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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坤伦 曾 平

能源是贵州省优势传统产业，

对全省发展大局具有战略性、基础

性支撑作用。近年来，贵州省高位

推动现代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改造。

全省能源行业深入实施能源工业运

行新机制，加快把能源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着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持续稳定、量足价优的现代能

源体系。

今年一季度，在国际局势复杂

多变，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上

涨，国内疫情多点散发，贵州省内安

全生产和保供压力形势严峻等因素

影响下，全省电煤供应量增长4.7%，

全社会用电量增长4.9%，省内供电

量增长7.1%；煤电产业对规模以上

工业的贡献率达14.6%，拉动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增长2.2个百分点，为全

省经济顺利实现“开门稳”提供了有

力支撑。

煤电“压舱石”保供作用凸显

煤电，是贵州能源供应的“压舱

石”。电煤，是贵州电力供应的“稳

压器”。贵州省把煤炭工业作为推

进能源工业转型升级的“当头炮”，

举全省之力推进煤炭工业淘汰落后

产能、加快转型升级、实现脱胎换骨

改造。贵州省先后出台了《关于煤

炭工业淘汰落后产能加快转型升级

的意见》《关于进一步落实能源工业

运行新机制加强煤电要素保障促进

经济健康运行的意见》《加快煤炭工

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

案》等重要文件。同时，从2017年

起，贵州省财政每年安排10亿元以

上专项资金，支持煤炭行业转型升

级发展。

密集的政策措施形成系列

“组合拳”，加快推动煤炭工业转型

升级改造。2020 年，贵州省正常

生产煤矿采煤机械化、辅助系统智

能化率实现两个100%，年产30万

吨以下煤矿全部退出。2021年，贵

州省煤矿平均单井规模从2017年

的34万吨/年提升到58万吨/年，大

中型煤矿占比达80%；电煤供应从

5808万吨/年提高到7288万吨/年。

基础存煤+季节性存煤+应急存煤

的电煤存煤制度，实现了电煤供应

“稳压器”“蓄水池”功能。

“水火风光”多能互补发力

贵州省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

新能源不断扩大，实现了由传统的

“水火互济”向“水火风光”多能互补

的能源结构转变。

2019年~2020年，贵州省抢抓

国家光伏公开竞争新政策机遇，光

伏发电建设规模达882万千瓦，连

续两年成为全国光伏竞价项目规模

最大、建设速度最快、并网率最高的

省份。

截至2021年底，贵州全省电力

装机从2017年的5813万千瓦增长

到7573万千瓦，火电、水电和新能

源装机占比分别为 47%、30%和

23%。电源结构比较合理，多能互

补优势明显。新能源装机从515万

千瓦增加到 1760 万千瓦，增长

242%；新能源发电量增长165%；

新能源投资增长97%。新能源与

旅游、种养殖等其他产业“融合发

展”效果显著。非化石能源装机占

52.9%，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

为 42.3%。

2019年，贵州省提前一年全面

完成国家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

工程，全省农村实现从“用上电”向

“用好电”的转变。2021年，贵州省

“获得电力”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

“居民刷脸办电”“企业一证办电”。

2022年初，随着贵州省220千

伏电网县域全覆盖工程全面启动，

到年底将实现220千伏电网县域全

覆盖，为贵州省工业大突破、城镇大

提升、农业大发展、旅游大提质提供

坚强电力保障。

2022年一季度，贵州省天然气

消费量达到7.28亿立方米，同比增

长18.3%，远超历年同期水平。随

着贵州省天然气消费快速增长，天

然气保供联动机制和长效机制进一

步健全完善，天然气供应风险防控

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不断增强。近

年来，贵州省加快推动天然气管道

“县县通”工程，累计建成天然气支

线管道2285.5公里，管道天然气联

通68个县级城区。

加快建设新型综合能源基地

2021年初，贵州省委、省政府

印发《关于深化能源工业运行新机

制加快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为

着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持续

稳定、量足价优的现代能源体系，实

现能源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今年以来，贵州省能源局立足

以煤为主的基本省情，制定了贯彻

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

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实

施方案，明确了主要目标和9项重

点任务。

主要目标是到2025年，新型综

合能源基地初步建成。贵州省煤炭

产能达到2.5亿吨/年、年产量突破

2亿吨，建成煤炭储配能力600万

吨。电力装机突破1亿千瓦，其中，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50%左右，年

度发电量3000亿千瓦时以上。天然

气产量达到25亿立方米。到2035

年，能源领域安全生产和低碳发展水

平显著提升，能源数字化、智能化程

度明显增强，科技示范引领作用充

分彰显，能源体制机制运行更加顺

畅，能源工业发展动能进一步增强，

能源产业集群进一步壮大，区域能

