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苏 航 邹家兴 张翠翠
 记 者 张文婷 报道

本报威海讯 近日，威海市与国家电

投战略合作项目工作推进联席会议在荣成

举行，随着一批战略合作项目顺利落地，

备受瞩目的山东先进核能技术创新中心揭

牌成立。技术中心将集聚全球创新资源，

加大前沿技术研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支撑山东核能领跑发

展、高质量发展。

威海发展改革委负责人介绍，山东先

进核能技术创新中心由国核示范牵头，以

能源结构调整优化为导向，深化拓展“国

和一号”应用，在智慧核电、核电安全及

运维技术、核能综合利用、综合智慧能

源、核电厂环境监测防控、核电建造及装

备制造等六大领域探索创新，形成关键技

术成果，破解关键设备等“卡脖子”问

题，加速推进关键设备国产化进程。

记者了解到，通过组织核能领域先

进技术试验验证，技术创新中心可有效

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推进核能技术开

发和产业化应用，保障核能产业链上下

游全面协调可持续，培育壮大一批具有

核心创新能力的高端企业，辐射带动全

省核能产业弯道超车、短道速滑、跨越

发展。

近年来，山东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

动战略，锚定核能关键核心技术，聚力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着力壮大科技创新

主体，全力营造创新生态氛围。依托三

代核电技术，建成海阳核电一期250 万千

瓦核电机组，实现核电“零突破”；持

续放大“核电+”效应，建成全国首个核
能居民供暖商用项目，世界首个“水热
同传”、世界首个“水热同产同送”科
技示范工程，打造全国首个核能“零
碳”供暖城市；探索研究核能海水淡
化、核能制氢、核能+现代农业等先进技
术及成果转化；加快新一代核电技术科
研攻关，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四代
核电技术——— 荣成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

并网试运行；先后建成烟台核电研发中
心、山东核电高端装备先进技术研究
院、核岛装备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山东
荣成国家电投新能源科技馆……

据悉，在联席会议上，国核示范创
建的省内首个光伏建筑一体化“绿色零
碳景观工程”——— “国和一号+”光伏连
廊项目宣布正式发电。项目位于国和一
号仿真国际交流中心，装机规模 130 千

瓦。光伏连廊沿海岸线而建，以会议中
心为起点至国家电投新能源科技馆，总
长度约 500 米，从空中俯瞰，犹如一条
长龙蜿蜒盘踞。记者看到，项目连廊顶
部、栏杆均为半透光发电玻璃，地面铺
设光伏发电地砖，光伏与建筑融合一
体，让建筑从耗能变产能，这座“风光
无限”零碳连廊，游客步入其中，移步
换景，相映成趣，极具观赏性。

到2025 年，新能源装机达430万千瓦以上

济南高质量推进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通讯员 陆 磊 张建佩 段文奇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济南印发《济南市“十四五”能源发展

规划》。记者了解到，济南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在确保能

源安全稳定供应的基础上，加速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到2025

年全市天然气年供气能力达50 亿立方米，储气能力达6000 万立

方米；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装机达430 万千瓦以上，力争达470

万千瓦左右。

保障能源稳定供应。供电上，按照优先就地、就近平衡原

则，引导电源合理布局，推动煤电机组逐步由电量型电源向调节

型电源转变；加强应急备用和调峰能力建设，全面实施存量煤电

机组灵活性改造；大力发展光伏发电，合理布局生物质发电，深

度挖潜工业余能发电，适度发展燃气分布式发电，积极推进“外

电入济”，实现增量用电主要依靠清洁能源和外电，推动电源多

元化、低碳化。供热上，依托供热能力保障工程，有序推进热源

整合，深度挖潜工业余热，积极布局长输供热，大力发展清洁供

暖，推进核能小堆供热，构建“厂网分开、一网多源、热源互

备、互联互通”的热网体系。到2025 年，全市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供热面积达1000 万平方米以上。供气上，依托燃气设施提

