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视察宁夏期间，赋予
宁夏“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的时代重任。

近年来，中卫市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
“高水平建设国家综合示范区”要求以及“三绿”
发展战略，大力推进新能源全产业链高质量发
展，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
行市与美丽新中卫。

全面做好自治区绿能开发、绿氢生产、绿色发
展三篇文章，依托黄河“几”字弯清洁能源基地，优
化新能源产业布局，着力打造“两园两基地”，建设一
批农光互补、林光互补、屋顶光伏等“光伏+生态”立
体开发示范项目，努力打造宁夏清洁能源制高点。

“截至目前，全市新能源装机容量达到 822
万千瓦，占全市发电装机总量的 83%，占全区新
能源装机总量的 29%。新能源装机量位居全区
第二，其中光伏 440 万千瓦，占全区光伏装机总
量的32%。”张俊华介绍。

记者了解到，依托中卫、中宁工业园区一体
化发展，目前该市初步形成了“工业硅—（单、多）
晶硅—太阳能电池组件—光伏电站开发”为一体
的光伏产业链，有序发展硅材料产业，单晶产能
达到了5吉瓦。

“2022年，我市将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优
化，力争新能源装机总量突破 1000 万千瓦。”张
俊华表示。

下一步，中卫市将进一步推进“两园两基地”
光伏产业建设，在实施“绿电园区”试点项目的同
时，推进沙漠光伏产业园提质增效，提升光伏发
电及土地利用效率。力争到 2025 年，新能源装
机规模达到 18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过 252亿千
瓦时，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200万吨以上。

“中卫市将以‘一线一园一基地’建设为契
机，站在国家能源战略高度，加强协同合作，建立
工作机制，加快推进腾格里沙漠光伏基地建设，
畅通国内‘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
互补’的能源运输主动脉，打造东西合作的新样
板，全力促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中
卫市主要负责人表示。

光伏产业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沙漠地区年降水量稀少，每年有 300多天都
是烈日当头。而今，这些劣势正在转为优势。

根据相关研究，每平方米的沙漠每年接收的
太阳能约为 2000—3000千瓦时。如果能把这些
太阳能全部转化为电能，足以让 1千瓦的电器使
用 3000小时。按照中国家庭年均用电量 6千瓦
计算，只要 2平方米沙漠就能满足一个家庭一年
的用电量。

国电投北京公司以“敢叫沙漠换新颜”的气
魄，积极推动“三北”地区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
设，并谋划了千万千瓦级别的宁夏腾格里沙漠光
伏等大基地项目，为我国西北区域治沙固沙、生
态保护、经济发展探索出一条“治黄治沙”新
路子。

“中卫光照资源充足，可利用日照小时数为
一年 1500小时，是国家 I类太阳能资源地区。此
外，空气质量好，没有污染，光伏板使用寿命相应
能更长一些。”梁利明介绍，光伏板一般一年需要
清洁4次，但在这里一年清洗1次就够了。

同处中卫市沙漠光伏产业园的宁夏庆阳新
能源有限公司，也享受着与恒基伟业光伏电站同
样的各种利好。

庆阳电站同样高度重视生态保护及改善，在
电站外围 20 米以内开展植绿增绿工作，走出了
具有特色的光伏发电场区同风沙防护区造林种
草相结合的绿化路子。

“环境好了，大家工作起来心情也能美美
的。”庆阳光伏电站驻站代表邢猛说。

据介绍，庆阳光伏电站共占地 3180亩，项目
生产区有 96 个光伏方阵，装机容量为 100 万兆
瓦。“这个项目与其他传统火力发电相比，年均
上网电量 15099 万千瓦时。按照火电煤耗平均
350 克标煤/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5.28 万
吨，二氧化碳约 15 万吨。”邢猛给出光伏电站的
减碳账单。

