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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连线“ 百 年 煤 城 ”渐 别 煤 炭 依 赖
昔日“一煤独大”的黑龙江鸡西市近年来通过创新驱动发展、产业提档升级、改善营商环境，

今年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位居黑龙江省四个煤城首位

□ 李建平 孙晓宇

昔日“一煤独大”的黑龙江

省鸡西市近年来通过创新驱动

发展、产业提档升级、改善营商

环境，努力摆脱煤炭依赖，初步

形成多业并举新格局，一个个

转型发展大项目正结出“硕

果”。今年上半年，全市规上工

业增加值增速位居黑龙江省四

个煤城首位。

点石成金：“两黑”
升级为“两金”

作为东北重要资源型城

市，鸡西市煤炭、石墨资源量大

质优，而当地过去以卖原料为

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影响经济

可持续发展。这个城市开始在

阵痛中谋求转型。

眼下，鸡西市最低气温已

降至零摄氏度以下，位于梨树

区工业谷内的天和焦化有限公

司内却一片热火朝天景象。这

个占地28公顷的100万吨焦化

联产项目总投资6.5亿元，全部

达产达效后，可实现年销售收

入20亿元，利税2亿元，新增就

业岗位600个。

鸡西天和焦化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高俊海表示，这个煤炭

深加工项目的装备水平、自动

化水平等国内领先，目前已成

为鸡西市转型发展的支柱企业

之一。

鸡西是我国优质鳞片石墨

主产区。在鸡西市恒山区石

墨产业园内，工人正认真操作

着一台四柱压机，每隔几秒，

机器便“吐出”一个石墨触媒

柱。“这种石墨触媒柱可用于

加工金刚石，市场售价每吨约

8万元，价格是从前我们卖‘原

字号’石墨的近 30 倍。”鸡西

浩市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总

经理赵建民说。

为让石墨产业走向“高精

尖”，鸡西市在当地建设了国家

石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与北京大学等多所知名院所开

展合作。如今，全市石墨产业

已形成生产企业56户、规上企

业23户的规模，深加工企业占

比达到78.5%。去年，全市完成

石墨产业产值31.2亿元。

为推进煤炭、石墨深加工，

鸡西市规划了约30平方公里现

代煤化工产业园区和约17平方

公里的石墨产业园区，开启现

代煤化工、石墨深加工“两黑”

