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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文龙 石 涛

□ 本报记者 于 水

风能如灵动的精灵在草原上舞

动，太阳能似璀璨的明珠洒下金色的

光芒，煤炭像沉睡的巨人蕴含着无尽

的力量……多种能源汇聚于此的内

蒙古，彼此旋律相互交融，奏响着“多

能”融合的激昂乐章。党的十八大以

来，内蒙古自治区紧紧围绕建设国家

重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坚持煤电

油气风光并举、新旧能源协同融合互

补，不断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大

力发展现代能源经济，着力构筑多能

互补、多业并进、多点支撑、多元发展

的现代化能源产业新格局。建设国

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是习近

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

之一。内蒙古以其强大的现代化能

源保供韧性，犹如一座坚实的堡垒，

守护万家灯火、照亮大江南北，为中

国经济腾飞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大

动力！

供应稳定、储备充裕的
能源安全保障体系

近日，内蒙古“万吨大列”载着滔

滔“乌金”迎“寒”而上，火力全开。

内蒙古煤炭资源极其丰富，煤炭资源

探明储量高达7323亿吨，位居全国

第一位，中国五大露天煤矿内蒙古占

据 4个，有着“世界最大的‘露天煤

矿’之乡”的美誉。2024年1月至11

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原煤产量

11.78亿吨，同比增长5.2%。

做好能源保供，内蒙古坚定地把

责任扛在肩上，确保能源经济稳定运

行。他们对既有煤矿实施分类管理，

有序退出一批资源枯竭、安全保障程

度低的煤矿，整合重组一批具备整合

条件的煤矿，改造提升一批有潜力的

煤矿，同时规划新建一批符合高标准

的煤矿，引导煤矿向大型化、规模化、

绿色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发展，新建

井工煤矿规模原则上不低于300万

吨/年，以此稳定全区煤炭产能，确保

煤炭产量能够稳定在较高水平，为全

国煤炭供应筑牢根基。记者在内蒙

古黑岱沟露天煤矿看到，巨大的钻机

轰隆隆地钻向地表深处，电铲挥舞着

钢铁巨臂，几铲下去就能装满原煤，

重载卡车穿梭于运输道路，装运煤炭

经过选煤厂洗选过的精煤，被送到全

国各地……在驾驶室内，电铲司机吕

帅全神贯注地操纵着这台“巨无霸”，

慢慢提升装满岩石的铲斗，再旋转至

运输卡车厢斗上方后，电铲主令控制

器在他的精准控制下，接近60立方

米的岩石如流水般从铲斗倾泻至卡

车厢斗内。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我们严格落实自治区关于能源

保供的各项工作安排，充分发挥集团

‘煤电路港航、煤电油气化、产运销储

用’一体化的独特优势，不断深挖产

运销储内在潜力，全力以赴做好煤炭

保供工作。”

