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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市全力推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郭洪申 薛一群 任杰

绿色赋能绿色赋能 ““风光风光””迤逦迤逦

内蒙古北方铝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通辽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科尔沁草原腹地，处于内蒙古高原递降到辽河平原的斜坡地带，风光资源可开发量4400万千瓦，是风电光伏产业
发展的理想之地。

在“双碳”战略背景下，新能源产业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契机和动力。通辽市依托丰富资源和区位优势，用好国务院支持意见及各部委配套政
策，将建设风电基地项目作为推动可再生能源大量开发的重要举措。随着通辽238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通辽市能源清洁低碳发展蓝
图逐渐清晰，新能源利用综合效益得到有效提升，高质量发展释放出新动能，助力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通辽238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风机顺利吊装。

天湛蓝，云缥缈，巨型桨叶缓缓旋转。经过366天的不懈努力，7
月19日，国家第二批大型风光基地通辽238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实
现全容量并网，381台风力发电机“乘风而起”，这不仅使通辽市新能
源装机规模突破13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达到57.8%，而且成
为东北及内蒙古地区年初以来并网装机规模最大的单体项目。

该项目仅用 1年时间就实现全容量并网，通辽市是如何铺好
“跑道”的？答案的背后是一系列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

通辽 238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面临重重困难，包括机位点分
散、项目工期紧、区域跨度大、气候环境恶劣，相同体量的项目，因涉
及永久用地、临时用地、集电工程、送出工程、升压站建设、基础浇
筑、风机吊装、电网接入等多个环节，一般从开工到全容量并网需要
两年时间。为高质量、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通辽市委、市政府始终
把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摆在重要位置，强化
协调督办，成立了由分管副市长挂帅的工作专班，能源、自然资源、
林草、农牧、相关旗县、国网通辽供电公司等部门和单位，抽调专人
推进项目前期、土地征转、工程建设、并网投运等各环节工作，真正
实现了并联审批、协同推进，为项目建设争取了宝贵时间。

“项目涉及4个旗县区、5个风场，需要对6处国网220KV电力
线路进行停电改造，无论在责任、压力还是挑战方面都比其他项目
更为严峻，必须充分发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勇于自我变革，善
于学习超越。”国网通辽供电公司建设部主任王鑫说。

为保证项目各节点顺利推进，王鑫主动放弃节假日休息时间，
合理安排现场施工工序，克服冬季严寒、大风等恶劣天气影响，仅
用 3个月就取得配套工程的核准批复，较常规周期提前 5个月完
成，为工程按期开工投产争取了有利条件。

“项目开工以来，我们面对安全风险高、道路清障多、吊装工期
紧等困难，内部拧成一股绳，外部打造‘共同体’。”项目管理中心业
主项目经理赵明兴带领他的团队扎根在工地，组织参建单位对工
程各阶段进行严格监控和管理，保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为工程顺
利竣工提供有力保障。

2023年 8月13日至2023年 11月 21日，项目风机基础浇筑全
部完成，用时100天；2023年 9月 14日至 2024年 4月 30日，风机
吊装全部完成，用时230天；2023年 11月 9日至2024年 5月 9日，
500KV汇集升压站自主变压器送电一次成功，用时183天……一
个个鲜活的数字谱写出了新能源大基地建设的“通辽速度”。

借风电之力，献清洁绿电还碧水蓝天；乘风电之势，筑绿色能源
和谐之美。通辽市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500万千瓦历经12年，突破
1000万千瓦历经3年，在全力推动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建
设的道路上步履稳健，实现了经济发展、绿色转型、节能减排的多赢。

通辽市作为风电光伏产业发展的理想之地，顺势而为、乘势而
上。随着京能国际500KV升压站合闸带电，国家第二批238万千
瓦风电基地项目成功并网，通辽市能源清洁低碳的发展蓝图逐渐
变成现实，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迈出了新步伐。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
源体系，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
作体系。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这为当地
进一步推进风电光伏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通辽市科尔沁工业园区，通过增量配电网接入新能源，园区内
企业使用的新能源电力电价降低到0.38元，节省用电成本26.9%。
通过新能源电量置换园区企业能耗，新能源电量全部在园区内消纳。

“目前，增量配电网内每年能够为企业提供绿电占比 70%以
上，能够为园区内企业提供绿电9.6亿千瓦时，为高耗能、绿电偏好
型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金麒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风光配
网调度中心主任曲前月说。