中卫市发展改革委则有一份大账单。
2009年以来，中卫市探索在沙漠地区发展光

伏产业。目前已形成占地 6.5万亩、装机容量为

1030兆瓦规模的光伏产业园，实现了沙漠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融合。

“腾格里沙漠东南部 6 吉瓦光伏基地建设，
为中卫市能源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大
机遇。”中卫市发改委主任张俊华介绍，中卫市规
划集中连片发展沙漠光伏产业，规划占地面积约
26万亩。

中卫市沙漠光伏产业园主要由光伏制造产
业区、光伏发电区和观光旅游区构成突出沙漠生
态治理示范性和沙漠生态观光旅游理念，从防
沙、治沙、用沙方面进行新的有益探索，以实现沙
产业生态、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光伏发电区实际可容纳装机 1200 兆瓦，截
至目前已进驻企业 11 家，建成光伏电站容量达
1030兆瓦。

“项目全部建成后，对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促
进节能减排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预
计可新增上网电量 84 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
750万吨。”张俊华说。

守好生态线=延长发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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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黄河自黑山峡进入宁夏境
内，一路奔腾而下，在卫宁平原放缓
了脚步。在南岸香山腹地连绵起伏
的山梁上，上百台风力发电机擎天而
立迎风飞旋；北岸腾格里沙漠东南边
缘中卫沙漠光伏产业园里，占地 6.5
万亩的光伏板组件整齐排列正向阳
追光。

目前，如中卫这般“追风逐日”的
场景，已在我区落地生根，全面铺开。

在中卫市沙漠光伏产业园采访
时，电站值长李岩带着记者探入光伏
板下方。只见一丛丛嫩绿青草从方
格边缘探头探脑发芽而出，随清风摇
摆。李岩十分欢喜，“这是光伏产业
带来的新生命！”

光伏板大面积安装后，白天为地
面植物挡住过强阳光，有效降低地表
水的蒸发，并且有效降低风速。夜间
光伏板会凝聚部分水分，早上太阳一
出来，露水滴下来，滋润着光伏园内
的土壤。有了光伏板的庇护，植物在
荒漠中可以更好地扎根生长。

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支
持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实施方案》，提出要
深入推进防沙治沙示范，大力推广使
用防沙治沙先进技术，在保护好生态
的基础上开展光伏治沙试点，科学发
展沙产业。

生态绿色就是发展底色。近年
来，我区继续推进中部干旱带乔灌草
防护林体系建设，在光伏治沙、加强
沙漠沙地边缘生态屏障建设中闯出
新路子。

实践证明，良好的生态环境会带
来自然财富与社会财富双赢。随着
植被恢复，环境改善，在光伏治沙进
程中，我区不再仅仅将光伏板组件与麦草方格做简单
相加，而是充分释放光伏治沙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积极推进光伏与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光
伏+农业、光伏+工业、光伏+旅游等组合让光伏新能源
产业释放出新动能。

如今，在建设光伏电站的同时，我区将光伏和农
业、牧业相结合，既有利于防沙治沙，又有利于实现碳
中和目标。下一步，在本地光伏园区在水资源可承载
范围内，可以种植经济作物，还可以种植牧草，发展畜
牧业。同时，中卫市沙漠光伏产业园毗邻 5A 级沙坡头
景区，中卫将在两者间建设沙漠绿洲旅游区，实现新能
源与旅游业等第三产业有机融合。

作为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我区具有发展
新能源得天独厚的优势。前不久，我区第二批 886个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其中新能源项目 103个。随着正泰集
团 6 吉瓦新能源装备+5GW 光伏发电项目在盐池正式
开工，新能源项目将大大提升我区光伏产业发展核心
竞争力。

在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实
践中，宁夏正以乘风破浪的姿态，一路“乘风追光”，处
处好“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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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不 少 人
眼中，沙漠是荒
凉的。

