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柏贞杨 马向阳 吕红芳

记 者 张文婷 报道

本报德州讯 金秋时节，远眺波光

粼粼的德州丁庄水库万亩湖面，一排排

湛蓝色的光伏发电板在阳光照耀下熠熠

生辉，水库两侧一座座巨型白色“风

车”迎风高速旋转，在深秋晚霞的泼洒

下，宛如一幅风景画。近日，世界单体

容量最大漂浮式光伏电站——— 华能德州

丁庄水库光伏项目一期20万千瓦全容量

并网发电。

“华能德州丁庄水库光伏项目，立

足光伏电站与风电场毗邻实际，运用

远程集控、智能感知、智慧决策等多

项科技创新、节能环保技术，选用世

界 先 进 的 储 能 系 统 进 行 智 能 协 调 控

制 ， 成 功 实 现 ‘ 风 光 储 一 体 化 ’ 发

展 。 ” 德 州 市 发 展 改 革 委 负 责 人 介

绍，项目位于德州市陵城区西部的丁

庄乡，由河北工程公司承建，总投资
8 . 19亿元，总装机容量32万千瓦，分两

期建设，包括一期两标段、二期项目

及8兆瓦储能装置，被列为2020年山东

省重大建设项目，已纳入国家2019年第

一批光伏平价上网项目。

据介绍，项目改变传统光伏用地方

式，将光伏板从陆地“移师”水面，

通过“高密度聚乙烯(HDPE)浮箱+支架

式漂浮光伏系统、汇流箱、单晶硅双

玻电池组件、组串式逆变器”模式，

固定在水面漂浮体上，实现光伏发电

组件全部浮体安装。与陆地光伏电站

相 比 ， 具 有 节 约 土 地 使 用 面 积 、 环

保、降低基础成本、施工周期短等诸

多优势。

“漂浮式光伏电站建在水库内，利

用水面反射和水冷效应，既能有效减少

水量蒸发，抑制水体富营养化，还可对

光伏组件及电缆进行实时‘降温’，提

高发电效率，实现一库两用，一举多

得。”华能德州丁庄水库项目负责人介

绍，项目还配置了浮体位移监测系统、

组件自动清洗系统、无人机巡检中心、

驱鸟装置等国内外先进技术，产业优势

突出，具有较高的示范效应和推广价

值，为“活力德州、智造名城”建设锦

上添花，为全省乃至全国能源绿色转型

提供了重要参考。

目前，华能德州丁庄水库光伏项目

中的10万千瓦风电，建设安装25台4兆瓦

风机，单机容量国内陆上之最，2020年6

月全容量并网发电；水库漂浮式光伏电

站，一期20万千瓦项目已于近日并网发

电，二期12万千瓦项目预计年底建成并

网。全部建成投运后，丁庄水库“风光

储一体化”项目每年可提供清洁电力4 . 2

亿千瓦时，节约标煤13 . 2万吨，减排二氧

化碳34 . 3万吨。

下一步，德州将以华能德州丁庄水库

光伏项目为示范，大力推广、纵深推进水

库光伏及“风光储一体化”发展模式，着

力打造“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发一

批、投运一批”滚动发展项目，加速推进

“光伏+”基地化、规模化、数字化建

设，擦亮绿色能源“德州品牌”，为实现

“3060”双碳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德州丁庄水库漂浮式光伏项目远眺图。

华电滕州101兆瓦/202兆瓦时

储能项目建设忙

□通讯员 孙清伦 张建佩 王 磊
记 者 张思凯 报道

本报枣庄讯 “轰隆轰隆”，伴随着持续不断的轰鸣声，一台台
挖掘车、一辆辆翻斗车不停穿梭，几百名施工人员挥汗如雨、奔波劳
作……自今年9月8日开工以来，华电滕州101兆瓦/202兆瓦时电化学储
能项目，抢抓建设“黄金期”，中秋国庆“不打烊”，扬鞭催马赶工
期、保安全，火力全开抢进度、抓质量。

