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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晋北，天高云淡。古都大同，这个地处

内外长城之间的“塞北明珠”，正展现出一幅转型

新貌。

大同是以“煤都”闻名的能源重化工基地，近

年来当地持续推进煤炭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井下采出的原煤从主井口开始，通过全封闭

式的皮带栈桥被输送到大块车间、原煤仓、洗煤

厂、精煤仓，再到装车外运……记者在位于大同市

的晋能控股集团塔山矿看到，这里展现出与以往

不同的煤炭开采景象：地上开始不见煤渣，地下逐

渐看不到人工劳作。

随着 5G 矿井、智能化综采工作面投入运行，

今年晋能控股集团规模以上矿井将全部实现智能

化开采。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大同努力打造千亿

级的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将煤矿先进产能占比从

不足20%提高到90.7%。

大同近年来还着力建设“绿电基地”。2020 年

3 月，大同市天镇县发现十几平方公里的高温高

压地热田，这是我国中东部地区首次发现的深部

地热资源，根据初步勘查情况，预期或可以建成大

规模地热发电基地。如今，当地正在加速进行地热

资源勘探和开发工作，目前一期试验电站已经试

发电成功。

不仅地下“热力强劲”，地上“风光”也蔚为可

观。在大同市左云县，晋能控股电力集团左云光伏

电站建于采煤沉陷区之上。这个国家级光伏示范

基地项目，装机容量为 10 万千瓦，实现年平均上

网电量1.8亿千瓦时。

近年来，大同加速探索从“煤都”向“新能源之

都”迈进，风电、光伏、氢能等“六大新能源产业集

群”正在成形。

数据显示，目前大同市“风光”新能源装机总

量700多万千瓦时，占全市电力装机总量近一半，

占山西全省新能源装机总量的三分之一。此外，还

有近200万千瓦时新能源发电项目在建。

“晋北‘风光资源’条件好，起步较早，形成了

规模。”大同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这带动了相

关产业链在大同的布局。

在大同市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大同隆基乐叶光

伏科技有限公司2GW单晶光伏组件生产基地已经

建成，3GW电池片光伏全产业链项目也已签约，将

持续为全球光伏发电项目提供单晶组件的生产。

而对于大同具有传统优势的火电来说，一方

面提高能效，降低能耗和排放；另一方面促进现有

火电角色转变，由发电主体变成调峰调频主体，解

决新能源供电不稳定问题。大同市项目推进中心

主任杨生玺说，火电正升级“联姻”新能源发电。

新能源在加速布局，新产业也在加快成长。

“您好，我是您的美团客服专员……”在大同

市金茂国际中心写字楼内，一天要有数千个客服

电话打进拨出。

这是 2021 年下半年以来在大同出现的名为

数据呼叫服务的新岗位，是随着大数据产业在大

同发展壮大之后，衍生出的下游产业之一。

“去年下半年提供了 6000 多个就业岗位，今

年预计还能提供五六千个岗位。”大同市发改委综

合科科长郭希娟说，上海润迅集团、京东声谷等数

据呼叫、数据标注企业落户大同，有效促进了就业

和人才回流。

在灵丘县太行山脚下，秦淮环首都·太行山大

数据基地四期是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正在为 AI、

自动驾驶、量子通信等新业态提供巨量算力支撑。

中联大数据、华为能源云大数据平台等一批

数据中心也先后落户大同，目前已经建成25万台

服务器的规模。

“大同处于环京津 400 公里以内带宽不受限

区域，土地充裕、气候寒凉、电力稳定、交通网络发

达。”杨生玺说，发展大数据产业有比较优势。

大同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以秦淮的14.8万

台服务器为例，相关存储业务年营收超过亿元，大

数据落户带动了服务器、配电柜等生产企业落户，

以及下游的标注、清洗、呼叫、培训等产业进入。

依托互联网数据中心的集聚效应，大同正在

加快形成“存储计算、设备制造、标注分析、融合应

用、数据交易、安全服务、人才培养”的全产业链。

（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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