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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实 省 委“ 四 为 四 高 两 同

步”总体思路和要求，必须走好
转型出雏型关键一步。作为传
统资源型城市，我市正以能源革
命为引领，用非常之力，下恒久
之功，加快推进能源产业结构不
断调整优化，大力推进以风电、
光伏、氢能为主的新能源项目，
实现煤炭绿色开采、清洁生产和
循环再利用，绿色能源供给体系
加快构建，绿色生产、绿色生活
方式正在成为大同的鲜明特征。

编者按 大同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稳步有序推进
能 源 革 命 是 推 动 大 同 转 型 发 展

的必由之路，也是破解大同发展深层
次矛盾的迫切需要。近年来，我市紧
抓能源低碳转型发展的窗口期,全力
推 进 多 项 重 大 改 革 举 措,攻 坚 克 难 ，
奋发进取,带动能源全领域加速转型
突破。

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煤
炭 先 进 产 能 占 比 提 高 到 71.5%；山 煤
长春兴煤矿完成了智慧矿山建设，并

投 入“ 智 慧 云 ”手 机 APP 管 理 系 统 ；
“5G+智慧同煤”建设正在稳步推进，
同 忻 煤 矿 完 成 国 家 首 个 煤 炭 行 业 二
级 节 点 建 设 ；塔山、马脊梁等煤矿的
10 个 智 能 化 综 采 工 作 面 改 造 全 面 启
动……推进煤炭智能绿色安全开采，
实现矿山智能化建设，我市迈出了坚
定而有力的步伐。

绿色消费是生活方式绿色化的重
要标志。为了推动生活、生产方式实

现绿色转变，我市先后启动了集中供
热长输管线工程、27 万平方米被动式
超低能耗建筑建设、13 万户清洁取暖
改造、灵丘 40 万千瓦风电供暖等项目，
进一步鼓励绿色居住、普及绿色出行、
发展绿色休闲。

隆基绿能新荣 60 万千瓦光伏平价
上网项目年内开工；200 万千瓦在建风
电、光伏电站项目正加紧施工；国网新
荣 500 千伏送出项目力争明年投运，一

个 个 清 洁 能 源 供 给 项 目 先 后 落 地 开
工，极大地改变了能源结构，为我市加
快实现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
支撑。此外，我市聚焦“六新”寻求突
破，持续推进氢燃料电池发动机、金属
板燃料电池电堆、自用撬装加氢站等
项目建设，实现新能源全产业链布局，
打造“新能源生态圈”。

我 市 以 能 源 革 命 综 合 改 革 试 点
为引领，坚持绿色低碳、创新驱动、市

场 主 导 ，聚 焦 科 技 创 新 与 改 革 开 放 ，
加 大 交 流 合 作 力 度 ，深 化 产 学 研 合
作 ，积 极 搭 建 科 技 创 新 平 台 ，加 快 构
建 科 技 创 新 一 流 生 态 。 创 新 生 态 云
图项目正式启动、大同能源馆正式开
馆，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大
同分所试验平台连续运行，大同大学
炭材料研究所已组建国家级、省级科
研平台 6 个，年产 20 万条石墨烯增强
炭 基 高 铁 受 电 弓 滑 板 投 入 试 车 ……
我 市 上 下 一 心 ，奋 勇 争 先 ，扎 实 推 进
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全力推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贾涛

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创新平台的
搭建、高端人才的引进、科技成果的转
化、前沿技术的研发以及能源机构合作
和重大项目建设，下定决心，撕掉“煤
都”标签，举全市之力，不断加快推动新
能源产业发展。

目 前 ，全 市 共 有 各 类 新 能 源 产 业
投 资 项 目 及 公 司 71 家 ，建 设 风 电 、光
伏 项 目 122 个 ；新 能 源 投 资 项 目 建 设
总规模已达 779 万千瓦，其中风电 370
万千瓦、光伏 399 万千瓦、生物质 10 万
千瓦，截至目前，我市已并网的新能源
电 力 装 机 总 容 量 已 达 503 万 千 瓦 ，占
全市电力装机的 36.8%。下一步，我市
将依托自身优越的风、光资源，持续推
动 新 能 源 产 业 健 康 发 展 ，预 计“ 十 四
五 ”末 我 市 新 能 源 装 机 目 标 将 超 过
1000 万千瓦，初步形成绿色电力供应
体系。