变“两金”的产业升级之旅。

多业并举：努力摆脱
煤炭依赖

在黑龙江省产煤大县鸡西

市鸡东县的化工产业园内，一

个年产30万吨燃料乙醇项目

的成品罐区、蒸馏脱水及发酵

单元已初现雏形。据项目承建

单位负责人宋玉岭介绍，目前，

燃料乙醇项目土建工程完成

70%以上，设备采购完成95%

以上。

这个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

加工转化玉米90余万吨，实现

年营业收入约20亿元，将有力

促进全县经济多元发展。

走进位于鸡西市郊的黑龙

江珍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

块巨大的电子屏幕映入眼帘，

上面显示着公司生产的紫苏产

品从播种、收获到加工的全部

流程。

这个已完成投资3.2亿元

的紫苏精深加工项目，可以将

紫苏“吃干榨净”。公司总裁

姜盛介绍，经过初榨、精炼等工

序，可得到紫苏毛油、紫苏精炼

油、紫苏低聚肽等产品。今年，

公司已出口紫苏油270吨，实现

销售收入1800余万元。

近年来，鸡西市倾力打造

“中国石墨之都”和“生态旅游

名城”两张名片,依托石墨、煤

炭、绿色食品和生物医药“两黑

一绿一药”4大产业等，全力摆

脱“煤炭依赖症”。

通过多业并举、多点开花，

昔日煤城正逐步摆脱煤炭依

赖。截至去年底，鸡西煤炭产

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

比重，已由最高时80%左右，下

降了30多个百分点。

革故鼎新：以新思维
再造新环境

虽然转型发展取得成效，

但资源精深加工不足、新兴替

代产业不强等问题仍然存在。

如何更好保障民生依然是摆在

鸡西面前的重要任务。

面对生态破坏、土地塌陷

等煤炭行业遗留的历史包袱，

鸡西市在绿色理念指引下提出

建设绿色矿区、生态城市、宜居

家园的目标，大力发展循环经

济，通过对采煤塌陷区、工矿废

弃地实施生态修复等，让煤城

逐渐“擦去”黑底色。

比城市环境改善更令人惊

喜的，是这里营商环境也在发

生变化。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来

自浙江的商人秦交忠遇到了较

大资金压力。“但是我们对鸡西

的投资额不减、投资速度不

降。”他说。

打动秦交忠的除了他对

自己投资项目前景看好，还

有他对鸡西营商环境变化的

认可。“在鸡西，从市长到科

员都是企业‘服务员’。”他

说，政府从企业开办到竣工

投产全程实行“保姆式”服

务，还帮他盘活了数千万元

不良资产。

“作为对政府热情服务的

回报，企业就是要踏踏实实做

事。”秦交忠说，他在当地投资

的多个石墨精深加工项目实现

了当年设计、当年建设、当年投

产，为鸡西经济高质量转型发

展助力。

夜幕降临，许多鸡西市民

来到广场上唱歌、跳舞……“现

在环境好了，城市美了，俺们的

烦心事少了，也开始讲究养生锻

炼了。”谈起鸡西市最近几年的

变化，73岁的煤矿工人王春华

喜笑颜开。

守 着 阳 光 抓 住 幸 福
——青海海东市乐都区寿乐镇杨家山村的“阳光”致富经

□ 解统强

“这1800元的‘阳光款’是

我今年在村里做保洁员挣来

的，过年能置办些年货。”69岁

的杨芳林指着手机里银行的短

信，对新华社记者解释“阳光

款”的由来。

杨芳林口中的“阳光款”是

光伏扶贫电站发电后所产生的

收益。今年10月，他通过打扫村

庄卫生攒了36个工时积分，通过

兑付工时，他拿到1800元的光

伏收益。杨芳林怎么也没想到，

依靠后山那一排排蓝白相间的

光伏板，在家门口就能赚钱。

杨家山村位于青海省海东

市乐都区寿乐镇西部，海拔

2700米。自然条件恶劣、交通

不便、缺少产业成了杨家山村

小康致富路上的绊脚石。

杨芳林和妻子李金风曾是

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由于

儿女外出务工，家中缺少劳动

力，脱贫增收成了难题。

2017年，在政府扶持下杨

芳林盖起了猪圈，养起了猪。

“一年养四只，三只卖，一只留

着自家吃。”杨芳林算着账，加

上各种补助一年家里人均收入

有4000元。

通过家庭养殖，杨家山村

村民收入不断增加。杨家山村

焕然一新，水泥硬化道路通到

家家户户，太阳能路灯、公共厕

所、电商村级服务点等设施应

有尽有。

“光养猪怎么够？建了光

伏电站，村里的收益还能涨！”杨

家山村驻村第一书记许建杰给

村民们讲起了脱贫增收的门道。

2017年国家电网青海省电

力公司全额出资建设杨家山村

光伏扶贫电站，2018年底电站

正式交由乐都区政府管理运

行。截至目前，杨家山村扶贫

电站累计发电124万千瓦时，产

生发电收益95万元。2019年

底，乐都区政府给杨家山村分

配光伏补贴20万元，今年杨家

山村又分配到10万元。

“我们不能养懒汉，光伏收

益也应按劳分配。”许建杰说，

为合理分配光伏发电收益，杨

家山村村委会按照扶贫工作组

要求制定收益分配管理办法。

在村里设立保洁员、护林员、矛

盾调解员等公益岗位，以公益

岗位工分兑付方式向村民发放

光伏收益。

“有了光伏板，在家门口就

能赚钱。”看着窗外干净整洁的

村庄巷口，杨芳林高兴得合不

拢嘴。如今，杨芳林住上了新

房，窗明几净的房间中，微波

炉、电磁炉、电暖气等现代电器

应有尽有。在村口一边“上

班”，一边领着光伏补贴，杨芳

林不亦乐乎。

村里的“上班族”多了，69

岁的老电工申有义却是最幸福

的一个。光伏电站修建以来，

村委会发挥申有义的技术专

长，让他专门负责光伏电站日

常看管和清扫工作，并给他从

光伏收益中每年发放3000元

的工资。

“以前家里靠种田度日，我

顺便给村里做一些修电、修水的

工作。现在家门口有电站，守着

阳光就能挣钱。”申有义说。

光伏电站建成后，运营工

作交由供电公司负责，申有义

也结束了看护工作。两年时

间，两点一线，每天奔波在电站

和家之间的山路上，申有义见

证了杨家山村从被动“输血”到

主动“造血”的变化。

“现在村里有了产业，村

民的日子也越过越美。”申有义

说着望向远处的光伏板。午

后的杨家山村，暖阳映照着远

处蓝白相间的光伏电站，闪闪

发光的光伏板正不断积蓄着

能量。

青海成首个新能源装机过半省级行政区
本报讯 特约记者文思睿

报道 青海省能源局日前向记

者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

季度，青海省太阳能、风能、水

电等多项清洁能源发电量达历

史最高水平。截至2020年10

月底，青海省新能源装机占比

达到57.2%，成为我国首个新

能源装机过半的省级行政区。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东北

部，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水

平相对滞后，但太阳能、水能、

风能等清洁能源资源富集，是

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接续储备