“储能作为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高占比能源系统、‘互联网
+’智慧能源的关键支撑技术和重要组成部分，可为电网运行提供调
峰、调频、备用、黑启动、需求响应支撑等多种服务，是提升电力系
统灵活性、经济性、安全性，力促清洁能源消纳，加快能源结构绿
色转型的重要抓手。”省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处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随着新能源装机占比迅速增加，省外来电大幅提
高，煤电机组供热改造不断提速，电网调峰形势日趋严峻，加速
新型储能技术研发应用势在必行。为此，山东将储能项目作为支
撑新型电力系统和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基础
装备，出台关于开展储能示范应用实施意见，推动全省储能与新
能源项目协同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截至目前，山东已建成投运总
装机规模145兆瓦/289兆瓦时的电化学储能项目19个，总装机规模10兆
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1个。

据了解，华电滕州储能项目是山东首批“5+2”储能示范项目之
一，由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司承建，总投资约4 . 3亿元，占
地约40亩，采用世界领先的磷酸铁锂储能技术，建成容量101兆瓦/202
兆瓦时电化学储能系统，包括储能电池集装箱、PCS集装箱、干式变
压器集装箱、高压开关柜集装箱及110千伏升压站1座，设计年限25
年，计划年底前建成投运。

为确保项目如期投运，华电滕州公司紧盯工程建设安全质量，成
立储能项目现场施工组织指挥组、安全环保管理组、设备图纸催交组
等三个小组，建立“日跟踪、日协调、周总结”工作机制，高质高效
推进工程建设。目前，项目已完成基础开挖、电控楼一楼浇筑和全部
设备设计采购工作。

“项目投运后，既可参与山东电网调峰辅助服务，又能作为共享
储能，将容量租赁给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企业，减轻新能源企业自建
配套储能投资及运维成本，打造‘新能源电站+储能电站’互补共赢
新模式。”华电滕州储能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将充分发挥以示范促
应用、以应用促发展、以发展促提升的作用，辐射带动枣庄周边乃至
全省储能、锂电以及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山东将坚持试点先行与有序推进相结合，积极探索储能
新机制，创新突破储能新技术，鼓励发展储能新业态，培育壮大储能
新产业，着力构建材料生产、设备制造、储能集成、运行检测全产业
链，力争到“十四五”末，储能设施规模达450万千瓦左右。

累计建成充换电站5099座 各类充电桩9 . 6万个

山东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走在全国前列
□通讯员 崔会娜 张建佩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截至今年9月底，山东累计建成充换电站5099座，

各类充电桩9 . 6万个，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其中，公共
充电站3676座，公共充电桩4 . 2万个，专用充电桩2 . 2万个，私人充电
桩3 . 2万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194座，充电桩932个，平均间隔缩
短至50公里，基本建成“车桩相随、布局合理、智能高效、保障有
力”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

据省能源局电力处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山东坚持把健全完善充电
基础设施，作为办好民生实事的重点工程和推进“新基建”的重要举
措，强化顶层设计、加大政策扶持、坚持市场推动，多措并举推进全
省居民小区、公共停车场、高速公路等充电桩建设，力促电动汽车产
业健康快速发展，最大化满足百姓绿色出行需求。

强化顶层设计。发布山东省“十三五”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
展规划，明确按照“因地制宜、快慢互济、经济合理、适度超前”原
则，加快构建以用户居住地停车位、单位停车场、公交及出租车场站
等配建的专用充电设施为主体，以公共建筑物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
场、临时停车位等配建的公共充电设施为辅助，以独立占地的城市快
充站、换电站和高速公路服务区、国省道两侧配建的城际快充站为补
充，以充电智能服务平台为支撑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服务体系。

加大政策支持。2019年16个省直部门联合印发加强和规范山东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新建公共建
筑物配建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公共文化娱乐场所停车场，按照
不低于15%的车位比例建设充电基础设施，简化建设审批手续，对充
电站规划和用地提供政策支持。同年，下拨中央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奖补资金1 . 2亿元，支持各市充电设施发展。2020年，7个省直部
门联合印发“加强和规范山东居民小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的通知，将新建小区充电桩建设标准列入土地招拍挂条件，切实解决
居民区充电桩“落地难”问题。出台电动公交汽车充电站用电价格支
持政策，电动公交汽车充电低谷电量奖励政策延长至2023年。加快充
电桩“一网通办”政策落地，对于符合条件的小功率充电桩报装申
请，3个工作日内完成装表接电。