凭“风”起舞勇探索

“这辈子没想到呼呼的山风能发电
能供暖，更没想到的是我们这些农民首
先享受到了这无烟无灰无污染的热能
量。”让当地群众从身体暖到了心里的
是 灵 丘 县 40 万 千 瓦 风 电 供 暖 示 范 项
目。据了解，风电供热与燃煤供热有着
显著区别，它不产生烟尘、二氧化硫、温
室气体、废水等污染物，可有效减少雾
霾，是新能源储能的发展方向，也是我
市在新能源产业上发展的有益探索。

风电是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加快风
电开发建设，对于节能减排、增加清洁
能源供应、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大同风力资源丰富，地
理条件优越，发展风电产业优势明显。
自 2008 年以来，市委市政府积极布局风
电产业，截至 2019 年 12 月，已并网的风

电 场 有 23 座 、装 机 容 量 达 到 209 万 千
瓦，占全省装机容量的 16.7%。“在新荣
区，已建成的风电项目有 3 项、在建和今
年新建项目均为 2 项，这些项目的实施
对改善空气质量、调整电源结构、发展
区域经济将起到积极作用。”新荣区能
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09 年、2013 年
在该区分别建成新荣小窑山一、二期风
电项目，规模 97 兆瓦，仅 2019 年的发电
量就达 1.6亿千瓦时，产值 8500 余万元。

“光”照大同 绿意无限

在 全 国 首 个 光 伏 发 电“ 领 跑 者 计
划”项目、国家首个采煤沉陷区先进技
术光伏示范基地——大同 100 万千瓦光
伏示范基地，栉比鳞次的光伏阵列绵延
起伏，吸收着来自太阳的能量。

据了解，大同光伏示范基地的建设，
从土地、能源、产业结构、供给侧改革等

方面为传统能源基地提供了示范。通过
“领跑者计划”项目建设，有效推动了我
市从以煤炭开采为核心的传统煤炭基地
向光伏等综合能源基地转型的产业供给
侧改革。截至 2019 年底，全市光伏电站
装机总规模 276 万千瓦，位居全省第一，
累计发电达 6.91亿千瓦时。

除了为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
能源，光伏产业还为我市农民持续增
收、稳定脱贫提供了有效途径。在光照
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光
伏扶贫，既符合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
略，又符合国家清洁低碳能源发展战
略；既有利于扩大光伏发电市场，又有
利于促进贫困人口稳收增收。从 2015
年我市光伏扶贫产业起步至今，全市扶
贫光伏总装机容量 20.24 万千瓦，发电
量为 60595 万千瓦时，已造福贫困用户
约 27000 余户，有效推动了我市贫困居
民收入的提高。

全产业链布局 抢占氢能先机

日前，大同氢雄云鼎氢能科技有限
公司自主研发的我国首台最大功率氢
燃料电池发动机 VISH-130A 通过国家
检测中心强检认证，并即将在我市投入
批量生产。这标志着大同在氢能全产
业链产业发展中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近年来，我市不断优化能源供给结
构，将发展氢能作为能源转型的重要路
径之一，着力培育氢能产业，加快氢能
制、储、运、用全产业链布局，重点发展
可再生能源制氢、氢燃料电池及配件制
造，推进加氢站建设，打造氢能市场化
发展政策服务体系，不断延伸氢能下游
应用场景，抢占氢能产业发展先机。

丰 富 的 煤 炭 、电 力 等 资 源 为 我 市
“氢”装上阵提供了坚实的能源支撑。
2018 年底，氢都大同新能源产业城开工
建设。以此为载体，我市具备了打造高
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氢燃料电池制造
产业集群和燃料电池汽车制造产业集群
的先天优势。目前，大同新研氢能公司
的氢能和燃料电池项目、大同氢雄云鼎
公司的燃料电池项目和同煤集团的煤制
氢项目等正在稳步推进。全市首座加氢
综合站和首批氢燃料公交汽车的投运，
也让更多普通人有了近距离接触、了解
氢能的机会。 本报记者 韩云峰