升工程，强化天然气气源保障，完善城镇天然气输配管道，推动

实现高压管网规划建设“一盘棋”、管理服务“一张网”、资源

调配“一张图”。到2025 年，全市天然气年供气能力达50 亿立

方米，储气能力达6000万立方米。

加快能源结构调整。立足市域资源禀赋，坚持走清洁低碳

能源发展道路，积极推进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氢能

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深入实施电能替代，持续扩大

天然气消费规模，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实现新增能源消

费主要由清洁能源和外电供给，推进能源消费结构低碳转

型。到2025 年，全市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装机达430 万千瓦以

上，力争达470 万千瓦左右；天然气消费量在能源消费总量中

的比重提高至８％以上。

深化推进节能降耗。强化能耗强度约束性指标管理，大力推

进工业、建筑、交通运输、公共机构、数据中心等领域节能降

耗，推动形成全社会注重节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到2025

年，创建市级及以上绿色工厂不低于200 家，绿色工业园区不低

于15 个；全市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新建民用建筑中绿色建筑占

比达100% ；全市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人均综合能耗、

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较2020年分别下降5 . 5%、 6%、 7 . 5%。

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依托能源互联网建设工程，打造以电为

中心、以坚强智能电网为基础平台的能源互联网。着力研究电力

系统适应高比例新能源接入的关键运行控制技术，探索源、网、

荷、储灵活运行和安全共治。加快推进大容量、长时间、低成本

储能技术应用。大力发展工业副产氢纯化技术，积极推进可再生

能源制氢和谷电制氢试点示范。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加大新技术

新产品研发与应用示范支持力度，推动重大技术装备首台（套）

推广应用。

培育壮大新能源产业。依托中国氢谷建设工程，以济南新旧

动能转换起步区为核心，济南高新区、莱芜区、钢城区、章丘区

为重点，着力打造“一核引领、四区联动”的产业格局，统筹推

进制、储（运）、加、用全链条发展，实施“氢进万家”科技示

范工程建设。依托能源装备壮大工程，发展核电、光伏光热、风

电等绿色能源装备产业，大力发展储能设备、储能系统，为能源

转型发展提供装备支撑。

山东能源集团深挖内部资源

自有分布式光伏发电

超1000 万千瓦时

□通讯员 范兴驰 国颂 苏航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记者了解到，淄博卓意齐发2 . 51 兆瓦