地，特别是可再生能源种类全、

储量大、分布广，开发利用条件

好，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发展

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青海省能源局介绍，该省

新能源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资

源优势。太阳能资源位居我国

第二位，约占全国的11％；水

能资源理论蕴藏量居我国第五

位，约占全国的3％；风能资源

年利用小时达2000小时，占我

国风能资源储量的9.4％。还

拥有广袤且可用于光伏、风电

建设的荒漠化土地。

近年来，青海省综合开发利

用水、光、风、热等多种能源，新

能源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

截至9月底，青海省电力

总装机3298万千瓦，为历史最

高。其中，光伏装机同比增长

7.73%，光热装机同比增长

31.3%，集中式光伏和光热装

机稳居我国第一，风电装机连

续两年直线上升，达522万千

瓦，同比增长31.3%。

据悉，今年前三季度，该省

清洁能源发电量638.1亿千瓦

时，占比90%，较去年提高0.8

个百分点。包括太阳能发电量

同比增长5.1%，风电发电量同

比增长19.5%，水电在装机持

平的情况下，发电量连续3年

高位增长，达450.1亿千瓦时，

为该省水电历史最高水平。

港澳供电可靠性保持世界级水准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华

蓝旺报道 “十四五”能源电力

转型发展论坛11月20日发布

研究报告指出，粤港澳大湾区

供电可靠性领跑全国，其中，港

澳供电企业客户服务水平、供

电可靠性均保持世界级水准。

数据显示，2019年，粤港

澳 大 湾 区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GDP）11.6万亿元，同比增长

6.6%；全社会用电量5483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5.0%。南方电

网能源发展研究院发布的《粤

港澳大湾区电力发展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指出，未来粤港

澳大湾区电力需求保持增长态

势，其中珠三角全社会用电量

占比将进一步扩大，香港电力

需求趋于饱和，澳门用电量基

本维持不变。预计至2025年，

粤港澳大湾区全年全社会用电

量将达到7000亿千瓦时，用电

最大负荷达到1.2亿千瓦。

在供电可靠性方面，港澳

供电企业客户服务水平、供电

可靠性均保持世界级水准，深

圳“获得电力”指标排名内地

城市第一，珠三角地区供电企

业服务满意度在当地公共服

务评比中连续多年排名第一，

珠海、中山、深圳、佛山、广州、

东莞六市供电可靠性位列内地

城市前十。

该《报告》提出，电力国际

合作是未来5年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的新机遇，即通过行业规则

与国际惯例广泛接轨，以“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为重点，加

快电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

动装备、技术和服务“走出去”。

西藏未来三年向11省市送电61亿千瓦时
本报讯 11 月 20 日，国

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与北京、

上海、重庆、山东、河北等中东

部11省市的省级供电公司，在

成都签署清洁能源消纳框架协

议，敲定2021年~2023年共计

61亿千瓦时的藏电外送电量。

根据协议，2021年~2023

年，西藏的水电、光伏等清洁能

源将通过雅中、昭沂、青豫、灵

绍等多条特高压直流输送至上

述11省市消纳。

其中，重庆市3年累计受

电17.5亿千瓦时，北京市10.5

亿千瓦时，山东、陕西分别6亿

千瓦时，河北省（含雄安新区）

4.5亿千瓦时。

“这是目前藏电外送签约规

模最大、经济效益最大、年度消纳

藏电省份最多的框架协议。”北京

电力交易中心交易一部职员

金丁一介绍，协议落实后将减少

中东部地区标煤消耗183万吨、

二氧化碳排放608万吨，预计将

为西藏创造约16亿元经济效益，

实现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西藏清洁能源资源丰富，

是国家“西电东送”接续能源基

地。国家电网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清洁能源消纳框架协

议的签署，是贯彻落实中央第

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策部

署，大力推进电力援藏专项行

动的重要举措，对建立藏电外

送消纳长效机制、推动西藏生

态文明建设和资源优势转化、

助力中东部地区能源低碳转型

具有重要意义。（杨 迪）

河南郑州非电燃煤锅炉实现“清零”
本报讯 日前，来自郑州

市生态环境局的消息称，随着

最后2台75蒸吨燃煤锅炉关停

并拆除主要设施，河南省郑州

市非电燃煤锅炉实现“清零”。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大气处

处长李孟举介绍，郑州市非电

燃煤锅炉拆改自2015年开始，

共拆改非电燃煤锅炉1330台

5078 蒸吨，累计削减燃煤约

420万吨。全市煤炭消费总量

从2015年的3023万吨下降至

2019年的2007万吨，主要污

染物浓度实现大幅下降，空气

质量改善显著。

目前，郑州市实施引热入

郑和清洁能源取暖等技术，实

施荥阳国电、新密裕中电厂、豫

能热电引热入郑工程，保障供

热面积8900万平方米，采用地

热、再生水等清洁取暖方式供

暖，全市新增清洁能源供暖面

积1418万平方米。同时，郑州

市鼓励和引导企业开展非电燃

煤锅炉拆改，对率先完成拆改

的非电燃煤锅炉，给予最高6

万元/蒸吨奖补，累计奖励

7528.28万元。 （刘高阳）

浙江宁波浙江宁波
沼气发电项目投沼气发电项目投运并网运并网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首个餐厨垃圾沼

气发电项目在慈溪开诚有机固废处理有限

公司正式投运并网。该项目配备800千瓦

的沼气发电机组及配套餐厨垃圾处理设

施，利用餐厨垃圾油水分离、中温厌氧等过

程产生的沼气用于发电，预计年处理餐厨

垃圾约70,000吨、年发电量600多万千瓦

时，所发电量全部并入国家电网。图为宁

波首个餐厨垃圾沼气发电项目。

新华社记者 徐 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