坚持市场推动。上线山东省充电基础设施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为
充电设施运营企业提供平台接入和数据共享服务，满足充电设施安全
运行监控、运行数据统计、效果评估分析等需求，推动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变，加速全省充电设施互联互通
“一张网”。创新充电服务差异化竞争价格构成机制，促进充电服
务提质增效，推动充电市场良性竞争，建立可持续充电商业模
式。鼓励充电设施运营服务和商业地产开展合作，通过共建共
营、众筹建桩、电动汽车充放电等多种方式增加收入。目前，全省
已有228家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商接入公共服务平台，累计充电3230 . 77
万次、10 . 28亿千瓦时。

下一步，山东将按照“因地制宜、快慢互济、经济合理、适度超
前”原则，持续推动居民小区、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场所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不断完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力争到2025年底，建成公共领
域充换电站8000座、充电桩15万个，各市中心城区平均服务半径小于
5公里的公共充换电网络基本形成。

华电滕州101兆瓦/202兆瓦时电化学储能项目施工现场。

□通讯员 许红波 马向阳 蒋宏阳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威海讯 10月16日，全国首个
智慧核能综合利用示范项目——— “国和
一号+”一期工程在山东荣成正式投运。
该项目立足核能发电，成功打造集光伏
发电、海上风电、核能制氢、核能供
热、海水淡化、储能等于一体的“零碳·
智慧·综合”能源新模式，作为典型案例
已入选国际原子能机构 ( IAEA)发布的
《核能——— 打造零排放世界》报告。

“核能是清洁、低碳、高效能源，
相较于水电、光伏、风电，具有稳定性
好、无间歇性、受自然条件约束少等优
势，是能源结构‘降压减负’的重要板
块，是实现‘3060’双碳目标的必然选
择。”省能源局发展规划处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山东在加速推进核电建设
的同时，持续放大“核电+”效应，取得
核能发电“零突破”、国内首个核能供
热项目投入商用、世界首创“水热同
传”实践项目落地、世界首个“水热同
产同送”科技示范工程投运、“国和一
号+”智慧核能综合利用示范项目一期工
程投运等系列改革创新突破，核能综合
利用独占鳌头。

“国和一号+”智慧核能综合利用示
范项目于2021年4月13日开工建设，依托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和一号”示范工程，
利用核电厂址空地、海域、楼宇屋顶等资

源，科学布局分布式光伏、分布式风电、
海上风电等项目，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
立体化开发。同时，结合厂址区域淡水资
源紧缺实际，分期建设核能海水淡化工
程，一期规划建设日产1万吨海淡水项
目，作为荣成战略备用水源；远期将扩容
至日产10万吨，满足周边居民供水。结合
居民冬季清洁取暖需求，规划建设核能供

热工程，实现荣成450万平方米清洁供
热，助力山东“零碳”供暖产业发展。面
向未来氢能产业发展需求，项目预留电解
制氢接口设施，积极推进核能制氢和低谷
电力制氢试点示范。

“‘国和一号+’投运，年可增加发
电量600余万千瓦时，有效替代标煤1900
吨，减排二氧化碳5100吨。”项目负责

人介绍，依托国家电投开发的集实时监
视、用能预测、调度控制和定制服务于
一体的智慧能源大脑——— “天枢一号”
综合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利用5G网络传
输和大数据处理技术，精准采集、显
示、处理核风光氢储等多能源数据，实
时监控电力供需状态；增设智慧储能、
电解制氢、海水淡化等先进设施，通过
智慧平台智能调控，实现用电低谷期电
力存储、制氢、制水，用电高峰期电力
入网调峰，提高用能效率，达到多能源
互补及供需平衡，蹚出一条“核风光氢
储”一体化发展新路径。

目前，一期工程分布式光伏发电系
统已建成投运，总装机容量1182千瓦，
分布于国家电投新能源科技馆、“国和
一号”仿真国际交流中心技能培训楼、
模拟机教学楼等主要子项屋顶以及光伏
车棚，并涵盖垂直轴风机、智慧路灯、
电动汽车充电桩、锂电池储能系统及
“天枢一号”综合智慧能源管理系统。