光伏电站并网发电，这是山东能源集团自有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

的第10 个电站。至此，该集团总并网容量49 . 6 兆瓦分布式光伏

电站，累计发电1034万千瓦时。

“山东能源集团自有分布式光伏，是指充分利用自有建筑屋

顶、可利用空间等资源，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规

模化开发建设的光伏发电设施。”山东能源集团新能源有限公司

负责人介绍，自有分布式光伏项目具有不占用耕地、靠近电力用

户、建设周期短、平衡调节配电系统等特点，是整县推进屋顶分

布式光伏发展的重要板块。

据悉，山东能源集团首批自有分布式光伏项目于2021 年 10

月底开工。分布式光伏建设项目分布济宁、淄博、日照、枣庄、

菏泽等5个市8个县，分别对东华重工、卓意玻纤、日照罗克兰

物流园区、东滩煤矿等14 家权属企业的43 座厂房屋顶、 2 处矸

石山开发建设，总利用面积 106 万平方米，总装机容量 105 兆

瓦，项目全容量并网后，年可发电量1 . 12 亿千瓦时，销售收入

5000 多万元，节约用电成本1200万元以上；年可替代标煤3 . 36 万

吨，减排二氧化碳8 . 74 万吨。

记者还了解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山东能源集团自有分

布式光伏建设的亮点，属于省内首批采用5G通信、AGC自动发

电控制系统、AVC自动电压无功控制系统、 SVG无功补偿系统

等新技术、新应用的创新项目，具有较强的示范性、引领性、可

复制性，为全省乃至全国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积极贡献“山

能智慧”、提供“山能方案”。

“自有分布式光伏建设，有效整合资源集约利用，节约优化

配电网投资，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

义。”山东能源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聚焦打造全球清洁能源供

应商和世界一流能源企业目标，集团坚持把新能源产业作为战略

优先方向和重要战略支点，注资60 亿元成立新能源公司，力争

在分布式光伏开发、海上风电等领域实现新突破，全力打造绿色

低碳转型新样板。目前，由山东能源投资建设的渤中海上风电A

场址，作为“十四五”期间山东首个取得核准、首个开工建设的

平价上网海上风电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沉桩作业，年底实

现全容量并网发电……

下一步，山东能源集团将锚定“双碳”目标，聚焦发展绿色

能源、助力动能转换核心任务，积极发挥省级新能源投资平台优

势，聚力“向天捉光”“向海揽风”，加快推进分布式光伏、海

上风电向纵深开发，助力全省新旧动能转换，助推碳达峰碳中和

战略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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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建佩 姚志伟 蒋 明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威海讯 随着现场总指挥一声令

下，下水库1 号机组进出水口检修闸门缓
缓打开，汩汩清水迅速充入尾水系统，经
分阶段多次充水、排水、闸门启闭等，电
站各项运行数据良好……近日，国网新源
山东文登抽水蓄能电站1 号机组尾水系统
顺利完成首次充排水试验。以此为标志，
首台机组发电管道尾水区域全部完工，向
年底并网发电冲刺“最后一公里”。

作为胶东地区第一座抽水蓄能电站，
文登抽水蓄能电站位于威海文登界石境
内，属国家一等大(Ⅰ)型工程，担负着全
省电网调峰、调频、填谷、调相、负荷备
用与紧急事故备用等多重任务，对保障电
网安全、稳定、经济运行，构建以新能源
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具有重要支撑作
用。电站枢纽分为上水库、水道系统、地
下厂房及开关站、下水库等，总装机容量
180 万千瓦，安装6台单机容量30万千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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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抽水电量 36 . 1 亿千瓦
时，计划2023 年年初首台机组建成投运，
2024年6台机组全部投产。

据悉，此次充排水试验，主要检测 1
号尾水事故闸门至下水库1 号进出水口检

修闸门段，涉及工程项目63 项，水位高差
89 . 3 米，相当于30 层楼高，水量约6 万立
方米，充排水时间持续384 个小时，相当
于16 天时间。充排水试验潜在因素多、安
全风险高。对此，项目指挥部反复研究论

证，科学编制方案，严格措施落实，全
面、系统检验输水系统土建、金属结构、
机电等工程质量，彻底消除事故隐患，为
机组高质量运行发电提供可靠保证。

“电站1 号尾水系统充排水试验圆满

成功，标志着文登抽水蓄能电站又实现一
里程碑节点。”文登抽水蓄能电站负责人
介绍，项目将围绕打造“精品工程”目
标，精耕细作，精准施工，保证工程优良
率达到96% 以上，全力打造世界一流抽水
蓄能电站。

记者从省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处了解到，山东高度重视抽水蓄能建设，
在沿海核电、风电等新能源负荷中心，布
局建设文登180 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在
上海庙—临沂、扎鲁特—青州等“外电入
鲁”受端负荷中心，布局建设泰安280 万
千瓦、沂蒙120 万千瓦、潍坊120 万千瓦抽
水蓄能电站。截至目前，建成投运泰安一
期100 万千瓦、沂蒙120 万千瓦抽水蓄能电
站2座，装机容量220 万千瓦；核准在建文
登、潍坊以及泰安二期抽水蓄能电站 3
座，共计装机容量480 万千瓦。全部建成
投运后，全省抽水蓄能装机容量达到 700
万千瓦。

下一步，山东加速推进文登、潍坊、
泰安二期等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扎实做好
枣庄庄里等抽水蓄能电站前期工作，积极
推动单塔等储备项目滚动纳规，形成“建
成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发
展格局。到2025 年，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
达400 万千瓦，需求响应能力达到最高负
荷的2%以上。

