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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八百里的瀚海戈壁，此前人们视为海

西州沉重的“生态包袱”，因为这场打造国家清

洁能源产业高地持久战役，新理念、新格局化

“腐朽为神奇”，昔日的“生态包袱”摇身变成新

能源产业“长袖善舞”的大舞台，验证“两山”理

念转化的示范地。

海西州从曾经只盯着“地下”的矿藏“家

底”，到告别“白云千载空悠悠”的喟叹，在一束

光、一缕风、一滴水中提取“含金量”，开阔的是

新理念，开辟的更是新境界。以“自我革命”的

果敢和勇气，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为自身

发展赢得了绿色可持续的广阔天地。

冲出历史的峡口，海西州已成青海省清洁

能源产业发展的“顶梁柱”，“双碳”转型的主阵

地。目前，全州20户规模以上新能源企业发

电量达119.9亿千瓦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发电量的83.8%。新能源产业增加值较2012

年增长了285.8%，年均实现增长16.2%，占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较2012年提高了12.5

个百分点。

这份价值，集聚了海西州的使命和担当；

这种分量，凝结着海西州的智慧和力量。

不久前,在采访海西州能源局负责人时了

解到，海西州精心编制的《海西州“十四五”清

洁能源产业发展规划》《“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

业高地”海西行动方案》等，在“带温火炉”、全面铺开中，

为海西州清洁能源产业取得新进展构建了新的“四梁八

柱”。

紧扣夯实要素基础保障，全力承接国家大基地项

目，在倾力推进现有新能源大基地项目建设的同时，依

照青海省新能源项目年度计划，完成今年大基地、青豫

直流二期、市场化并网；

强力支持新能源技术创新，把技术创新作为新能源

产业实现“先立后破”的关键支撑，支持和鼓励企业发挥

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力争在海西州形成一批新能源重

大技术创新成果；

大力支持空气压缩储能，围绕新型空气压缩储能具

有效率高、灵活布局的特性，通过在青海“揭榜挂帅”方

式，支持三峡集团、国能和青海油田等各种形式的空气

压缩储能项目，项目建成后，海西州将成为全国空气压

缩储能类型最多、规模最大地区；

鼓励熔盐储能发展，以离网光伏发电回送等形式，

实现交流电、供热、供蒸汽三位一体效能。探索绿电制

氢终端应用，努力在全国走出特色绿氢之路……

海西，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大道辅成，方兴

未艾。希望之海，在今朝又起巨浪涛声!

从海西州德令哈市出发，沿315国道一路

西行，曾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戈壁滩，散乱的沙

石与丛生的骆驼刺。而今，这里开辟了青海省

光热产业技术创新的基地——德令哈新能源产

业园区，数万面定日镜在蓝天碧空的映衬下，俨

然一片饱蕴活力和希望的蓝色海洋。

戈壁滩荒凉不再，新能源破茧而生。从比

肩接踵的清洁能源战阵，强烈的视觉冲击和震

撼，似可触摸到发展理念的嬗变、发展格局的拓

展。

面对绿色发展，面对一条绿色发问、全新命

题的“赶考”之路，海西举全州之力锚定目标，破

题开篇，乘势布下国家清洁能源发展战略的全

新“棋局”。海西，这块在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和

西部大开发中持久扛起“担纲”之重的热土，在

“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新征程上，依

然走在前列，一马当先。

“10余年前，我们作为一家发展光伏发电

企业，之所以选择在海西扎下脚根儿，就是一眼

看中了这里的土地和光热资源，随着企业在发

展中快速崛起，规模不断壮大，效能日益提升，

这与海西良好自然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樊玉

华谈起企业发展时颇多感慨。

据海西州能源局相关人员介绍，海西州是全国新能源

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太阳能综合开发条件在全国首

屈一指，风能资源居全省首位，土地资源富足一方，成本低

廉形成价格“凹地”，建设国家大基地项目可谓省内最优，且

电网已形成连接青甘新藏四省区的交直流枢纽，能源网架

拥有坚实基础……诸多先决条件，为海西州全面融入清洁

能源示范省建设、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预设了得天

独厚之基、援梯而上的空间。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耀辽阔无垠的瀚海戈壁，指向

云天的光伏吸热塔最先迎接一道道金色光束，成为大漠之

上的鲜明地标；高耸的风力发电机组星罗棋布、串珠成链，

与远处的光伏群落遥相呼应，似伸出的臂膀、敞开的胸怀，

与新时代孕育而出的绿色产业变革相拥，在“追风逐日”中，

迸发出旺盛生机、无限希望。

格尔木市东出口、乌图美仁地区、德令哈市西出口等3

个清洁能源基地已成规模，大柴旦行委、乌兰县、茫崖市等

地区的清洁能源园区已显雏形。十年，新能源产业发展的

“雪球”滚动至眼前，全州新能源装机总规模达到1327万千

瓦，占海西地区电力总装机的94%，全州新能源装机仅太阳

能和风能已占青海省的47%，全省第一个千瓦级清洁能源

基地的地位更加稳固。

置身中控太阳能光热发电场，两座耸立

的太阳能光热发电吸热塔熠熠生辉，众星捧

月般簇拥在下方的定日镜，向周遭的辽阔区

域延展开来，发电场于寂静无声中吸纳光热，

一幅恰似“蝶翼”的光热图景，在静态中显出

振起双翅的动感……

樊玉华介绍，经过技术攻关，企业自主研

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光热发电技术，实

现了光热电站关键装备全部国产化，多项专

利填补国内空白，且使装备研制、聚光精度、

光热转化等多项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

时，以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串起产业链，对海西

当地工业产业转型发展注入了“催化剂”。

在新时代曙光的辉映下，海西州衍生出

空前的追逐信念、笃行勇毅、赶超力量，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开启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新里

