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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川“千河之省”的水电动脉
叠浪成电、到甘肃“陆上三峡”的风
电集群驭风为能、再到贵州“山地光
伏”的集约开发聚光生金……我国
西部地区依托天然禀赋加快建设新
型能源体系，通过流域基地化开发、
多能互补、科学规划，为推动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注入澎湃动能。

青年工程师们扎根在深山峡
谷、风沙戈壁之中，将“无人区”变成

“绿电仓”，在寂寥山河间书写着西
部能源“奔涌”的答卷。

“水风光储”合奏交响曲

四川水能资源丰富，金沙江、雅
砻江、大渡河……奔涌的河流上，一
座座水电站次第排布宛如一串“绿
能琴键”，借落差之势，正在奔腾的
韵律中奏响“水风光储”交响曲。

深嵌在川西高原深处的两河口
水电站是我国海拔最高的百万千瓦
级水电站、四川省库容最大的水库
电站。作为该电站的“首席安全
官”，国投集团雅砻江公司两河口水
力发电厂常务副厂长王文松每天都
会登上库区大坝、钻入地下厂房，对
影响电站安全生产的风险点进行细
致排查。

“超大的库容可以将富余的水
能‘储存’起来，留到枯水期向下游

‘释放’，如同一块巨型‘蓄电池’。”
王文松说，两河口总库容达到 108
亿立方米，相当于 770 个西湖的水
量，可为下游增加平枯期年发电量
约 342 亿千瓦时，是其自身发电量
的3倍。雅砻江的江水惠及流域及
下游18座大型水电站，每一滴水经

过18次冲击水轮机，最大限度释放
它的势能。

“刚工作时，雅砻江上只有一座
电站投产，经过十几年建设，流域水
电站梯级相连。”王文松感叹道。

50公里外，海拔4600米的扎拉
托桑山上，全球最大、海拔最高的水
光互补电站——柯拉光伏电站将源
源不断的电能送入电网。雅砻江下
游，凉山州德昌县，腊巴山风电场发
出的“绿电”每年可满足约 31万户
家庭用电量。

在川藏交界的金沙江上，海拔
3000 米的华电金沙江上游叶巴滩
水电站施工现场，工程管理部主任
杜光远克服低温、缺氧的恶劣环境，
奋战在建设一线。“我们首次实现了
高海拔地区大坝混凝土全年不间断
施工。”杜光远说，这里冬季施工期
长达4个月，昼夜温差可达37摄氏
度。这位已有13年工程经验的“水
电老兵”正与同事联手攻克“高寒高
海拔地区无缝拱坝”的世界难题。

如今，随着更多重大能源项目
落地，越来越多的青年水电人才投
身西部能源沃土，向下扎根，追逐
梦想。

戈壁风电场重构“数智化”
驭风术

沿甘肃河西走廊一路向西，行
至玉门市地界，便能见到密密麻麻
的风力发电机组成白色的“风机森
林”，沿着公路两旁的戈壁滩向远方
蔓延，这里便是风光资源富集的甘
肃洁源风电有限责任公司玉门风
电场。

1997 年，该公司从丹麦引进了
4台单机功率为300千瓦的风机，揭
开了“风光大省”甘肃新能源的发展
序幕。

走进生产数字化平台大厅，屏
幕上显示着每台风机的发电量、关
键零部件温度等数据，以及实时的
风速、气压等天气情况。今年38岁
的设备维保中心技术专责公金兴紧
盯着大屏幕上跳动的数字，密切监
测、分析平台上的各项数据，对有故
障的风机进行“会诊”。

“过去只能靠人力徒手爬塔检
修风机，任务繁重、效率低。”公金兴
回忆，2012 年他刚到风场时，风机
大多数还以进口为主，平均每人每
天只能检修4座风机。一线运维人
员常常要面对戈壁滩上飞沙走石和
酷暑严寒的考验。

近年来，风场大力开展数字化、
智能化改造，每台风机的传感器可
以实时回传发电情况和运行参数，
自动生成“体检报告”，极大地降低
了生产与运维成本，提高人员劳动
效率和安全可靠性。

十多年来，包括公金兴在内的
风场一线运维人员见证着西北地区
风力发电产业的巨大变迁：风机由
国外引进到逐步实现国产化，风机
功率由几百千瓦增长到数千千瓦，
风机巡检由人力“事中检修”到数智
化的“事前研判”……每一步转化都
为国内风力发电产业的蝶变积累了
坚实的基础。

如今，甘肃已建成酒泉千万千
瓦级风电基地，并配套建设有我国
最大的陆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十

四五”以来，累计新能源装机新增
4067 万千瓦，相当于新建了 1.8 个三
峡水电站。

喀斯特山丘打响光伏突围战

从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新铺镇的一处高地上望去，只见密密
麻麻的光伏板顺着山势延伸向远方，
一眼看不到头。作为贵州省首个百万
千瓦级光伏项目，盘江百万千瓦级光
伏基地建设正酣。

