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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旭

张俊报道 新疆电力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6月18日对外称，截

至5月31日，新疆电网11年来

累计外送电量达4146亿千瓦

时。其中，2020年 1月1日~

2021年5月31日，外送电量共

计1538亿千瓦时，日均外送电

量达3亿千瓦时。

从环保角度看，外送4146

亿千瓦时电量相当于标准煤约

1.26亿吨，这些标准煤若按每

节火车车厢载重60吨计算，大

约需要294万节车厢才能运输

完。同时，随着新疆新能源电

力的发展，外送电量中的新能

源电量占比不断攀升。2011

年开始，“疆电外送”首次试点

组织新能源电量外送，规模仅

有2.26亿千瓦时。截至2021

年5月31日，已累计外送新能

源电力1128亿千瓦时，对我国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挥

了重要促进作用。

“疆电外送”自2010年启

动以来，已累计建设4条外送

通道。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数据显示，“疆电外送”年

度电量从2010年的30亿千瓦

时提升至2020年1054亿千瓦

时，规模增长35倍。外送范围

覆盖我国20个省区市，为新疆

电力行业创造直接收益超

1000亿元。

据悉，“十四五”期间，新疆

计划建成投产哈密至重庆特高

压直流输电工程，届时，“疆电

外送”将再添一条大通道。

□ 王 磊 何晨阳 靳 赫

滔滔黄河，阅尽华夏沧

桑。作为我国唯一全境属于黄

河流域的省份，黄河流经的先

天自然条件和特有地理地势，

使宁夏这片塞上沃土成为全国

重要的生态节点、生态屏障和

生态通道。2020年6月，宁夏

承担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任。

一年来，宁夏将自身定位

和发展，放在国家战略全局、全

国生态体系、全流域协同治理

中重新审视，把住黄河安澜底

线、守牢生态环境生命线，在高

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笃定前行，

一幅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生活

富裕的塞上新画卷正徐徐

展开。

治理为先：生态保护
筑牢建设之本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

簸自天涯”。历史上，黄河善淤

善决善徙，可谓桀骜不驯。

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

黄河水在坚固的堤坝间平静流

淌，两岸车流如织，大小湿地如

明珠般点缀其间。眼前静好的

画面令人很难想象，这座宁夏

最北端的城市常受凌汛考验。

翻阅过往记录，几乎每隔几年，

宁夏便会有一次凌汛险情发

生。与凌汛相伴的，还有洪水。

2017年~2020年，黄河宁

夏段连续4年大水过境。在现

代化堤防保护下，群众生命财

产安然无恙。

“览百川之洪壮兮，莫尚美

于黄河”。从古至今，黄河之美

入诗入画者甚多。但事实上，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十分复

杂，宁夏便曾面临大量泥沙入

河、草原植被破坏、水质污染加

剧、水生环境恶化等问题，直接

影响黄河健康。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

治理。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提

出，坚持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统领生态文明建

设、统揽全境全域治理，统筹经

济社会发展，以贺兰山、六盘

山、罗山自然保护区为战略支

点，以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绿色

发展为战略举措，以实施重大

项目、重大工程为战略抓手，共

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

治理。

湿地，是黄河之肾。总面

积近30万亩、被称为“鸟岛”的

青铜峡黄河库区湿地，多年前，

由于管理体制不顺，土地权属

不清，一度人为登岛侵占、围湖

造田、乱捕乱采等问题严重。

治理生态顽疾，需要铁的

担当。人类活动点位全面清理

整治、推进“退耕还湿”治理……

