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要闻
2023年3月23日 星期四编辑：海映雯 版式：高志峰 校对：杜燕蓁 监审：郑丽媛

3月6日，走进木垒县北部戈壁，一排排光伏发电板
汇成“蓝色海洋”，一座座高耸的“风车”随风转动，将充沛
的风光资源转换为电能，源源不断通过准东-皖南±
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日夜不停地向华东地区
输送绿色“血液”。木垒县是我区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
区，也是新疆“三基地一通道”中大型风电和太阳能发电
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木垒县利用独特的风光资源和区位优势，抢
抓国家“大力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机遇，重点抓
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大力发展以光伏、风电为主的新
能源产业，全力打造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目前，木垒
县风光电项目已完成投资近400亿元，建成投运新能源
装机容量463万千瓦，其中，风电330万千瓦，光伏133万
千瓦，在自治区新能源装机容量占比11.4%。

强化招商引资 风光电项目建设持续发力

3月6日，华电新能新疆木垒新能源有限公司木垒四
十个井子80万千瓦风电项目（以下简称“华电新能木垒
四十个井子80万千瓦风电项目”）施工现场，400余名施
工人员忙碌作业，掀起建设热潮。刚刚吊装完成的7.5兆
瓦风力发电机矗立于冰雪消融的戈壁滩上，即将进入风
机塔筒内部电路安装阶段。

“这是新疆陆上功率最大的风机，满功率运行一天所
发电量可以满足6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华电新能
新疆木垒新能源有限公司机务专工王博介绍，风机轮毂
高度110米，风轮直径182米，轮机舱重133吨，安装过程
中，他们在地面完成塔筒组合，机舱对接与辅吊站位调整
同时进行，在作业窗口期能直接进行机舱与塔筒对接，较
好地避免了高空作业带来的危险性，大幅缩短了整机吊
装时间。

该项目总投资45.47亿元，共建设125台风机，建成
后，每年发电量将达22亿千瓦时，可节约标准煤67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76万吨，将有效助力昌吉州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我们将细化施工方案，优化资源配置，抢
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项目在6月30日
并网发电。”王博表示。

华电新能木垒四十个井子80万千瓦风电项目只是
木垒县大力推进风光电项目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以
来，木垒县开展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吸引了中国华电、中电投、华能等一大批风光电企业
来木垒投资兴业。

“今年，木垒县还将开工建设风光电项目 360 万千
瓦。”木垒县发改委主任陆秀蓉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强化项目为王、项目为纲、项目为要、
项目为先的理念，抓好项目的谋划储备、抓严项目的前期
推进、抓牢项目的并联审批、抓好为企精准服务、抓实产
业项目招商，推进一批风光电重大项目落地生根。

着力补链延链 助推加速形成发展新动能

3月7日，走进木垒县民生工业园新疆东方风电新能
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进行风电叶片前期铺
层、注胶等工作。

“我们正在赶制昌吉州国投集团的风电项目订单。
这片长103米的风电叶片，采用高强度玻璃纤维材料，采
用模块化制造技术，不到两天就能完成。”东方风电新能
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文博介绍，该生产基地是木垒县
2022 年引进的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项目，实现当年招
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

“我们在木垒县建设大型风力发电叶片工厂，充分发
挥自身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一方面满足了新疆地区风
电项目对叶片和风机的需求，另一方面降低了运输的难
度和成本。”李文博说，目前该生产基地叶片和风机已进
入批量生产阶段，2023年计划生产300余套叶片、200余
套风机。3月8日，木垒县人民政府与国家电投集团新疆
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唐山海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投资框架协议。当日签约的光伏组件和支架制造
项目将建设100万千瓦光伏组件制造厂和200万千瓦光
伏支架生产厂，填补了昌吉州相关产业空白。