广灵县易地扶贫搬迁—斗泉乡安置点太阳能供暖项目。

大同—一座正在崛起的新能源之都

作为煤炭大市，过去 4 年间，大同
累计关闭退出煤矿 14 座，去产能 1215
万吨，先进产能占比为 71.5%，走上了

“减、优、绿”发展之路。亮眼成绩的背
后，是市委市政府横下一条心、培育新
动能，构建绿色能源供应体系，奋力在
转型发展上蹚出一条新路的决心和采
取的战略性举措。

因煤而兴，因煤而困。走出资源型
城市转型发展之路，大同还需做好“煤”
的文章。近年来，我市扎实开展煤炭供
给侧结构改革，下大气力推进煤炭产业
走“减、优、绿”高质量发展之路，通过坚
定不移化解过剩产能，稳妥推进煤矿减
量重组，大力发展先进产能，加快开展
煤矿智能化改造、推广绿色开采技术，
不断提升着煤炭产业的“含金量、含新

量、含绿量”。
“减”，稳步退出煤炭过剩产能。用

好“减”字决，淘汰落后产能，是煤炭企
业转型的关键。“今年是’十三五’去产
能收官之年，我们将认真按照省委省政
府安排部署，以有序引导 60 万吨/年以
下煤矿退出、‘僵尸企业’出清为工作重
点，积极稳妥化解过剩产能，全力推动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梅花沟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山西大同新东西沟煤业有限公
司等 5 座煤矿、370 万吨产能在年底全
部退出。”市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说。

“优”，提高煤炭开采机械化、智能
化水平，提升先进产能占比。“减”绝不
意 味 着 单 纯 地 变“ 少 ”，而 是 为 了 更

“优”，走出煤炭行业“大而不强”的困
境。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煤矿智能化

建设改造，将人工智能、5G 通信、大数
据技术引入煤矿智能化建设，进一步提
升了煤炭开采的效率和安全性。今年，
我市将进一步抓好特级安全高效矿井
的申报上报工作，60 万吨/年以上的生
产矿井申报煤炭工业特级安全高效矿
井工作已完成大同市和山西省能源局
两级的初审，正在等待中国煤矿工业协
会评审。

“绿”，推进矸石返井、充填开采、保
水开采、煤与瓦斯共采等绿色开采试
点，建设绿色矿山。作为我市矸石充填
开采试点煤矿——同煤集团云冈矿项
目正在规划建设中。市能源局相关负
责人说，目前，云冈矿与中国矿业大学
正就充填效果、采煤工艺、经济效益、运
营投资等细节进行进一步研究，并就各
充填开采工艺进行认真对比，确定最终
方案。

本报记者 郑苗苗

大同市国际能源革命科技创新园
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新型地标建筑，就像
一个个引航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正
不断为加快推进城市转型升级聚力蓄
能。位于云山街与科创路交汇处的科
创园 D 区，正由大同泰瑞集团倾力建造
全省首个被动式住宅与装配式结合的
5G 智慧住区。该项目建成后将借力新
能源、新技术、新材料，让市民切实感受
到科学技术带来的便捷体验，让家真正
成为健康的堡垒、温暖的港湾。

走进科创园 D 区，工人师傅们正在
进 行 项 目 西 区 13 栋 楼 的 主 体 结 构 施

工。与传统住宅不同的是，这种装配式
建筑采用系统化设计、模块化拆分，工厂
制造、现场装配的方式建造。在施工现
场，工人师傅们只需通过可靠的连接方
式进行装配安装即可。这样一来，不但
能有效避免传统建造方式下的人工作业
误差，保证建筑质量，还能减少建筑能耗
和污染，降低人力成本，提高施工效率。

据了解，目前项目西区已经完成总
进度的 30％，计划年内完成 13 栋楼的
主体结构施工；东区近期开始动工，到
今年底计划完成 30％工程量。项目整
体预计将于 2022 年 7 月全部完工。“项