□通讯员 苏 航 丁永军 柏贞杨
 记 者 张文婷 报道
本报诸城讯 5 月初夏，诸城石桥子

镇一派绿意盎然，位于镇政府西邻的松
源木业2 . 1 万平方米厂房屋顶上，一排排
湛蓝光伏板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一
个个忙碌身影活跃在光伏并网复验一
线……诸城“千家万户沐光”、整县推
进光伏试点火热进行中。

“诸城光照时间充足，年平均日照
时数 2403 . 9 小时，年日照率 54% 。夏至
日照时数最多可达 12 小时以上，冬至日
照时数9 小时。”诸城发展改革局负责人
介绍，“十四五”期间，利用党政机
关、企业厂房和居民住宅等屋顶资源，
规划建设装机规模 65 万千瓦光伏项目。
2022 年，完成示范镇街区、示范农村社
区网格建设；到 2025 年底，实现规划目
标。项目建成投运，年发电量 8 亿千瓦
时，替代标煤 24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62
万吨。

“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整合资源
集约开发，削减电力尖峰负荷，节约优
化配电网投资，引导居民绿色用能，是
助力‘双碳’目标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举
措。”国家电投山东分公司项目负责人
介绍，从诸城县域实际出发，因地制宜
探索“光伏+”综合利用商业模式，聚力
打造绿色政务、科技产业、乡村振兴等
三种开发新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诸城经验”，供全省借鉴参考。
“光伏+绿色政务”模式。作为首个

建成投产项目，诸城财政局低碳办公示
范项目，光伏发电与办公用能时段高度
契合，大比例提升政务使用绿电占比，
具有很强的引领性、带动性、示范性。

项目装机容量 45 . 39 千瓦，发电量约 5 . 5
万千瓦时，发电自用率达到60% 以上。

“光伏+乡村振兴”模式。整县屋顶
分布式光伏开发，助推乡村振兴，助力
农民增收。在诸城后王院村记者了解
到，装机容量398 千瓦、年发电量约为44

万千瓦时的示范项目，通过“整村开
发、集中汇流、全额上网”模式，预计
每年每户可收取租金 1600 元，相当于 2
亩农田收入。

“光伏+科技产业”模式。走进奥扬
科技低碳示范产业园，装机容量 4000 千
瓦的光伏厂房、光伏车棚映入眼帘。据
悉，厂区屋顶光伏项目采用“自发自
用、余电上网、电费打折、免收租金”
方式，每年可发自用电量440 万千瓦时；
地面光充一体车棚，满足 54 辆汽车停
放，可同时供4 辆新能源汽车充电，加装
的低压物联感知终端，实现远程“可观
可测可控可调”。在龙光天旭太阳能公
司，记者看到，从生产车间到生活场
所，从厂区空地到停车棚，布局8 万多平
方米晶硅光伏电池板，装机容量达 8500
千瓦，年发电量 1000 万千瓦时，源源不
断的绿电注入流水线，为企业打造“绿
色工厂”开辟新路径。 

据统计，诸城整县推进屋顶分布式
光伏开发以来，累计新增户用光伏 2558
户，新增装机 8 . 05 万千瓦。其中，工商
业屋顶分布式光伏并网 1 . 84 万千瓦，农
村居民屋顶分布式光伏并网 6 . 2 1 万千
瓦，党政机关屋顶分布式光伏并网 45 . 39
千瓦。下一步，诸城坚持以试点促推广
应用，以示范促深化拓展，持续推进屋
顶分布式光伏向纵深发展，全力打造
“千家万户沐光”样板。

位于国和一号仿真国际交流中心的山东先进核能技术创新中心鸟瞰图。

诸城龙光天旭太阳能公司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

文登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

打造“千家万户沐光”样板
——— 诸城加快推进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

装机容量180万千瓦 年发电量超27亿千瓦时

文登抽水蓄能电站加速向年底并网冲刺

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应用

山东先进核能技术创新中心揭牌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