木垒县民生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香磬介绍，围绕
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建设，木垒县抢抓机遇，不断提高
产业承载能力和设施配套水平，在风光电产业的延链、补
链、强链、拓链上狠下功夫，通过招商引资先后引进金风
科技、东方电气、上海泰胜等风光电装备制造项目落地，
2023年又引进北京双杰、中电新源、四川宝光中低压设
备、英诺贝森固态电池等项目，吹响了新能源产业集群发
展“集结号”。

逆变器、汇流箱、箱变和光伏组件制造等项目即将落
地，风机机组、风机叶片、风机塔筒等生产项目已经投产，
目前，木垒县已经初步形成了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条，
新能源产业集群初显规模。

香磬表示，今后木垒县将围绕风电、光伏和储能等上
中下游产业，采取新能源开发与装备制造协同发展模式，
全力拓展全产业链招商，推动新能源配套制造业做大做
强做优，助推加速形成发展新动能。

坚持规划先行 推动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

木垒县太阳能富集，年日照小时数在2000-2700小
时之间；风能资源丰富，有四十个井子、老君庙、大石头等
5个风电规划区，5个区域规划总占地面积3900平方公
里。按照《昌吉州新能源中长期（2021-2030年）发展规
划及远景展望》，木垒县风光电规划装机容量达5308万

千瓦，其中，光伏发电 3748 万千瓦，风能发电 1560 万
千瓦。

如何充分利用区位、政策、资源优势，加快发展新能
源产业，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木垒县通过成立
风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专班，坚持规划引领、一体推进、
多能互补，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电网接入和消纳、储能
发展等规划编制，以规划统筹优化产业布局，整合电源
侧、电网侧、负荷侧资源，合理配置储能，提升再生能源消
纳水平，推动“风光水火储一体化”“源网荷储一体化”
发展。

在电力输送方面，木垒县将进一步加快电力外送通
道建设，衔接好国家和自治区级输电网络建设，争取扩
建、新建750千伏变电站各一座，加快4个220千伏汇集
站建设进度，同步推进配套项目建设，提升外送通道利用
率和可再生能源电量比重。

在储能方面，木垒县将加快配套储能建设，全力推
进新能源+储能一体化开发模式，加快华电、州国投等
项目配套储能建设和 120 万千瓦抽水蓄能项目前期工
作，探索建立共享储能，提高新能源消纳稳定性、安
全性。

在消纳方面，木垒县将加大县域内风光发电的有效
使用，将弃风弃光电量通过储能技术应用于供热领域，不
断提高绿色电力比重；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完
善充电基础设施，推进绿色交通城市建设；加快发展氢能
产业，加快推进绿氢（电解水制氢）试点工作，有序推动制
氢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蓝图已绘就，奋斗正当时。木垒县广大党员干部聚
焦风光电项目招引落地工作，以最佳的服务态度、最优的
营商环境，全力以赴做好项目落地服务保障工作，促进项
目快速落地、快速开工、快速投产、快速见效，推动千万千
瓦级新能源基地建设目标早日实现。

题记：昌吉州具有风光资源丰富、消纳能力强的
优势，为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近年来，昌吉
州抢抓“疆电外送”、新能源电价补贴等历史机遇，加
快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制定《昌吉州新能源发展规
划（2021-2030年）》《昌吉州新能源“十四五”消纳方
案》《昌吉州风、光新能源项目开发管理二十一条措
施》等机制，强化规划引领，提前布局项目，加快建设
进度，着力打造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近日，记者
走进昌吉州新能源项目建设的主战场——木垒县进
行了实地采访。

绿色“风光”无限好“链”出发展新动能
——木垒县推进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建设综述

本报记者 刘辉

3月6日，在深圳能源新疆分公司老君庙风电一场，
运维工程师俞东和同事正在查看电气设备。

本报记者 刘辉 摄

左图：3 月 8 日，木垒
县泰胜新能源有限公司风
机塔筒制造车间内，工人
正在查验风机塔筒法兰等
部件质量。

本报记者 刘辉 摄

右图：3 月 7 日，在木
垒县民生工业园新疆东方
风电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工人们正在进行风
电叶片注塑前期准备工
作。

本报记者 刘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