通辽市充分利用自治区 6类新能源市场化项目实施细则，为
企业提供以源网荷储一体化、园区绿色供电为重点的绿电解决方
案，为电价敏感度高、绿电偏好度高、负荷柔性度高、产业耦合度高
的项目落地奠定基础。目前，通辽市谋划实施市场化新能源项目
规模628万千瓦，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163亿千瓦时，新能源就
地消纳电量达到220万千瓦时以上。

通过风电大基地、源网荷储一体化、绿电替代等一批新能源项
目，构建以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为主，清洁高效煤电为基础，生物
质发电、天然气调峰和储能为补充的多层次、多元化清洁、绿色、安
全、高效的能源供给体系，截至 2024年 5月底，新能源发电量达
104.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71%，占全市发电量的1/3。

当下，全市已集聚新能源发电企业 54家，新能源装备制造企
业18家。到2025年底，全市新能源装机有望突破2000万千瓦，新
能源发电量可达 500亿千瓦时，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可实现产值
100亿元，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光芒将愈加耀眼。

在广袤的科尔沁草原上，牛羊健硕，同它们一同成长的，还有
草原上的一座座风机，映衬着碧波万顷，蔚为壮观。

381台风机发出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经扎鲁特旗—山东青
州±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送出，全程1233.8公里，从东北
到华东，为地方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强基赋能。

这是国家能源局、国家发改委确定的第二批以“沙戈荒”地区
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京能国际通辽238万千瓦风
电基地项目，由科尔沁区 138万千瓦生态治理风电基地项目和科
左后旗100万千瓦荒漠治理风电基地项目组成，总投资177亿元，
年可发送清洁电能75亿千瓦时，可满足受端地区超过300万户居
民家庭用电需求，每年可节约标煤约26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约634万吨。

在京能科左后旗扎云风电场集控室内，工作人员正在实时查
看各项数据，并做好记录，确保设备安全稳定运行。王鑫说：“本次
完成送电的通辽238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配套500KV送出工程，
是京能国际第一个500KV电压等级变电站，起于科尔沁区高林屯
500KV升压站，止于蒙东珠日河500KV变电站，项目总投资2.74
亿元，能够充分满足通辽 238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新能源大规模
外送需求，为地区发展提供绿色、优质电力支撑。”

在科尔沁区 138万千瓦生态治理风电基地风电场，运维人员
正在对风机进行日常巡检。“项目总装机规模 1380兆瓦，共安装
风机 221台，预计每年可发清洁电量 41.6 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 400万吨，对优化通辽市能源产业结构、改善蒙东地区大
气环境质量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京能通辽 138项目部总经理李
西勇说。

“我市国家第二批238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的成功并网，标志
着我市电力装机实现2000万千瓦重大突破，落实国家、自治区党
委关于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工作取得又一阶段性成
果。”通辽市能源局总工程师郭景华介绍，该项目的 381台风机均
从蒙东（通辽）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基地采购，实现了新能源开发与
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的同频共振。

近年来，通辽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理念，创新提出绿
能与产业协同开发的工作思路，一手抓绿色低碳转型，一手抓新能
源发展壮大，依托东北与蒙东地区几何中心区位优势，规划建设了
蒙东（通辽）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完善
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条，实现新能源项目就地就近采购设备。
基地总投资 336亿元，现已形成 1300套主机、1180套叶片、1900
套塔筒、2500套机舱罩、30万吨风电精密铸件和200兆瓦轮毂生
产能力。

同时，通辽市加快霍林郭勒低碳园区建设，编制完成园区低碳
科技创新实施方案和绿能替代方案，2022年至 2025年建设期内，
园区计划实施低碳产业、低碳能源、节能技改、资源循环利用、基础
设施绿色升级等项目 106个，总投资约 368亿元，全部建成后，预
计年可实现园区减碳256万吨。

乘风破浪，向绿而行。目前，全市绿色制造示范体系建设单位
达到 18家，启动“绿色铝”评价标准编制，推动电解铝等重点行业
开展“绿能消纳环境价值体系”认证。2021年以来，累计实施节能
节水技改项目82个，节能12.4万吨标煤、节水216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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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238万千瓦
风电基地项目园区。

蒙东（通辽）风电装备
制造产业基地。

（本版图片由通辽市融媒体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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