程。

有业内人士表示，海西州以高规格支持

光热发电项目建设已见成效，依托当地充足

的光照资源和较低用地成本，以及已建成且

稳定向好运行的塔式、槽式光热电站的成熟

经验与科研力量，通过深度挖掘光热项目稳

定调峰调频优势，对接国内光热头部企业，探

索“二氧化碳超临界光热”“光热+供暖”“大容量熔盐储能+

弃电”等发展模式和路径，为青海省乃至全国新能源光热发

展蹚出了一条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

理念之变带来路径之变，格局之变生发万千气象，一个

曾经背靠“资源大州”“传统工业重镇”，支撑工业经济大厦

的广袤之地，在传统工业式微时，以清洁能源产业辟蹊径、

筑新途，为转型发展注入生命力、牵引力。

时入深秋，位于德令哈工业园内的青海华汇新能源有

限公司生产区域内，依然一派紧张繁忙状态，企业生产的巨

型风机塔筒和光伏支架等正源源外运，全力冲刺全年目标

和完成手中的“订单”。公司总经理金红祥说，企业能在良

好轨道上日益繁盛，正是得益于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带动，促

进企业以转型迈上了高质、高效、高技之路。

倾力发展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业产生活力，海西州以不

断加大对支持新能源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为抓手，鼓励支

持新能源业主单位在“同质同价”条件下优先选购州内产

品；建立清洁能源产业“链长制”，支持中车集团、南玻集团

等企业在海西建设产业园区，中车集团集中电器系统装备

制造、南玻集团晶硅制造等一批骨干项目正兼程建设……

新能源储能“揭榜挂帅”项目建设“顺风行船”，实施储

能“揭榜挂帅”的8个项目，已引来中国华电、中能建、龙源、

绿发等大型企业入驻海西，大河滔滔带起巨流泱泱。

风萧萧，八百里瀚海戈壁于辗转

腾挪间模样大变，绿色循环发展凝聚

出蓬勃潜能，十年一役，默默付出的

“光伏人”扎根在这片无垠之地，造就

“光与热”的奇迹。

风起瀚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坐拥柴达木盆地“富矿”，历经老

旧传统资源型工业企业“断崖式”滑

坡的危机，以壮士断臂的魄力和舍我

其谁的担当，毅然决然，率先迈出一

场“自我改革”的转型发展之路。举

棋落子，布局以光伏、光热、新材料制

造等能源产业为核心的新发展脉络，

培育新业态、壮大新产业，打通自身

短板不足，为青海省打造国家清洁能

源产业高地奠定坚实基础。

由此，瀚海戈壁上的绿色发展之

路便势如破竹般浩浩荡荡拔地而起。21世纪，

首批光热、光伏太阳能发电企业入驻海西，一座

座太阳能光伏、光热发电板矗立在瀚海戈壁蔚

蓝天空下：2018年6月30日，中广核新能源德令

哈50兆瓦光热项目一次带电并网成功，成功填

补了我国大规模槽式光热发电技术的空白；

2019年年底，海西州1950兆瓦风电项目在大柴

旦地区并网送电；2022年底，海西州新能源装机

总规模达到1327万千瓦，新能源装机（仅太阳能

和风能）占全省的47%……一个个项目的建成，

一组组真实的数据，记录着海西州清洁能源综

合开发的波澜壮阔。

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海西沿阶而上，初步

形成了太阳能、风能、光热、电网建设、装备制造

多点发展格局，清洁能源产业成为推动海西州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如今，行走在柴

达木广袤的大地上，一片片光伏电板汇集成蔚

蓝海洋，随风旋转的大风机和高耸入云的吸热

塔，清洁电能经过整流、逆变、升压等过程，源源

不断地将“绿电”一路向东输送到千家万户。

“追风逐日”，海西的信心和底气源源不

断。依托柴达木盆地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等新

能源资源，海西州相继建成一批对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大拉动作用的新能源示范项目，这是海

西州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的

鲜活实践和诠释。新的阶段，围绕“打造国家清

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海西持续推动源网荷

储、新能源制氢、绿电消纳、牧光互补以及“新能

源+”的一批新能源产业项目相继开建……剑指

“绿能”，风起瀚海朝“天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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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曾在遥远的昨天退去。伴随地壳隆起，造就了八百里柴达木盆地。大漠孤烟，

瀚海苍茫，新时代绿色发展大潮席卷而来，柴达木盆地成为青海省发展清洁能源产业

的主战场，成为“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硬支撑。

大自然赋予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先天优势：地大物博，资源富集，青海工业产业

发展的源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压舱石”和“稳压器”。

迈步新时代，绿色发展点题指路，高质量发展潮涌拍岸，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久久为

功，推进产业“四地”建设兼程前行，在这一宏阔背景下，紧跟国家宏观产业发展战略重

大调整步伐，顺势而为、乘势而上，让自身拥有良好自然条件和产业基础的海西州，迎

来了风光合璧交相辉映、转型发展柳暗花明的新发展机遇期，迎来了与高质量发展一

脉相承、同生机活力相携相牵的新发展春天。

青海日报记者 刘法营 苏 烽 张洪旭

电网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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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电网横穿戈壁而过。 本版图片均由青海日报记者苏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