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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新能源之都杯之都杯””

双 创 大 赛 获 奖 项 目 展 示双 创 大 赛 获 奖 项 目 展 示

本报讯 （记者 李雪峰） 日前，
山西高温地热发电试验电站在我市天
镇县正式启动运行，其中，1号机组完全
采用省内自主生产发电装备，具有热转
化效率高、自动化程度高、使用寿命长
等特点，主要探索试验区地热水质与发
电工艺适应性，为下一步大规模工业化
生产做好前期试验研究。

地热能是一种绿色低碳可再生能
源，天镇县高温地热资源的勘探利用，
将为我市乃至全省能源革命注入“新
动能”。据了解，该试验电站按照“小
功率、多机组”的建设思路，采用两台

机组，1 号试验机组装机容量 300 千瓦，
2 号试验机组装机容量 280 千瓦，其中，
1 号机组由我省易通环能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承建，该公司是国家“973”科技
项目承接单位、山西省“专精特新”企
业，机组主要采用 ORC 有机朗肯循环
螺杆膨胀机发电技术，通过回收高温
地热水中的热量进行发电，其技术优
势为自主研发的混合工质（自动复叠
循环），不消耗无功功率，可达到节能、
减排、增效等多重效益，项目正式运行
后，年累计可发电量 216 万余度，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量 2150 吨。

本报讯 根据大同在资源和产业
基础等方面的特点，我市进行分阶段、
差 异 化 的 氢 源 产 业 布 局 ，预 计 在
2020-2023 年 大 同 制 氢 规 模 达 到 2 万
吨/年，制氢产业产值 10 亿元；随着氢燃
料汽车的推广和氢能产业的发展，预计
2023-2025 年大同制氢规模达到 20 万
吨/年，制氢产业产值 80 亿元；预计在
2026-2030 年大同制氢规模达到 100 万
吨/年，产业产值突破 400亿元。

首先，充分利用大同市内风能和太
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打造可再生能源电
解水制氢的产业集群。前期，主要以大
同市为试点城市进行电解制氢与氢气
纯化技术的产业化实践，预计到 2023 年
制氢规模达到 1.25 万吨/年以上，可在
生能源制氢的技术、产业化体系和政策
体系初步形成；中期，集群区可再生能

源水电解制氢产业规模继续增大，预计
到 2025 年，制氢规模达到 10 万吨/年，
基本满足大同地区氢能产业发展的需
求，可再生能源制氢技术体系、运输网
络、产业体系和政策体系基本完善；后
期，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的产业化规
模迅速增大，预计到 2030 年可在生能源
制氢规模达到 25 万吨/年以上，占大同
市总产氢量规模的 25%以上，成为大同
市氢能发展的重要氢源保障。

其次，依托现有大同市火力电厂存
在产业基础、丰富的煤炭资源和强大的
煤化工实力，在大同市范围内进行火力
电厂灵活调峰电解水制氢的产业和“煤
气 化 +CCUS”耦 合 低 碳 煤 制 氢 产 业 。
前期，主要进行火力电厂灵活调峰电解
水制氢政策制定和示范项目建设，作为
大同市氢源的补充，预计到 2023 年，通

过火力电厂灵活调峰水电解制氢规模
达 到 250 吨/年 ，同 时 完 成“ 煤 气 化 +
CCUS”低碳煤制氢技术示范，制氢规模
达到 5000 吨/年；中期，大力推广火电厂
灵活调峰电解水制氢产业，同时完成

“煤气化+CCUS”的技术耦合和示范装
置建设，预计到 2025 年，火电厂灵活调
峰电解水制氢规模达到 6 万吨/年以上，

“煤气化+CCUS”煤低碳制氢规模达到
4 万吨/年以上；后期，火电厂灵活调峰
水电解制氢和“煤气化+CCUS”煤低碳
制氢产业迅速壮大，预计到 2030 年水电
解 制 氢 规 模 达 到 25 万 吨 以 上 ，“ 煤 气
化+CCUS”煤低碳制氢规模达到 50 万
吨/年以上，“煤气化+CCUS”成为大同
市氢能发展的主要氢源保障。

