，分别增长14 . 5%、
36 . 38%、23 . 88%和118 . 94%。

农业用电客户数量的快速增长与山东乡村电
气化水平的持续提升具有重要关系。“十三五”
期间，国网山东电力累计投资5 1 9 . 8 4亿元，新
建、改造35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1 . 25万公里、变
电站671座；1 0千伏及以下配电线路2 1 . 5 9万公
里、配变11 . 08万台；完成了42万眼灌溉机井通
电、最后4 3 2个村通动力电、6 2 . 1 6万户“煤改
电”配套电网等重点工程建设，提前完成新一轮
农网改造升级任务，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靠的电
力保障。

针对大工业、工商业客户新增用电需求，国网
山东电力坚持政企协同推进简化获得电力专项行
动，用电窗口进驻全省165个政务大厅，在工作中
探索形成了“零证办电”“一链办理”等典型经
验，“网上办、零证办、一链办”实现全省全覆
盖。延伸电网投资界面，大力实施“三省”“三
零”服务，累计节省企业办电投资55亿元。此外，
他们顺利完成六批工商业电价调整任务，严格执行
疫情期间电价支持性政策，全面落实供电环节收费
清退要求，全力配合开展转供电加价清理，累计为
用户减负354亿元。

“十三五”以来，国网山东电力持续优化营销
服务体系，初步建成省、市、县公司三级穿透式供
电服务管理体系，建成省级营销服务中心、市县公
司165个网格化供电机构、1348个全能型供电所、
535座“三型一化”营业厅。大力推广“网上国
网”APP等新型服务手段，目前全省注册用户总
计1864 . 08万户，总量位居全国首位。他们还实现
了“网上国网”App与山东省移动政务服务端
“爱山东”用电业务互联互通，方便客户办理用
电业务，目前线上办电率、线上交费率分别达到
99 . 6%、98%。此外，他们在国家电网公司系统率
先上线部署“营销-交易信息交互”系统，实现市
场化客户业务办理“零跑腿”，持续改善客户办
电体验。

国网山东电力用电

营业户数突破5000万户

座环蜗壳吊装成功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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