如今，湿地“失而复得”，候鸟迁

徙期，库区鸟类可达数十万只，

生态系统得到整体修复。

中卫多种一棵树，黄河少

落一粒沙。黄河穿城而过的宁

夏中卫市，紧邻腾格里沙漠。

夏日的晴空下，离中卫市

区约10公里处的小湖附近绿意

盎然，湖畔年前还裸露着的黄

沙里，株株绿树昂扬生长。树

坑里的覆膜令人倍感新奇，这

种保墒的“待遇”，过去只有庄

稼和瓜菜才有。

“多种树、护生态，反哺母

亲河如今已成常识。”中卫市治

沙林场副场长唐希明说，中卫

开展生态保护、污染治理、植绿

增绿大会战，在黄河干流沿岸、

入黄沟道等重点区域开展综合

治理，今年仅植绿增绿一项，目

前就已完成30.33万亩。

严格落实禁伐、禁垦、禁

采、禁牧“四禁”规定，不断完善

减少资源消耗、污染行为、废物

排放、肥药用量“四减”措施，统

筹推进饮用水源、黑臭水体、工

业废水、城镇污水、农业退水“五

水”共治，实现保持河道不断流、

湖泊不干涸、水土不流失、农田

不污染“四保”目标……以铁腕

治理守护绿水青山，宁夏生态

治理成效显著：全区水土流失

实现总体逆转，治理率达58%，

黄河干流宁夏段水质保持Ⅱ类

进Ⅱ类出，今年全区6项大气主

要污染物平均浓度同比全部

下降。

强筋壮骨：产业升级
聚力发展之要

作为经济欠发达省份，宁

夏经济长期面临发展不足、质

量不高双重难题，产业发展倚

重倚能倚煤特征明显，资源利

用粗放，增长动力后劲不足等

问题不断显现。如何在转变发

展方式方面有更大作为，是一

个高难度课题。

宁夏银川市灵武农场 1.1

万亩农田里，绿油油的小黑麦

草已长到1米多高。大型收割

机轰鸣向前，散草机紧随其后，

割倒、打散、铺匀晾晒等工序一

次性完成。收割完成后，地里

将种上青贮玉米。

这里是宁夏农垦集团的小

黑麦草后作青贮一年两熟技术

高效种植试验示范田。受光热

等条件限制，宁夏农作物生长

往往“一季有余、两季不足”，而

近年来当地奶产业迅速发展，

饲草不足已成为重要制约因

素，一年两熟种植模式可有效

缓解这一问题。

高质量发展，不是简单的

物理叠加，而是链式化学反

应。产业链的群体跃进，正让

宁夏奶产业加速“蝶变”。目

前宁夏奶牛规模化养殖率已

达98%以上，现代化的养殖方

式使宁夏成母牛年均单产突

破9000公斤，生鲜乳主要卫生

指标达欧盟标准，国内不少大

型乳企将宁夏视为高端奶

源地。

先行区建设中，宁夏深入

分析自身实际和比较优势，大

力推动产业、产能、产品结构调

整，推出枸杞、葡萄酒、奶产业、

肉牛和滩羊、电子信息、新型材

料、绿色食品、清洁能源以及文

化旅游等九大重点特色产业，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立柱架梁。

一年来，九大重点特色产业发展

齐头并进。

曾产出宁夏第一吨煤、第

一度电的石嘴山市惠农区，一

度受困于能源行业不景气。而

如今，当地较为完善的产业链

和成熟的产业工人，成为不少

企业换道超车、谋划高质量发

展的底气。

前不久，宁夏恒力生物新

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年产5万吨

月桂二酸项目一次投料试车成

功。月桂二酸是生产高端尼

龙、脂类润滑油等的基础材料，

广泛用于航空航天、3D打印等

领域。而以前，恒力公司的主

营业务还是钢丝绳。

中环光伏材料、隆基硅业

单晶硅等重大项目相继落地开

工，补齐创新链、优化供应链、

重构产业链高效推进，宁夏正

通过强化创新驱动、优化营商

环境等系列改革，激发更多技

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融

入产业发展。

2020年，宁夏综合科技创

新水平指数达56.11%，提升幅

度居全国前列。今年一季度，

宁夏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于上

年同期18.5个百分点，规上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76.3%，

高新技术制造业和工业技改投

资分别增长32.5%和23.5%。

本报讯 特约记者周卓傲

报道 “我们预计中国未来五

年电动车产销增速将保持在

40%以上，到2025年，电动车

新车占比将突破20%。”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

长付炳锋日前在第11届中国汽

车论坛上指出，中国汽车产业

正加速形成电动化格局，智能

网联汽车发展实现与全球同

步，具有明显市场优势，成为转

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付炳锋表示，今后15年，汽

车工业将不断向电动化、网联

化、智能化加速演变，这是全球

汽车企业跟时间赛跑的一场