在鄂尔多斯市国源矿业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龙王沟煤矿，通过智慧矿

山建设，累计完成了十大类98个智

能化子系统，四大类23个智能化机

器人应用场景，从调度指挥中心的智

慧屏可以看到，各类检测数据和AI

视频识别画面在大屏上实时动态显

示，借助智慧大数据分析平台，将云

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与生产

现场进行深度融合，实现从采掘、运

输、洗选、销售全流程智能管控、透明

调度，为矿井稳定生产、高效运行提

供了有力技术支持。

在保障能源供应的体系中，煤

电产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调节支撑

作用。为了提升煤电调节支撑能

力，内蒙古加快核准煤电项目建设，

积极推动已核准的煤电项目尽快落

地实施，同时新增一批调节性、支撑

性煤电项目，以增加煤电装机规模，

增强整体的电力供应能力。他们深

入实施现役煤电机组“三改联动”，

通过节能减碳改造，有效降低煤电

机组的碳排放、污染物排放以及能

耗水平，使其更加绿色环保；灵活性

改造则着重提升煤电机组的深度调

峰能力，让其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同

时段、不同情况下的电力调节需

求。记者了解到，华能北方公司临

河热电厂作为国家能源局首批火电

机组灵活性改造示范试点单位之

一，投资4000多万元对两台30万千

瓦机组进行了灵活性改造，完成了

热电解耦等 9 个重点项目的改造，

机组调峰能力大幅提升，实现了机

组在纯凝工况下最小电负荷可短时

降低至 25%，在满足冬季供热抽汽

流量的前提下，电负荷也能降低至

较低水平，实现了热电解耦，同时还

带来了显著的节能减排效果。他们

在供热改造上进一步优化了煤电机

组的供热功能，保障在冬季等用热

高峰期能够稳定供热，满足民生需

求。他们还充分挖掘自备电厂调峰

潜力，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和机制

协调，鼓励自备电厂与公用电厂相

互配合，共同维护电力系统的稳定

运行，确保电力供应能够在不同的

用电场景下保持稳定可靠，满足火

电调峰需求，为全区乃至全国的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电力保障。

双向赋能、科学有效的
清洁能源新体系

草原“风光”好，“绿能”涌北疆。

记者看到，从内蒙古土左旗境内的金

山热电公司到包头市固阳县境内的

王武光伏电站，这边高大的冷却塔巍

然耸立，那边一块块光伏板整齐地排

列在山坡上，为千家万户送去了“温

暖与光明”。

做好能源保供工作，事关经济平

稳运行和群众生产生活，是关系国计

民生的大事。内蒙古紧紧围绕建设

国家重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充分

发挥“头顶有风光、脚下有煤炭、手中

有电网”的优势，坚持传统能源与新

能源并举，着力构筑多能互补、多业

并进、多点支撑、多元发展的能源产

业格局，扎实做好现代能源经济文

章。据了解，12月19日，随着内蒙古

阿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00万

千瓦光伏项目成功并网，内蒙古新能

源总装机量突破1.2亿千瓦，继续保

持领跑全国的高质量发展态势。这

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内蒙古新能

源装机规模首次超过火电，新能源装

机攻下“半壁江山”，成为内蒙古主体

装机电源。历史性的跨越，比预期提

前了整整一年。新能源与传统能源

作为全区现代能源体系有机整体，整

体呈现互补态势，错峰出力，支撑电

力保供工作，不断维护新型电力系统

安全稳定。

创新煤电与新能源互补运行模

式。内蒙古地区煤电企业与新能源

发电企业开展合作，通过智能化的

能源管理系统，依据不同时段的用

电需求、能源价格以及新能源的发

电情况，灵活调整煤电的发电功

率。他们在新能源发电充足时，如

白天光照强、风力大的时段，适当降

低煤电发电量；而在新能源发电受

限，像夜间风力较弱、光照不足时，

加大煤电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的平

稳。这种互补运行模式，既充分利

用了新能源的清洁优势，又发挥了

煤电的稳定调节作用，有效避免了

能源的浪费，提升了整个电力系统

的稳定性。此外，内蒙古还因地制

宜推动“新能源+矿区生态治理”耦

合发展。在采煤沉陷区、露天煤矿

排土场等区域建设新能源项目。在

采煤沉陷区安装光伏板，不仅可以

利用闲置土地进行清洁能源发电，

而且光伏板的铺设能够减少地表水

分蒸发，抑制扬尘，有助于矿区生态

的修复与改善。同时，新能源项目

产生的收益也可反哺矿区生态治理

工作，形成良性循环，真正实现了生

态效益与能源效益的双赢，为内蒙

古地区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积极发展新能源装备制造等关

联配套产业。以呼和浩特、包头、鄂

尔多斯、通辽为重点，坚持链式思维

和集群配套发展，持续加强产品协作

配套和链链合作，加速推进设备本地

化生产，着力打造国家级新能源装备

制造基地。众多新能源装备制造企

业在此落地生根。涵盖了风电整机

制造、光伏组件生产、氢能装备研发

以及储能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不仅

满足了内蒙古本地新能源项目建设

的装备需求，还将产品销往全国各

地，拓展了能源经济发展空间，为内

蒙古在全国新能源产业版图中占据

重要地位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年前

三季度，内蒙古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能

源产品生产稳定增长，原煤产量、发

电量保持全国首位，能源供应保障形

势稳定。能源生产的平稳增长有力

推动了内蒙古经济稳步运行，前三季

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17875.5亿元，

同比增长5.8%。

清洁低碳、供需协同的
新型电力系统

记者了解到，国家电网蒙东电力

负责运维“两交三直”特高压工程和

送端汇集电网的特高压电网，承担着

加快大规模外送绿电、有力有效支持

支撑全国经济大省绿电低碳发展的

任务，同时也要支撑内蒙古自身绿色

转型发展，提高区内清洁能源消费比

重、改善用能结构转型升级。内蒙古

