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菏泽市郓城县随官屯镇

创建宜居宜业

绿色能源和美乡村

□通讯员 张 坤 王 军 段文奇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菏泽讯 近年来，山东创新实施“百乡千村”创建行

动，因地制宜推进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开发，打造

集用电、炊事、采暖等于一体的农村清洁用能新模式，积极服

务绿色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 3 月 10 日，首批65 个绿色能

源标杆乡镇、 443 个标杆村公示，菏泽市郓城县随官屯镇便是

其中之一。

“随官屯镇，地处郓城县东南部，辖26 个行政村， 5 . 8

万人，镇域面积91 平方公里，耕地8 . 7 万亩。先后获评全国

发展改革试点镇、全国重点镇、全国建制镇示范试点镇、省

示范镇、省绿色生态示范镇、省绿色能源示范村镇、省文明

镇等荣誉称号。”随官屯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介绍，近年

来，为加快推进黄河重大国家战略，该镇因地制宜，发挥资

源优势，在太阳能、生物质能以及“气代煤”“电代煤”多

种清洁能源互补方面积极探索创新，推动绿色能源与乡村振

兴融合发展，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该镇牢牢抓住绿色发展机遇，利用丰富光照资源，大力发

展太阳能+电互补储热采暖、集中式光伏、分布式光伏、太阳

能路灯等太阳能产业，走上绿色低碳致富道路。汉石桥社区

利用 6000 余平方米闲置民房屋顶，安装光伏板 1660 块，总

装机容量620 千瓦，年发电量60 余万千瓦时。采用太阳能与

电能互补取暖方式，实现 1870 户居民、 23 万平方米集中采

暖，年节约标煤 0 . 67 万吨。文昌苑社区以租赁房顶方式，

参与开发分布式光伏项目，安装光伏板 10662 块，每年可为

居民带来收益 40 余万元，村集体增收 20 余万元。社区安装

太阳能路灯 120 盏，可节约标煤约 8 吨。下一步，该镇将充

分利用现有党政机关、医院、学校、村委会和居民房顶安装

分布式光伏设施。

在建设光伏电站同时，该镇探索出设施农业+集中式光伏

模式，将太阳能发电和农业大棚相结合，把光伏系统架设在栽

培大棚上，上方光伏发电，下方种植大豆、辣椒、红薯等低杆

作物，农光互补、绿色发展，打造“锐鸣绿茵100 兆瓦光伏现

代农业电站项目工程”。目前该项目已建成 30 兆瓦光伏电

站，年发电量4745 万千瓦时，可节约标煤1 . 4 万余吨，为乡村

绿色发展提供新路径。

按照“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原则，随官屯镇选择天

然气、电能等清洁能源，在炊事用能、冬季取暖等方面，替

代燃煤，推动乡村用能革命。实施“气代煤”优惠政策，统

一规划，统一标准，铺设天然气管道，全镇共计 5600 余户

安装天然气， 1400 余户安装天然气壁挂炉取暖。实施“电

代煤”优惠政策，推动居民采暖、炊事用能由煤炭向电能转

变。推行生物质取暖，采用生物质代替标煤燃烧取暖，清洁

环保，现有600 余户安装生物质取暖设备，预计可节约标煤
1000 吨。

为加快绿色能源高质量发展，随官屯镇在标准化建设监督

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管理、计量管理、数据统计等方面创新

建立一整套管理体系模式，在实现节能减排、改善生活环境、

吸引项目投资的同时，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带动个人和集体增

收，取得了显著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山东省天然气管道有限责任公司

全力维护

油气管道保护和安全运行

□通讯员 杜 建 贺永杰 苏 航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年来，山东省天然气管道有限责任公司认