下一步，山东将秉承“高质量建
设、打造精品工程”理念，高质高效推
进“国和一号+”智慧核能综合利用示范
项目二期建设，全力打造我国核电行业
“核风光氢储”综合智慧能源新名片。
同时，总结项目建设经验，强化源、
网、荷、储深度协同，构建国内领先、
国际一流的多能互补体系，助力全省能
源绿色低碳发展。

“国和一号+”智慧核能综合利用示范项目规划图。

□通讯员 籍小志 马向阳 张欣欣

记 者 张思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我省公布采煤

塌陷地综合治理“双80%”工作目标全面

实地核查结果：截至2020年底，全省累

计完成采煤塌陷地治理83 . 80万亩。其

中 ， 政 府 治 理 历 史 遗 留 采 煤 塌 陷 地
29 . 24万亩，治理率87 . 43%；煤炭企业

治理已稳沉采煤塌陷地54 . 56万亩，治

理率85 . 35%，超额完成“双80%”目标

任务。

“从各市完成情况看，全省7个主要

产煤市均完成‘双80%’目标任务，其

中，济南、烟台、德州和菏泽4市治理率

超过90%。‘双80%’不仅是一组数据，

更记载了山东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发展理念，扎实推进采煤塌陷地

治理，加速矿区生态修复的全过程。”

省能源局煤炭处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山东按照“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

运作、合作开发”治理思路，坚持规划

引领，创新治理模式，加大政策支撑，

健全工作机制，昔日满目疮痍的采煤塌

陷地，正加速蝶变为绿水青山和“金山

银山”。

坚持规划引领。聘请院士专家团

队，高标准高质量编制全国首部省级采

煤塌陷地综合治理专项规划，明确采煤

塌陷地治理理念思路、遵循原则、治理

目标、重点工程及保障措施等，提出面

向2 0 3 0年的五大重点治理区域发展战

略，引领全省采煤塌陷地治理科学有序

实施。今年计划新开工治理项目67个，

完成治理面积8 . 17万亩；上半年，已开工
49个，治理面积3 . 13万亩。

实施分类治理。坚持治理存量、严

控增量，大力推广充填开采等绿色开采

新技术，严格源头管控，最大程度减少

采煤损害和新增塌陷。创新实施农业治

理、生态治理、产业治理等模式，建设

了一批带动作用大、生态效益高、发展

前景好的重点项目。比如，菏泽郭屯、

彭庄片区示范农业治理项目，济宁都市

绿心生态治理项目，泰安新泰市农光互

补产业治理项目等，已成为全省采煤塌

陷地治理典范，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完善政策措施。先后出台采煤沉陷

区与塌陷地界定和分类标准、采煤塌陷

地认定指导意见、治理规范、验收移交

办法等，明确采煤塌陷地治理标准和工

作程序。强化资金支持，督促企业严格

按销售收入的3 . 5%计提“可持续发展准

备金”，其中，2020年山东能源集团累

计提取17 . 7亿元。“十三五”期间，山东

累计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7 . 52亿元，安排

省级专项资金9 . 45亿元。今年，省财政已

下达省级专项资金预算指标1 . 6亿元。同

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多渠道筹

集资金，积极推进采煤塌陷地治理。

健全工作机制。建立省采煤塌陷地

综合治理联席会议制度，由分管副省长

任总召集人，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

牵头，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等10个

省直部门组成，确立联席会议制度、主

要职能和工作规则，明确各成员单位职

责分工，为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工作顺

利开展提供坚实组织保障。

下一步，山东将严格落实限采、缓

采、减采防控措施，坚决遏制塌陷地增

长势头，确保全省新增塌陷地面积年均

减少10%左右。同时，大力推广充填开

采、离层注浆、边采边复等治理新技

术，实现开采与治理同步，力争2021年

底，保质保量完成“双90%”目标任务，

让采煤塌陷地经过综合治理变成人们向

往的“诗和远方”。

宁阳县采煤塌陷地治理洸河湿地生态保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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