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在国家能

源战略布局中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

的地位。其地域辽阔，外接俄蒙，内

联八省，不仅是我国向北开放的桥头

堡，更是向南赋能的能量站。“加快构

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

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

能进一步巩固内蒙古能源大省的地

位，促进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

内蒙古从传统的能源输出型向现代

能源经济转型，推动整个地区经济可

持续发展，使其在保障国家能源稳定

供应的同时，更好地融入全国绿色发

展大局之中。”内蒙古能源局负责人

如是说。

在“沙戈荒”大基地，防沙治沙和

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等重点项目扎

实推进，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

提前实现新能源装机超过火电装机

的目标，展现出了内蒙古在能源转型

方面的精心布局，为构建以新能源为

主体的能源供给体系筑牢了根基。

记者采访到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的“沙戈荒”光伏生态治理项目，这一

项目总投资约55亿元，规划建设面

积约3万亩，配套建设2座220kV升

压站，发电汇集后由蒙西至天津南特

高压外送通道送出。同时，项目还计

划在光伏板下的2.6万亩土地上，规

模化种植紫花苜蓿、中药材、柠条等

经济植物，真正做到了新能源建设与

生态建设相结合，预计投产后每年可

向京津冀地区输送绿电 20 亿千瓦

时，减少标煤用量80万吨，年降低二

氧化硫、二氧化碳等气体排放量410

余万吨。

为确保重点项目如期建成并

网，内蒙古采取了诸多有力举措。

建立新能源开发新机制，制定出台

加快新能源和电网工程审批建设13

项措施，将新能源项目前期手续办

理时间由过去的半年左右压减至 3

个月左右，对于集中式光伏项目实

行集成并联、线上办理，“即报即批、

应批尽批”市场化新能源项目，让具

备条件的项目能在两周之内完成审

批备案，极大地提高了项目推进效

率。同时，各地还建立了农牧民参

与机制，支持农牧民及农村牧区集

体经济组织以资金、土地等入股形

式参与，引导各地探索“以工代赈”

“先建后补”等模式参与沙化土地治

理和后期管护，凝聚多方力量共同

助力项目落地建成。

电网建设上，充分用好国家“两

重”政策，特高压等强网、联网和外

送工程不断完善，配电网高质量发

展行动有序开展，智能电网建设成

果斐然，电网的输送能力、稳定性以

及智能化水平都得到了极大提升，

如同打造了一张坚实且智能的“能

源输送网络”，有力保障了电力的安

全、高效输送，更好地服务了全国能

源大局。在特高压工程方面，内蒙

古充分把握政策机遇，已经建成并

投入运营多条重要的特高压输电通

道——锡盟至山东、蒙西至天津南

等特高压交流，以及锡盟至江苏、上

海庙至山东等特高压直流通道等。

这些特高压线路宛如电力输送的

“大动脉”，将内蒙古丰富的电力资

源高效地送往远方的负荷中心，大

大提高了电力外送的规模和效率。

以锡盟至山东特高压交流工程途经

内蒙古、河北、天津和山东等地，线

路在不同地质条件和交通状况的地

段采用合理的架设方式，既保障了

工程的安全性，又实现了远距离、大

容量的电力输送，为内蒙古电力大

规模外送开启了新时代。

内蒙古还依据国家政策超前谋

划更多的强网工程，进一步优化电

网结构，加强不同区域电网之间的

互联互通。通过实施联网工程，让

各个局部电网之间能够相互支援、

协同运行，有效提升了整个电网应

对突发情况以及保障电力供应稳定

的能力。在提升外送工程方面，持

续加大投入，不断提高输电线路的

电压等级、输送容量等关键指标，使

得内蒙古的清洁电力可以源源不断

地送往京津冀、长三角等经济发达

地区，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

也助力全国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

内蒙古在电网建设上提前布局、精

准发力，不断强化电网这一“能源输

送网络”，为新型电力系统下电力的

安全、高效输送奠定坚实基础，在保

障自身能源产业发展的同时，更好

地服务全国能源大局。

内蒙古在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

进程中，正加快推进新型储能建设，

以此增强电力系统的调节能力，为

能源的高效利用和稳定供应筑牢根

基。在储能技术选择与项目布局

方面，内蒙古有着明晰的规划与策

略。当前，锂电池储能、压缩空气

储能、液流电池储能以及氢储能等

多种技术路线并行发展。2024 年

发布的两批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

电站示范项目清单中，涵盖了多种

技术路线的项目。分区域来看，蒙

西地区项目 22个、装机容量 220万

千瓦，蒙东地区项目8个、装机容量

77万千瓦；分技术路线来看，锂电池

储能 237 万千瓦，压缩空气储能 50

万千瓦，液流电池储能 10 万千瓦。

内蒙古依据《内蒙古自治区2024—

2025 年新型储能发展专项行动方

案》积极行动，截至2024年底，累计

建成投产新型储能装机规模1000万

千瓦。

一块块光伏发电板“笑纳”阳光，

一片片风机叶片随风起舞，一张张电

网“点亮”千家万户……“多能”融合，

转型蝶变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

社会系统性变革，是一项长期的战略

性任务。面向未来，作为国家重要能

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内蒙古牢记嘱

托，踔厉前行，不断推动现代能源经

济追“新”逐“绿”，让能源资源供应

韧性更“强”，为端牢中国“能源饭

碗”贡献内蒙古力量！

（本文配图均由内蒙古自治区能

源局提供）

“多能”融合 转型蝶变 促能源保供韧性更“强”
——内蒙古全力打造现代化能源新体系系列报道之二

着力构筑多能互补、多业并进、多点支撑、多元发展的能源产业格局。

检修工正在更换采煤机截齿，确保设备高效稳定运行。

龙王沟煤矿工作人员在操作智慧调度系统。

特高压等强网、联网和外送工程不断完善，配电网高质量发展行动有序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