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油气管道保护和安全运行工作的部署

要求，始终坚持“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理念，增强HSE 体

系思维，强化管道智能化建设，狠抓安全风险专项治理，全力

维护油气管道保护和安全运行。

全面管控外部风险。 2022 年，累计巡线140 . 28 万公里，发

现并制止危害管道安全行为304 次，管控第三方施工59项。积

极推行非全日制用工“一日两巡”、试点信息员网格化管理，

提高管道巡护工作效率，增强风险管控能力，延长保护受控时

间。全面打造空天地“立体巡护”体系，云端升级GPS 巡检

系统、完善自然灾害防汛预警平台，空中应用无人机巡查消除

特定时间、特定区域巡护盲区，地上健全视频监控预警机制，

地下稳步推广光纤振动技术。开展地面标识标准化管理，充分

发挥前沿哨兵作用；强化通行权管理，实施“六步法”管控，

实现第三方施工标准化流程、标准化现场、标准化班组/资料

管理。

加强高后果区管理。持续对112 处高后果区进行再识别、

再评估，编制高后果区应急处置方案，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

形成风险管控联动机制；在112 处高后果区安装视频监控系

统，实现视频监控100% 全覆盖；对10 条在役管道定期检验，

准确掌握管道运行状况。同时，积极推进管道内外检测隐患类

治理，通过管道迁改完成淄青线测232 管道外部金属损失缺陷

点深度34%治理；通过换管、B型套筒等方式完成济淄线章丘

东站—周村站25公里在役管道6处本体缺陷和2处外防腐层破

损点维修。超前完成老旧管道以新代旧改造治理，新建临淄联

络线30 . 6 公里管道、济南东线87 公里管道，停输济南—章丘

70 公里管道，一次性消除济淄线在济南境内的 14 处高后

果区。

推进应急体系建设。汛前开展自然灾害排查，完成宣宁线

洸府河、跃进沟等地质灾害治理；升级自然灾害防汛预警平

台，及时发布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预警风险预报；强化管道

巡护，及时发现处置水毁灾害，确保管道安全平稳度汛。目前

正组织专业机构开展汛后地质灾害排查。组织开展各级各类应

急演练400 余次，与济南、淄博、潍坊、青岛等地方政府及主

管部门联合开展汛期应急演练、高后果区管道泄漏等应急演

练，全面提升应急实战能力。

加强管道智能化建设。推进山东管网智能化管道管理系

统建设，搭建运营期系统平台、构建数字孪生体。目前，

11 座平台实行“一级调度”管理模式，实现“无人值守、

远程控制”。围绕生产运行、设备管理、管道保护、安全环

保四大类别，建设六大功能模块、 55 个子模块，实现对管

道全生命周期监管。完成在役管道数据恢复、全部管道竣工

测量图报备，数据包括998 公里管道中线及附属设施地理信

息、周边环境数据、卫星遥感数据、 720°影像、 23 座输气

场站三维、 4 5 座阀室和 11 2 处高后果区监控等管道基础

数据。

□通讯员 纪 涛 崔会娜 段文奇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省发改委、省能

源局等部门印发《2023 年全省电力电量平
衡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
案》立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结合省内机
组发电预测和省外来电计划，加强运行监
测分析，细化生产调度管理，深化电力市
场改革，全面提升供应保障能力，为全省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电力支撑。

《方案》提出，2023 年，预计全省经
济保持稳中向好态势，电力电量持续增
长。在电力需求预测上，2023 年迎峰度夏
期间，午高峰全网最高用电负荷1 . 14 亿千
瓦，同比增长5 . 4% ，晚高峰1 . 08 亿千瓦，
同比增长7 . 8% ；迎峰度冬期间，午高峰全
网最高用电负荷 1 . 0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3 . 7% ，晚高峰 1 . 0 1 亿千瓦，同比增长
12 . 3%。在电力供应预测上，省内发电，预
计省内并网机组迎峰度夏午高峰供应能力
约9800 万千瓦，晚高峰约7600 万千瓦，迎
峰度冬午高峰约 9700 万千瓦，晚高峰约
7500 万千瓦；省外来电，迎峰度夏午高
峰在 2000 万千瓦左右，晚高峰在 2200 万
千瓦左右，迎峰度冬午高峰、晚高峰均
在 1800 万千瓦左右；综合供电能力，综
合省内发电和省外来电规模，迎峰度夏
期间全网供应能力午高峰在 1 . 18 亿千瓦
左右，晚高峰在 9800 万千瓦左右，迎峰
度冬午高峰在 1 . 15 亿千瓦左右，晚高峰
在 9 3 0 0 万千瓦左右。在电量平衡预测
上，预计 2 0 2 3 年，全省全社会用电量
7900 亿千瓦时，增长 4 . 5% 。省内各类型
机组发电量预期目标 6650 亿千瓦时，接

纳省外来电电量 1250 亿千瓦时。燃煤发
电，预计全省煤电机组发电量合计约4976
亿千瓦时，其中并网机组发电量3546 亿千
瓦时，孤网自备机组发电量 1430 亿千瓦
时；新能源发电，预计风电、光伏发电量
分别为448 亿、 550 亿千瓦时，合计998 亿
千瓦时；核电，预计全年发电量200 亿千瓦
时；其他类型发电，预计全年发电量432 亿
千瓦时；抽水蓄能及新型储能，预估抽水
蓄能及新型储能全年发电量分别为32 亿、

12 亿千瓦时，合计 44 亿千瓦时；省外来
电，预计全年接纳省外来电1250 亿千瓦时
左右。为此，省能源主管部门紧紧围绕电
力保供中心任务，超前谋划，精准部署，
细化“四个强化”，全力抓好各项工作
落实。