与此同时，以大同市为中心城市打
造山西省制氢技术的开发中心和氢气贸

易中心，技术研发中心主要进行制氢技
术、纯化技术、储运技术的开发，并依托
大同市氢能企业进行示范，为大同市氢
能产业发展提供可靠技术支持。氢气贸
易中心主要是进行大同市氢气贸易平
台、贸易体系和贸易政策的建立，为大同
市氢源供应和氢气贸易中心提供体系和
政策支持。预计到 2023 年，通过技术开
发、技术引入和合作初步建立大同市内
的电解水制氢和“煤气化+CCUS”低碳
煤制氢等制氢技术体系，初步完成大同
市氢能贸易体系和储运网络；到 2025
年，形成具有国内领先的制氢、纯化和储
运的技术体系，且大同市内氢气贸易平
台搭建、贸易体系和政策基本完善；到
2030 年，将大同市打造成为全国领先的
制氢、纯化、储运的技术孵化中心和氢气
贸易中心。 （群言）

我市致力完善制氢基地区域布局 山西高温地热发电试验电站

一号机组采用省内装备技术

本报讯 （记者 董芳） 近年来，
大同大学商学院不断创新课堂教学模
式，强化实习实训，重视各类创新创业竞
赛，多措并举，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推动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创业就业。

该学院面向全校开设校级创业基础
课程，每学期学生选课数近 3000人，取得
了良好的建设效果。目前，该课程线上
课 程 浏 览 人 次 758 万 次 ，发 帖 总 数 达
15831 条。同时，以学科竞赛为抓手，强
化实习实训，按照实训—竞赛—能力提

升“一站式”实践教学模式，推进以赛促
教、以赛促学、赛教融合，逐步形成“课堂
—项目—竞赛”三维联动的学生“双创”机
制。并利用实训室开展第二课堂、毕业
设计、自主创新、科技竞赛等实践训练项
目，培养和提高实践创新能力和动手能
力。为保障第二课堂顺利开展，学院积
极探索学院团建工作新特点，不断调整
出一条适合学院团建的新路子，为做好
学生管理工作、开展各项活动奠定了基
础。通过参与竞赛在兴趣特长与专业之

间找到了恰当的结合点，培养创业意识，
取得荣誉的数量、质量也在稳步提升。“十
四五”期间，该学院将继续高度重视各类
创新创业竞赛，将其作为高校深化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抓手，积极开展教
学改革探索，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
培养，推动赛事成果转化和产学研用紧
密结合，全面调动学生参与创新的积极
性，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
能力，以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推
动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创业就业。

本报讯 （记者 纪元元） 大同启
迪未来能源集团依托在能源行业深厚的
技术优势和长期的实践经验，开创出农
村生物质能供暖的“启迪模式”，为广大
农村地区清洁取暖提供了产业模板。

2020 年，大同启迪未来能源集团在
我市生物质清洁取暖改造项目中连续
中标 7 个县区，并在一个月内完成了约
3 万台生物质采暖炉具产品的供应。为
让每位用户都能安全便捷地使用生物
质采暖炉具，大同启迪未来能源集团为
每位用户赠送了一氧化碳报警器，并充

分利用视频宣传、海报分发、集中培训、
线上直播、入户指导等形式，分阶段、分
层次宣传指导生物质采暖炉具的正确
使用方法，使村民逐渐接纳并适应生物
质能清洁供暖，让这种清洁取暖方式走
进千家万户，起到改善环境、节约能源
的积极作用。

在大同农村地区，青壮年大多外出务
工，空巢老人独居现象普遍存在，在推广
生物质清洁取暖改造的道路上，该集团还
特别注意关注困难用户群体，及时给予贴
心帮助。云冈区项目负责人介绍，在入户