今年元宵节刚过，该光伏项目副
总经理任志鹏就和同事来到项目部投
入建设中。“目前，三期项目共有约
450人在施工。”他说。

光伏项目所在地属喀斯特地貌，
山坡上植被较少。“为了减少对生态的
破坏，安装光伏支架的孔洞采用人工
打孔，大部分光伏组件采用无人机吊
运。”任志鹏说，曾经这些石漠化山区
生态脆弱，土地无法产生收益。自从
发展光伏后，当地村民不但有了土地
的租金收入，还能就近务工。

这是贵州克服不利因素、积极布
局光伏发电的一个缩影。在贵州一些
光照条件相对较好的山区，一座座光
伏电站陆续建成投运，并取得了良好
的经济社会效益。

“新能源已成为贵州的第二大电
源，初步实现从‘煤海’到‘绿海’的能
源转型。”贵州省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贵州抢抓新能源发展机
遇，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发展
迅速。截至2024年底，新能源装机规
模达 2800 万千瓦，预计 2025 年底将
达到4200万千瓦。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西部能源“奔涌”背后，
清洁能源基地如何“火力全开”？

新华社记者 薛晨 王铭禹 施钱贵

惊蛰时节，春耕不歇。记者采访发现，各地不违
农时、追逐春光，为田野“织彩绸”，为丰收夯基础。

黑土地上，冰雪逐渐消融。在吉林省四平市梨
树县，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早动手、早储备，抓好春
耕备耕工作。

梨树县众惠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去年与周边7
家合作社组建了联合社，今年备耕阶段，联合社大批
种子、化肥等农资统一订购，使得农资成本得以
降低。

农资储备足，备耕有底气。合作社负责人告诉
记者：“我们对今年的粮食生产非常有信心，希望通
过保护性耕作，更好地保护、利用土地，提高产量，
提高品质。”

视线向南，关中平原小麦返青进入关键时刻。
记者在位于秦岭脚下的神禾塬采访时看到，晶

莹的水滴从铺设在田间的出水管慢慢渗出，飞散的
水花“跃”入麦田……

从3月上旬开始，神禾源这片两万亩的高标准
农田，进入了紧张的春灌时刻。陕西省西安市长安
区长丰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薛强说，抓紧时间确
保麦苗应浇尽浇，确保小麦起身时的土壤墒情，是
决定麦田产量的关键。

截至3月4日，全国累计灌溉面积已达2600余
万亩，各地水利部门多措并举，做好春灌工作。

长安向西，昆仑山下，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市吐沙
拉镇斯亚村，冬小麦返青施肥已经开始，黄色的沙
土地上麦苗青青。

不远处的麦田里，斯亚村党支部书记贾元一边
示范，一边给农民耐心讲解“顶凌”施肥的技术知
识。“现在上层土壤刚刚解冻，下层还在封冻，抓住
这个时机进行施肥，不仅能有效提高土壤的肥力，
还能促进小麦的根系发育和分蘖生长。”

“目前小麦的根系只有3到5公分，必须保证精
准灌溉，才能确保肥力发挥作用。”吐沙拉镇水管站
站长白忠介绍，结合农田用水实际，他们通过总闸
控制、分闸节流的方式控制灌溉用水，利用自动化
应用软件全程监测各村民小组用水情况，确保精准
灌溉、节约用水。

广袤田野上，农业生产正由“汗水农业”向“智
慧农业”加速迈进。

眼下，广西来宾市迎来糖料蔗春种时节。在兴宾区凤凰镇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黄安优质“双高”糖料蔗基地，7台大型拖拉机、甘蔗种植机同步作业，蔗
农有序插入蔗苗，机器自动完成植苗、盖膜、覆土，15分钟内完成两垄200米的
种植。无人机空中喷洒药剂防治病虫害。

“使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播种机，每小时可种3亩以上，日种20多亩，效率
比人工提高10倍以上。”凤凰镇福库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余才库表示，机械
化种植的甘蔗易出苗，抗旱、抗病虫害、抗倒伏能力强，便于后期机械收割。

在江西赣州兴国县永丰镇凌源村育秧基地，一个个空秧盘在全自动育秧
流水线上缓缓前进，多道工序一气呵成。

“育秧自动化流水线比传统人工育秧效率高出2倍。”种粮大户钟小云说，
他的合作社今年计划种植水稻1600亩，育秧耕种、播种施肥、灌溉收割都实现
了机械化。

春耕备耕，不只在黑土地、黄土地、红土地，还在“蓝土地”。
在广东汕尾，海上“春耕”如火如荼开展。养殖人员忙着将海鲡鱼、石斑鱼

等一批春季鱼苗投放到养殖水域中。
汕尾国泰海洋牧场相关负责人介绍，“海鲡鱼需要新鲜的小鱼作为鱼料，

我们每天一大早就到码头收购新鲜鱼料，并配合最新研发的饲料混合投喂，保
证鱼类充足摄入蛋白质。”