“追逐赛”。我国车企要立足国

内主场，把中国品牌做大做强，

更要继续和优秀的国外伙伴一

起，加快向全球汽车市场融入

的步伐。

回顾过去，我国汽车工业

取得了飞跃式发展，从2009年

起我国连续12年稳居全球汽车

产销第一，在新能源领域更是

完成大规模产业化，连续6年新

能源汽车产销量位居全球第

一，并实现产业链上下游有效

贯通，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

技术基本实现自主可控。

“2020年是新能源汽车的

转型之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增

加了41%，而中国则是全球最

大的市场，新能源汽车销量超

过了130万辆，保有量已经接

近500万辆。”世界经济论坛执

行委员兼全球未来交通出行平

台负责人 ChristophWolff 表

示，中国市场正从政策驱动型

转向市场驱动型，各种新技术、

新产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

现。刀片电池的上市、充电设

施基础网络的开发、本土品牌

的向上突破和电池即服务的模

式发展共同推动了中国新能源

汽车的蓬勃发展。

“电力驱动、智能网联、低

碳出行成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

变革的主攻方向。”全国政协副

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万钢表示，

电力驱动是汽车能源和驱动系

统的技术变革，将引领全球汽

车产业向新能源汽车转型升

级，成为汽车产业核心竞争能

力的标志。电力驱动同时将引

发汽车电力电子架构和智能控

制系统的系统性变革。

万钢认为，当前中国和主

要发达国家相继提出实现“碳

中和”的发展愿景，国际汽车企

业先后提出自身的“碳足迹”计

划，国际社会“碳中和”的一致

行动将进一步倒逼汽车产业加

速电动化转型。

事实上，电力、工业和交通

等行业作为二氧化碳的排放大

户，排放量超过排放总量的八

成，而汽车行业在连接这三大

行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推动汽车电动化，提高燃

油车经济性，包括电池回收利

用，将成为未来汽车产业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途径，建

立全生命周期的碳中和技术及

管理体系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要

求。双碳战略下，车企也将在

产业政策、产品结构、企业收益

中寻找新的平衡点。”中国第一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战略管理部

总经理柳长庆说。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夕勇指出，汽车与能源

系统加速结合，以储能电池为

媒介，将使汽车成为新型清洁

能源的重要载体之一。最有代

表性的，就是“换电”商业模式：

汽车成为移动储能单元，未来结

合智慧城市，解决光伏、风电等

可再生能源的不稳定问题，这对

于实现双碳目标作用显著。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苗圩表示，在以新能源汽车发

展为标志的“上半场”中，我国

汽车工业发展处于世界领先的

位置，以智能网联汽车为标志

的“下半场”哨声已经吹响，我

国汽车行业丝毫不能懈怠，还

需要继续努力，多方协同，奋力

构建中国标准智能网联汽车体

系，向世界汽车提出中国方案。

□ 特约记者 郑莹莹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6月

17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

射，航天员在轨驻留时间将长

达3个月（此前神舟飞船执行

任务最长时间为30天），神舟

十二号载人飞船如何确保这

么长时间的可靠能源供给，以

助力保障航天员的安全返回？

30余项故障预案

“无论是3个月，还是后续

更长的6个月，对电源分系统

来说，最重要的是做好应急处

置，即故障预案的准备。”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电源分系

统主任设计师钟丹华说。

他表示，针对飞船飞行入

轨初期、到运行、到返回的全

流程，研制人员制定了30余项

故障预案，并开展了故障演

练。另外，为了保障航天员的

安全，飞船在轨运行期间，地

面将24小时监控电源分系统

的性能数据。

“好邻居”慷慨“送电”