培训时，他们发现84岁的杨奶奶患有哮喘
病、听力障碍且腿脚不便，平时儿女在外
地忙于工作，老人独居在家。了解情况
后，项目团队成员自发组织定期去看望杨
奶奶，帮她生火采暖，采买生活用必需品，
让老人切实感到屋暖、心也暖。

未来，大同启迪未来能源集团还将
以科技振兴产业，以产业带动发展，以大
同市农村生物质项目为产业模板，向全
省范围内进行推广，并在内蒙古、河北、
河南等北方省份落地试点项目，加速推
进农村能源革命进程。

本 报 讯 （记 者 张诗珩） 近
日，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供电公司
巡检人员使用“采空塌陷区杆塔倾斜
实时监测系统”巡检时，发现一座输电
杆塔上方勾挂着白色异物，随即联系
无人机小组对其进行了清除。

该公司引进的这套系统综合使用了
北斗定位、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GNSS北斗卫星 RTK 精确定位技
术可实现沉降位移高精度测量，高清摄

像头抓拍现场图片，并通过移动通信网
传输至云服务器，通过电脑或手机可随
时随地访问数据，实现了电力设备监控
无死角、无盲区，配合无人机清障，能够
在保障人员安全的前提下，高效消除安
全隐患。

据介绍，系统投用以来，共发现消
除隐患 3 次，有了这双“火眼金睛”，人
工巡检的次数减少了，工作效率更高
了，供电安全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大同大学多措并举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大同启迪农村生物质供暖项目“暖屋又暖心”

汇智大街分布放置的 12 个太
阳能分类垃圾箱，顶部有一块太阳
能板，可将太阳能转化为灯箱所需
的电能，用于夜间照明；下方的垃
圾 箱 内 侧 装 有 两 个 垃 圾 桶 ，标 有

“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字样。在
对垃圾分类收集的同时，也增强了
街区夜景亮化效果。图为汇智大
街上的太阳能垃圾箱。

本报记者 戎禹仁摄

山东省首个自助式新能源汽
车科目二专用考场日前在青岛正
式投入使用，今后学员可自主选择
新能源汽车进行驾驶考试。图为
青岛车管所科目二考场内停放的
新能源考试用车。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本报讯 （记者 张鑫） 近期，晋
能控股煤业集团白洞矿业公司大力推
进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增强企业核
心竞争优势，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该公司重视科研资金投入使用和专
业技术人才培养，积极搭建“劳模创新工作
室”平台，集聚全公司科研创新技术人才，
立足安全生产实际，针对制约安全生产的
难点、重点问题集中开展科技攻关，有效解
决了一批影响和制约安全生产的疑难问
题。此外，通过实施英才计划，收集员工的
创意和金点子，对员工的方案、措施、建议、
设想定期进行研究，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
进行交流。对评选出可操作性强，提质增

效明显的科技成果，依据公司《科学技术奖
励办法》予以相应奖励。成果显著的可作
为评优评先、岗位晋升的依据，极大地激发
了广大员工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

该公司在充分发挥劳动模范、技能
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示范引领和骨干带
头作用的同时，积极鼓励员工开展“小革
小改”“五小”创新等群众性技术创新活
动。目前，罐笼智能照明装置、注氮硐
室自动灭火装置、主井底定重装载装
置、装车平煤器、液压支架限位装置、隐
蔽式齿轮转撤器及矿车防脱插销等一
大批创新成果已运用到安全生产中，为
安全生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本报讯 （记者 郑苗苗） 走进位
于科创园 D区的瑞湖云山府样板间，一
股热气迎面扑来，温暖舒适的环境凸显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恒温、恒湿、恒静、
恒洁”的特点及优势。这是我省首个装
配式＋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示范
小区，也是我市构建绿色生活方式的重
要载体。