强化电力保供主体责任。健全电力保
供工作机制，密切跟踪区域内电力生产运
行情况，积极协调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形
成电力保供合力。强化统一调度管理，会

同山东电力交易中心加大省外来电组织协
调力度，最大限度争取高峰时段省外来电
规模。做好电煤储备和生产管理工作，严
格服从调度安排，严控机组不可用容量，
确保负荷高峰时段稳发满发。

加强电力设备运行管理。结合电网春
检、秋检计划，有序安排机组、输变电设
备检修，尤其要加强对枢纽变电站、升压
站、重要输电通道等关键设施的运行维
护，及时消除各类事故隐患。做好应对高
温、台风、雨雪、冰冻等极端天气和自然
灾害的准备，提升设备快速抢修、恢复能
力，保证发供电设备健康运行。

加强推进支撑性电源项目建设。积极
推进支撑性电源项目建设，细化工作任务
时序，完善过程管理管控，确保按期建成
投产。加强服务督导，建立项目进度台
账，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困难，
重大情况要及时报告。

加强跟踪预测和统筹协调。加强电力
运行监测预警，按月滚动预测报告电力
电量平衡情况，科学调用各类资源，最
大限度保障电力供应。按照“一年两调
整、一用一调整”的原则，滚动修订负
荷管理方案，按程序报请印发执行。一
旦出现电力供应缺口，按照“需求响应
优先、负荷管理保底”原则，重点压限
“两高”行业用电，全力保障居民生活
等重要用户电力供应，确保电网安全稳
定运行。强化能源电力保供统筹协调，
组织制订迎峰度夏、迎峰度冬能源保供
工作方案，按照企业能效水平，细化出
台本市负荷管理方案、紧急负荷控制序
位等，确保群众用电需求。

□通讯员 刘春成 段文奇 任锡贞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滨州讯 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

时。近日，渤中19-6凝析气田I期开发项目
滨州天然气处理终端工程建设如火如荼，
现场桩机林立，重型车辆穿梭，一栋栋建
筑主体渐渐成形，一组组工艺单元雏形渐
显，项目正吹响快干实干冲锋号加速
推进。

据悉，渤中19-6 凝析气田项目位于渤
海中部海域，距离滨州沿岸约84 公里，被
列为国家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重点项
目，目前已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约2000 亿
立方米、凝析油地质储量超过2亿立方米，
是中国东部最大的凝析气田，可供百万人
口城市的居民使用上百年。全气田规划高
峰年产凝析油300 万立方米、天然气30 亿
立方米。 2022 年7月20 日，I期项目开工仪
式在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举行，总投资
150 . 5 亿元，主要新建1 座中心平台、 3 座
无人井口平台，以及滨州天然气处理终端
工程等，为迄今渤海湾盆地最大气田建设
项目。其中，承载着渤中19-6 凝析气田资
源外输使命的I期项目滨州天然气处理终端
工程，采用每天可处理天然气380 万立方米
的工艺装置，计划2023 年底建成投运。项
目投产后，为滨州乃至山东提供安全、清

洁、低碳油气资源的同时，还将为京津冀
及雄安新区提供稳定且充足的能源保障，
对全省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助力实现“双碳”战略
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据介绍，目前滨州天然气处理终端工
程综合办公楼、餐厅、倒班房等建筑单体

主体施工已进入尾声，工艺装置单元、储
运及环保设施进入钢结构、球罐施工阶
段，陆上管道工程已焊接完成1 . 7 万米。今
年3月，项目完成滨州港海底管线登陆段铺
设作业。该作业采用陆对海定向钻穿越技
术，是I期开发项目陆海贯通的关键节点、
重点、难点，也是整个项目最重要的控制

性工程，被称为“渤海油田第一穿”。该
作业利用陆对海定向钻从地下穿越防波
堤，在海床下 24 米处打出一条水平段 899
米长、直径0 . 91 米的地下孔隧。工程船舶
和定向钻机协同作业，将总长1478 米、重
180 吨的海底管线一次性拖拽入通道，完成
海底管线登陆点穿越，创下渤海油田海底
管线定向钻穿越工程先例，为登陆海管全
线贯通奠定了重要基础。