广东汕尾市依托455公里海岸线及2.39万平方公里优质海域，大力发展现
代化海洋牧场，年产量超65万吨。2024年新开工8个海洋牧场项目，总投资
20.65亿元，构建起从养殖到冷链销售的全产业链基础。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神州大地，丰收可期。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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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记者戴
小河、农冠斌）中国海油3月 6日宣
布，旗下位于我国北部湾海域的涠
洲10-5油气田获得高产油气流，标
志着北部湾盆地古生界潜山油气勘
探获重大突破。

涠洲 10-5 油气田位于南海北
部湾海域，距离广西北海市约75公
里，平均水深约37米。探井钻遇油
气层 283 米，完钻井深约 4840 米。
经测试，此井日产天然气约37万立
方米，日产原油约102吨，成为北部
湾盆地首个花岗岩潜山油气勘探
发现。

北部湾盆地涠西南凹陷是中国
海域勘探程度最高的凹陷之一。经
过40余年的勘探开发，发现整装油

气田的难度逐渐增加。近年来，中国
海油加强复杂潜山成储理论研究与关
键技术攻关，推动潜山成为中国近海
油气勘探储量新增长点。

中国海油湛江分公司南海西部石
油研究院院长范彩伟说，涠西南凹陷
是北部湾盆地油气最富集的凹陷，开
展花岗岩潜山成山、成储、成藏研究攻
关，优选成藏条件最有利的近洼断裂
带实施钻探，有望实现勘探突破。

中国海油首席执行官周心怀表
示，近年来中国海油在我国多个海域
获得多种类型潜山的大中型油气发
现，进一步夯实了公司的油气资源基
础。此次在北部湾盆地探获勘探发
现，将有助于保障油气资源的稳定
供应。

我国北部湾海域油气
勘 探 获 重 大 突 破

新华社西宁3月6日电（记者李
琳海）记者从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
野生动植物保护处获悉，近期青海
首次全面系统完成大型真菌资源专
项调查，摸清了该省大型真菌资源
本底情况，填补了国内高海拔区域
菌物多样性认知空白。

据了解，2022年起，青海省林草
局联合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
究所、海南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
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广东省科
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等单位专家团队
启动了青海省大型真菌资源专项
调查。

3年来，联合科考组累计获得大
型真菌标本5653份，拍摄生境照片

25632 张，鉴定基因片段序列 3852
条。截至目前，已发布大型真菌新物
种 10个。通过对青海省大型真菌资
源评价，筛选出可食用菌109种、药用
菌77种、有毒菌76种，分离出具有经
济价值的菌株55种 258株，为后续开
发利用大型真菌资源打下了基础。

大型真菌在陆地生态系统中发挥
着分解枯枝落叶、释放养分、促进土壤
肥力恢复的重要生态功能。位于青藏
高原的青海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
区域，其复杂的地形和独特的气候条
件孕育了高度特化的真菌群落。业内
专家称，此次调查结果为青藏高原生
态保护与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了科学
依据。

青海最新调查填补国内高海拔
区 域 菌 物 多 样 性 认 知 空 白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记者赵
文君）记者 6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
悉，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
日批准发布《公务用车管理平台数
据规范》国家标准，这一标准是我国
公务用车管理领域首个国家标准。

这一标准聚焦加强公务用车数

据全生命周期治理，规定了公务用
车数据管理的基本要求、平台数据
内容格式以及数据管理与维护等，
为公务用车管理平台开发建设、升
级改造、运行维护中涉及的数据采
集、存储、加工传输、交换、分析、应
用和安全管理工作提供了指引。

据介绍，这一标准有利于打破
机关事业单位各部门、各层级间国
有资产管理运行的“数据孤岛”，为
逐步实现跨部门系统联通、跨层级
数据共享、多业务管理协同夯实技
术基础，进一步推进公务用车统筹
调度、高效使用。

与此同时，这一标准还有利于引
导各级公务用车主管部门按照规范统
一的数据内容格式和技术要求，开展
公务用车管理平台建设维护，避免平
台重复开发造成人力、财力浪费，进一
步推动党政机关将勤俭节约落细
落实。

公务用车管理领域首个国家标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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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三八”国际妇女节。
图①为 3 月 5 日，在河南省沁阳市妇联组织的“巾帼魅力，美美与共”迎“三八”美学与

创意插花团建活动中，女职工在学习插花技艺。
图②为 3 月 6 日，在江苏省句容市崇明街道甲城社区迎“三八”活动中，妇女志愿者在

句容市茅山风景区李塔村义务植树。
图③为 3 月 6 日，在江苏省句容市崇明街道甲城社区迎“三八”活动中，妇女们在进行

拔河比赛。
图④为 3 月 6 日，在安徽省黄山市示范幼儿园开展的“巧手学簪花 快乐迎‘三八’”主

题活动中，妈妈和孩子一起体验手工簪花制作。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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