源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夯实，新型

综合能源基地战略性地位和作用

更加巩固。

重点任务是推进新型综合能源

基地建设，守牢能源安全生产底线，

开展能源数字化试点，强化科技创

新和人才支撑，推进煤炭绿色开采

和清洁高效利用，打造西南地区煤

炭保供中心，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

开展源网荷储一体化试点，加快天

然气勘探开发全力保障油气供应。

贵州省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

陈华表示，端稳能源饭碗，提升能源

安全保障能力，必须坚持以煤为主

的基本省情，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

关系、当前和长远的关系、重点和全

局的关系，更加注重能源产业的质

量和效益，更加注重能源产业发展

环境，更加注重作风建设，深刻认识

贵州省煤炭工业安全生产短板，紧

紧盯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守牢

安全和保供底线，加快推进新型综

合能源基地建设，着力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持续稳定、量足价优

的现代能源体系，为开创全省高质

量发展新的“黄金十年”提供安全稳

定的能源保障。

端稳能源饭碗 提升安全保障能力
贵州着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持续稳定、量足价优的现代能源体系

□ 刘红艳 张兆耕

近年来，新疆克拉玛依市不但用

一系列生动实践提交了一份漂亮的

科技创新答卷，也通过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找到了一条资源型城

市转型发展的有效途径。科技创新

就像一台强劲的“引擎”，正引领着这

座城市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飞速

前进。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

谋未来，科技创新不但是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重要战略支撑，更是我们

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克拉玛依市委

书记赵文泉说。

近年来，克拉玛依市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将克拉玛依打

造成新疆副中心城市的步伐，立足北

疆西部区域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和

石油城市的资源禀赋等坚实基础，提

出并积极践行“一主多元”发展思路，

紧抓克拉玛依创建国家级资源富集

地区转型创新试验区、加快丝绸之路

经济带核心区石油石化产业高质量

发展示范区建设机遇，加快推动石油

石化工业强基增效和转型升级，实现

“弯道超车”。

有基础、有特色、有优势，这3个

“有”字，是对近年来克拉玛依市科技

创新取得的成绩的简要概括。随着科

技创新的不断深入，科技创新环境不

断优化，体制机制更加顺畅。

目前，克拉玛依市科技型中小

企业达到100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83家，市级“科技小巨人”企业1家。

“十三五”以来，累计培养各类市级创

新人才192人。川克、沪克“1+4+N”

区域合作新机制的建立，大大提升了

克拉玛依科技合作交流的深度和

广度。

近年来，深入实施的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让克拉玛依市抓住了发展机

遇，实现了“弯道超车”。然而，克拉玛

依并未就此满足。在推进城市转型升

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克拉

玛依充分认识到，要想实现经济的后

发赶超，还必须“换道超车”。

“要继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将克拉玛依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城

市转型从资源要素驱动转移到创新

驱动的轨道上来，不断放大科技创

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第一动力的作用，

以科技创新赋能城市转型升级和高质

量发展，让克拉玛依成为新疆创新的

策源地，用‘换道超车’抢占新一轮发

展制高点。”赵文泉说，下一步，克拉玛

依要着力打造“一基地三高地”，即新

疆的重要科技创新基地、产业技术创

新高地、创新人才集聚高地、开放协

同创新高地，要不断提升城市创新能

力、创新实力。

前不久召开的克拉玛依市科技创

新大会提出，克拉玛依力争到2025

年，初步建成具有石油石化特色的区

域科技创新中心；到2035年，力争建

成我国西北地区科技创新高地、面向

中北亚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加快打造创新策源地，为克拉玛依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到

2025年，财政科技支出占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比重力争达到“十三五”末全国

各省（区、市）平均水平（2.76%）；全社

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力争达到全国平

均水平（2.5%）；力争实现国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入库达到250家，高新技术

企业达到150家，“科技小巨人”企业

力争达到 20家；力争建设 1个国家

级重点实验室、若干个自治区级重点

实验室。

产业、能源结构双转型
克拉玛依“换道超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