在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与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对

接后，在三舱组合体或五舱组

合体的飞行模式下，神舟十二

号载人飞船会经历最长19天

的大面积遮挡周期，面临太阳

电池翼被遮挡、自身不能发电

的情况。

这时，中国空间站的“好邻

居”将慷慨解囊，热情“送电”。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

院电源分系统副主任设计师

唐筱介绍，整个中国空间站系

统里，电源的能量是可以互相

传动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可以接受来自天和核心舱的

并网供电，“这个并网供电的

源头很多，可以来自核心舱，

可以来自货运飞船，也可以来

自实验舱，具体根据飞船的能

量平衡情况按需并网。”

“大联盟”实现灵活供电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811所

载人航天型号副指挥王娜透

露，多舱体并网供电，旨在满足

空间站工程不同阶段的能源需

求，“空间站工程是一个大系

统，包括：核心舱、实验舱、神舟

飞船及货运飞船，我们需要确

保整个系统的正常能源供给。”

她介绍说，在这个大系统

内，中国空间站家族成员们组

成了和谐灵活的“供电大联

盟”。其中，采用高压电源系

统的天和核心舱和天舟二号

货运飞船可以实现双向并网

供电；考虑到货运飞船容易受

到空间站其他组合体的遮挡，

也为了应对未来空间站可能

会出现的极个别特殊情况，核

心舱可以为货运飞船提供最

高2000瓦的电力，货运飞船

也能为核心舱提供1000瓦左

右的电力。而为了确保航天

员的安全，神舟十二号载人飞

船采用了低压电源系统，因此

作为受电端，它与空间站采用

单向并网供电模式，根据其与

核心舱的对接口位置，电力最

大可达1400瓦。

王娜说，针对并网供电需

求，研制人员策划了多项在轨并

网供电试验，开展了包括三舱

联试、五舱联试等各个层级的

地面并网供电专项试验，抱着

不放过每一根电缆、不放过每

一个参数的态度，验证了电源

分系统在空间站组合体并网供

电模式下的适应性和可靠性。

潮 起 塞 上 满 目 新
——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观察

我国汽车产业加速形成电动化格局

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浪

贺劭清报道 记者日前从中国

能建葛洲坝机电公司获悉，

6月16日11时，由该公司承建

的乌东德左岸电站1号机组顺

利通过72小时试运行，正式投

产发电，标志着乌东德水电站

提前14天迎来全部机组投产

发电。

据了解，乌东德水电站是

实施“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

程，是中国第四、世界第七大水

电站。电站共安装12台单机

容量85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

总装机容量1020万千瓦，全面

投产发电后年均发电量389.1

亿千瓦时，对构建我国绿色低

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实现

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具有重

要意义。

乌东德水电站地跨四川省

会东县和云南省禄劝县，拥有

世界上已投产最大的水轮发电

机组。截至目前，乌东德左岸

电站已投产的五台机组各项运

行指标良好。

乌东德左岸电站机组安装

与调试工程于2018年12月开

工建设。从2020年6月29日

首台机组投产发电至今，乌东

德左岸电站6台85万千瓦机

组已完成安装调试任务并交付

商业运行。目前，电站已累计

输送超过242亿千瓦时清洁水

电，可支撑广州全市工业用电

近7个月，替代约752万吨标

准煤燃烧，减排二氧化碳约

1881吨，二氧化硫约6.3吨。

在轨3个月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怎样确保能源供给

乌东德水电站全部机组投产发电

“疆电外送”电量累计突破4000亿千瓦时

从6月19日9时开始，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调度万家寨、三门峡、小浪底水库，结合腾库迎汛，实施2021年汛前黄河调水调沙。

当天，小浪底水库的流量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下泄。图为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 新华社发（贾方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