“渤中 19-6 凝析气田开发建设，是
滨州市政府与中国海油集团共同贯彻落
实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有效举措，是
新形势下谋划推进央地合作的成功实
践，是加快推进滨州新旧动能转换、构
建陆海统筹发展新格局的重要载体。”
滨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加快推进项目开发建设，成立市
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工作推进领导小
组，坚持规划引领驱动、问题倒逼驱
动、速率提升驱动、服务保障驱动的
“一轴四驱”工作推进体系，通过牵引
有力、运转有序的工作机制，全流程
“一对一”“手把手”帮办代办，为渤
中 19-6 凝析气田项目开发建设提供全要
素、全流程、全环节服务保障，跑出了
同类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施工建设最快
的“滨州速度”。

渤中19-6凝析气田I期开发项目滨州天然气处理终端工程规划图。

国网诸城供电公司新能源数字化监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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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刘 权 王 磊 苏 航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临沂讯 近日，中国电力沂水300

兆瓦/600 兆瓦时独立储能电站示范项目一
期现场控制室内，操作人员神情专注、紧
盯屏幕，随着调度并网指令下达，项目40
组储能单元全部送电完成，大屏上负荷曲
线逐步上升，设备运行状况良好……“功
率值正常，现场设备已并网运行！”以此
为标志，项目一期成功并网。

“新型储能具有响应快、配置灵活、
建设周期短等优势，可在新能源比重不断
提高的新型电力系统中发挥重要调节作
用，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支撑。”
省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处负责人介
绍，随着新能源装机占比迅速增加，省外
来电大幅增加，煤电机组改造提速提效，
电网调峰形势日趋严峻，加速新型储能高
质量、规模化发展势在必行。为此，山东
能源行业锚定“双碳”战略目标，坚持把
新型储能作为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的重
要手段，高起点谋划、高标准组织、高效
率推进，新型储能蓬勃发展，走在全国前
列。截至2022 年底，全省在运新型储能项
目 5 8 个、规模 1 5 5 万千瓦，跃居全国
首位。

沂水300 兆瓦/600 兆瓦时独立储能电站
示范项目，由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占地面积约 75 亩，分三期建
设。一期投资4 . 5 亿元，采用集中式1500V

高压风冷储能系统先进集成技术，建成容
量100兆瓦/200 兆瓦时储能系统，包括40台
储能电池舱及 40 台 PCS 交直流转换一体
舱。新建220 千伏升压站1 座、 220 千伏送
出输电线路，路径长度5公里。一期项目建
成投运，纳入全省电网统一调度管理，主
要参与电力辅助、电网调峰、储能容量租
赁等服务，年可实现“削峰填谷”电量约
6000万千瓦时，压减煤炭消费约1 . 9 万吨。

“项目建成运行，可有效解决当地新
能源消纳问题，且在鲁中南地区电力系
统安全稳定运行上发挥重要作用。”项
目负责人介绍，在技术应用上，采用磷
酸铁锂电池储能模式，技术可行性已得
到有效验证，项目落地为规模化推广应
用提供示范；采用国际领先集中监控能
量管理技术，可对电网调峰、调频、电
压控制、计划曲线等实现毫秒级控制响

应；配置高压风冷、液冷散热系统，电
站效率提高 2%— 3% ，能耗降低 20% ；配
置极早期监测、防爆泄压、防火隔热、
主动通风换气、热气溶胶定点喷射、水
消防喷淋等六大防护系统，为储能电站
拧紧“安全阀”。在运营模式上，纳入
全省电网统一调度管理，参与电力现货
交易、电力服务市场，提供调峰、调
频、黑启动等服务。在产业融合上，拓
展应用场景，融合已建成投产的临沂首
座电动重型卡车换电站，实现清洁稳定
电力供应，推动交通运输行业电能替
代，加速电动重卡产业发展。

为推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中国电
力履责守责，攻坚突破，加速项目“提
档”达效。成立质量监督工作专班，安排
专人驻厂监造，紧盯原材料质量，紧盯生
产工序，保障设备一次性通过出厂验
收。科学制订施工方案，优化调整施工
措施，狠抓过程精细管理，全面提高施
工效率，项目进度一路“升温”加速。
强化政企沟通协调，相继攻克用地规划
许可、环评能评、招标投标、施工许
可、设计审查、电网接入等重点难点，
实现项目依法合规管理、有力有序推
进、高质高效建设。 2022 年 4 月 7 日，列
入 2022 年度山东储能示范项目；7月1日，
开工建设； 8 月 15 日，完成土建基础浇
筑； 9 月 23 日，完成电池舱及 PCS 舱吊
装；2023年3月18日，并网投产。

沂水300兆瓦/600兆瓦时储能示范项目。

深挖省内发电潜力 积极争取外电支持

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电力支撑

规划高峰年产凝析油300万立方米 天然气30亿立方米

渤中19-6 凝析气田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沂水 300兆瓦/600兆瓦时储能示范项目一期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