“当前的温度是24.5℃，我们没有安
装任何供暖设施。即使在寒冷的霜冻天
气里，室内侧玻璃都是温热的。”大同泰
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说。被动式
房屋是通过超强的保温性能和极好的密
闭性来实现“被动”的。该小区建成后，房
屋内不需缴纳采暖费，也不需安装空调等
取暖设备，不仅温度更为恒定，也大大减少
了住户生活成本。“在建设中，我们把成本
集中用在材料上，在门、窗、外墙等方面投
入新材料，运用新技术，努力将小区建设成
为节能、环保、绿色的‘六新’示范小区。”

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被动式房屋使
采暖消耗的一次能源不超过15千瓦时/平
方米。在该示范小区售楼部楼顶，片片光
伏板扛起了小区售楼部当前的能源供给
大任。“现在我们售楼部日发电180余度，
满足了日常用能。建成后光伏覆盖的小
区将日发电10000余度，供住户自用。同
时也将采取更多措施，加大日均发电量，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据了解，当前西区
13栋单体建筑主体结构基本完成，东区
六栋单体建筑已出正负零，预计西区 13
栋单体建筑将于 2022年元旦前实现入
住，剩余也将于2022年国庆节前完工。

本 报 讯 （记 者 有为） 2020
年，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挖金湾煤业公司
加强材料管控，加大材料回收复用力
度，强化考核，落实责任，真正做到物尽
其用，提高经济效益。

该公司制定了《井下材料库管理办
法》，强化井下材料库管控，加大对井下
材料管理、交接、设备物料回收等方面
的检查力度，加强对材料回收复用的考
核，第一时间掌握材料回收复用情况，
按照《挖金湾煤业公司材料回收复用契

约化管理办法》和现场验收考核进行奖
罚，把回收复用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队
组、班组、个人，引导广大员工牢固树立

“人人都是经管者”“省下的就是赚来
的”的理念，使节约成为全员自觉行动。

去年，该公司回收复用各类型号托
辊、滚筒、纵梁皮带架等大宗物资节约
成本约 300 万元，各种销子、水管抱箍、
电缆托架、移变护栏，皮带过桥等自制
件节约成本约 80 万元，提升了企业的
经济效益。

晋控供电“火眼金睛”查隐患保安全

白洞矿业公司以科技创新促发展

挖金湾煤业加大材料回收复用力度

被动式示范项目

助推市民绿色生活

特斯拉上海超级充电桩工厂日前
建成投产，V3 超级充电桩正式下线。
该项目自 2020 年 8 月正式立项到正式
投产用时不到半年，再次体现了“上海
速度”和“特斯拉速度”。

特斯拉上海超级充电桩工厂投资约
4200万元人民币，占地面积近5000平方
米，集研发、生产于一体，初期规划年产能
10000根超级充电桩，且主要为V3超级充
电桩。V3超级充电桩是特斯拉目前最先
进的充电桩设备，充电15分钟最高可补充
250公里续航电量。 据新华社 周蕊

特斯拉上海超级

充电桩工厂投产

本报讯 （记者 苑捷） 广灵县科
学实施“覆盖广、收益稳、带贫强”的光伏扶
贫项目，走出了一条深度贫困地区新能源
开发利用与精准扶贫“双赢”的新路子。

广灵县属于传统农业县，贫困村大
部分位于山区，土地以干旱荒坡地为
主，境内山多川少，光照充足，发展光伏
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此，该县
抢抓国家发展光伏扶贫产业政策机遇，
把能源革命与脱贫攻坚紧密结合起来，

在发展杂粮、菇菜、黄花等特色产业的
基础上，充分利用“集中、联村、单村”三
种模式建设光伏扶贫电站，全力攻坚贫
困。2017 年 1 月建成 0.9MW 赵家坪村
联 村 电 站 ，2018 年 6 月 建 成 一 斗 泉 村
6MW 联村电站、后山窑村 1.8MW 联村
电站、桃子村 6MW 联村电站、0.1MW
聂家沟村单村电站、30MW 裴家洼村光
伏扶贫集中电站，2019 年 11 月建成南
岳 庄 村 5.84MW 联 村 电 站 、北 岳 庄 村