目建成后将成为国际领先、国内一流的
被动式超低能耗生态住宅示范区，也必
将成为大同乃至山西的科技健康人居
标杆。”项目负责人信心满满地介绍，

“除了装配式特性外，项目集被动式、绿
建三星、全装修、5G 社区于一体，严格
执行超低能耗被动房的标准，通过保温
隔热、新风系统、再生能源利用，实现室
内四季恒温、恒湿、恒氧、恒净、恒静。”
此外，覆盖全区的 5G 系统，还将充分整
合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的集成应用，打造智慧物
业、智慧安防、智慧家居，为居民提供安
全、便利的社区环境，用科学技术引领
智慧生活。 本报记者 纪元元

每天，装载着雄韬氢雄燃料电池发
动机系统的201路、62路氢燃料电池公交
车穿梭在我市的大街小巷，为市民的出

行保驾护航。“更换的氢燃料电池公交车
无污染、噪声低，节能环保，乘坐舒适，好
极了。”经常乘坐62路的市民王阿姨说。

从 2018年底，我市公交系统陆续配
置了 50 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在 3 条公
交线路上运营，累计运行 170万公里。车
辆均采用雄韬氢雄自主研发的燃料电池
发动机系统，平均氢耗 5KG/100KM，开
创了我省氢能公交汽车运营的先河，也
加快了大同氢能全产业链的建设步伐。

大同市正处在从“煤都黑”到“大同
蓝”的转型发展阶段，氢燃料公交车的投
运，让氢能走进了百姓生活，不仅满足了
市民便捷出行的需求，更彰显了我市全
力实施绿色出行行动、打造绿色出行标
杆城市的决心。

我市还建立了全国首个加氢综合
站，并积极推进同煤集团煤制氢项目建
设，加快氢能源供应体系建设，构建成本
低廉的氢能源供应链，保证源源不断的

“氢血液”。
我市加快新能源汽车制造产业布

局，重点推动城市动力电动汽车电池、
电机、电控“三电总成”生产，着力推进
陕汽集团天然气重卡制造、山西耀邦环
卫专用新能源汽车制造、奥赛斯电动汽
车组件及稀金属超级电容组件生产项
目建设，以产业引领转型，打造转型综
改新引擎。 本报记者 贾涛

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清洁供暖
发展路径，对多种能源形式进行合理
统筹，积极推进农村地区生物质燃料
清洁取暖改造、风电供暖以及光热供
暖项目，努力构建绿色、节约、高效、协
调的清洁供暖体系，不断提升广大群
众的生活质量。

2019 年，广灵县涧西村的生物质
供暖、灵丘县存孝社区风电供暖。据了
解，我市先后落实农村生物质清洁取暖
奖补资金近 1.15 亿元，并通过多种方式
支持启迪公司在广灵县开展生物质压
块燃料试点工作。通过政策、资金的支
持，我市积极鼓励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经济组织、村级集体经济等经营主体投
资办厂，撬动社会投资生物质燃料建厂
资金达 6220 万元。

今年，我市继续推进清洁取暖工
作，以阳高、广灵为试点，力争完成农村
生物质燃料清洁取暖改造 4.65 万户的
目标任务，并加快推进同煤集团马脊梁
矿地热能供暖勘探进度和灵丘风电供
暖项目进程。目前，灵丘 40 万千瓦风
电供暖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年底并
网；阳高光热供暖已完成确村确户，开
始实施外网改造；市集中供热长输管线
工程管线余热利用示范项目 6 月已开
工，正在有序推进中。本报记者 贾涛

绿色居住：用科技筑造品质生活

煤炭“减优绿”培育新动能绿色出行：新能源公交车开先河

清洁供暖清洁供暖：：惠及百姓民生惠及百姓民生

大同能源馆是我市推进转型综改的新地标大同能源馆是我市推进转型综改的新地标。。

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是“矸石山”变“花果山”，绿色矿山建设的典型示范。

氢能源公交车是我市绿色出行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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