5.414MW 联村电站、武家庄村 4.12MW
联村电站……截至目前，全县光伏扶贫
电站总规模达到 60.214MW，已成为广
灵县脱贫攻坚的支柱产业。

“我以前靠种几亩旱地，收入微薄，
一直过着穷日子，自从有了光伏电站
后，村里用光伏收益设置了公益岗，我
现在靠公益岗每年能增加收入 8000 多
元。”该县一斗泉乡和立村建档立卡户
白敏激动地说。

本报讯 （记者 苑捷） 今年，
左云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
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以建设全省能源革命
示 范 县 为 牵 引 ，坚 定 不 移 抓 产 业 转
型，持之以恒抓项目建设，努力实现
高质量发展。

该县持续推进煤矿标准化、智能
化建设，积极推动中海油煤制气及下
游新型煤化工项目落地建设，谋划一
批活性炭加工、煤炭集运、洗选、矸石
清洁转化等项目，提升煤炭产业附加
值 ，加 快 形 成 煤 炭 开 发 利 用 全 产 业
链。同时，培育壮大新能源、自行车整
车及配件制造、固废循环利用等转型
产业项目，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该县坚持“项目为王”理念，结合左云
实际，围绕“全力抓招商引资项目、尽
力抓上级支持项目、量力抓大县城提
质项目、倾力抓民生保障项目”的工作
思路，实施好重点项目，切实为实现经
济高质量高速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广灵县光伏产业照亮“脱贫路”左云狠抓项目建设

助力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高雅敏） 大同全
科盟研究院近日向我市推介新能源汽车
换电生态网项目。该项目来自山西万亚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 2020年 12月 17
日我市举行的第三届“新能源之都”杯创
新创业大赛中荣获本地组三等奖。

新能源汽车换电生态网基于山西万
亚“新能源汽车换电网生态”由“1+3+1”
组成，即“一个指挥中心，三大核心版块，
一个底层支持”。一个指挥中心：即山西
万亚总部。中心发挥资本引领、方向引
导、规划布局、监督落实等职能，推进“新

能源汽车换电网生态”一体化建设的有序
落地。三大核心版块：即杭州伯坦科技工
程有限公司、展鹏科技作为核心技术构建
者、澎湃电能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电池
资产运营者，海南银能控股有限公司、山
西万亚等作为换电服务提供者，协同作
用，为用户提供便捷、高效、节能、环保的
新能源汽车续航换电服务。一个底层支
持：即山西万亚体系内其他成员企业以及
各地政府引导基金、产业基金及合作方等
广泛参与，共同为“新能源汽车换电网生
态”提供支持，构建坚实的资源壁垒。

大同全科盟研究院向我市推介
新 能 源 汽 车 换 电 生 态 网 项 目

本报讯 （记者 杨海峰） 近年
来，灵丘县坚持“转型为纲、项目为王、
改革为要、创新为上”，扎实推进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努力形成多点产业支
撑、多元优势互补的现代产业体系。

据介绍，该县着力提升产业园区能
级，把园区建设作为支撑经济发展的重
中之重，推动产业向园区集中，全力打造
高质量发展新平台。其间，规划建设了
新兴产业园、通用航空产业园、生物产业

园、光伏产业园、巍山工业园等转型园
区。同时，大力发展大数据产业，其中总
投资200亿元的秦淮数据“环首都太行山
能源信息技术产业基地”一期、二期项目
和共享空间已投入使用，全部建成后将
成为国内目前单体最大的数据中心。

另外，该县相继实施风、光、水等
清洁能源项目 19 个，目前，全县清洁能
源 规 划 装 机 总 容 量 达 1728MW，已 并
网发电 304MW，在建 446MW。

灵丘县加快新兴产业集聚

推 动 高 质 量 转 型 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