但于李岩而
言，他每日身处
的工作地——腾
格里沙漠东缘的
中卫市沙漠光伏
产业园，却“犹如
仙境一样”。

一排排蓝色
光伏板亮闪闪、
齐 整 整 地 排 列
在 金 色 沙 漠 之
中，一眼望不到
边，规模之巨令
人震撼。

中卫市沙漠光伏产业园到中卫市区的直线
距离约 15公里。37岁的李岩是国家电投北京公
司宁夏京银智慧新能源有限公司中卫恒基伟业
光伏电站的一名值长。两年前，他从一家工业企
业跳槽到光伏电站。

比起嘈杂的企业车间、喧嚣的热闹都市，沙
漠的静谧是李岩最先感受到的不一样。

除了安静的环境，李岩作为参与者，还见证
了脚下这片荒漠日渐生机勃勃的过程。越来越
好的生态环境让他欣喜之余，还有一份自豪。

“刚来的时候，这儿基本见不到草。要说有
草，那也是零零星星。”李岩带着记者走进光伏电
站站区，想找一块“不毛之地”，以证明他所言非
虚。走了好半天才找到一小块沙地，“嗨，现在不
长草的地方还不好找了。”李岩笑了。

“连片的光伏板组件也算是立了一份功。”恒基
伟业光伏电站站长梁利明忍不住为光伏板“请功”。

此前，电站充分参考和借鉴中卫麦草方格的
方式进行固沙。草方格相对阻挡了沙子流动，同
时能将空气中的水分子和降水持续在沙层表面，
一定程度上为浅根性植物的生长提供了短暂的
水分供应。

“再在干草中央及周围撒上草籽，等待雨水，

伺机生长。”梁利明介绍，在植物生长的过程中，
连成片的光伏板组件发挥了重要的庇佑和助力
作用。

“我们电站的光伏板组件都是固定夹角，基
本呈 32°至 37°角。光伏组件板遮蔽场区大部分
地面，能有效阻挡阳光直射，使水分蒸发量减少
20%至 30%，起到保墒作用。”加上清洗电池板的
水分、露水及雨水的洒落，都促进了花棒、柠条、
骆驼刺等植物的生长。

“它们的生长大大降低了近地面层的风速，
更好地固定了流沙，并阻止沙丘移动。”发电人
梁利明也成了半个治沙人。

作为“回报”，成长起来的植物们也使光伏板
组件免受风沙“刨根之苦”——“光伏设备的螺旋
桩扎在 1.5米深的沙地里，若是沙子不固定，螺旋
桩裸露地面多了，根基就不稳了。”因此，巡查螺
旋桩是否稳固也是日常巡检的工作之一。而日
渐壮大的植物正是锁住“沙龙”、保护螺旋桩的关
键。此外，沙尘对发电量也有影响，而植被的生
长降低了沙尘扬起的概率。

作为央企，改善生态、保护环境是企业义不
容辞的社会责任。同时，中卫市发起的植绿增绿
大会战，也给属地企业、园区等各机构布置有“绿

化作业”。
中卫市始终把林业生态建设确定为“美丽中

卫”建设的重要内容，实施了腾格里沙漠综合治
理、城市扩绿提升、工业园区绿化、生态移民区生
态修复、主干道路大整治大绿化、农田林网、封山
育林等一批重点林业生态工程。

“按照各方面的生态建设要求，近几年，公司
持续加大植绿增绿投入。去年，我们在生产区、
生活区、进场道路等场站内外，共栽植红柳等耐
旱树种4000多棵。”梁利明介绍。

电站生活区位于场站东北边，沿路不时有鸟
飞过，叽叽喳喳的鸣叫声清脆悦耳。“鸟可多了，
虽然都叫不上名字。”李岩早已见惯了这些不知
名的朋友。

“还有很多野鸡、野兔，我还见了两回狐狸
呢。”梁利明说，晚上回宿舍的路上，经常与园区
的这些“常客”相遇。

如今，场区已逐步构建形成了一个稳固的绿
色防护体系，并产生“沙漠化逆转现象”，在一定
程度上形成了良性循环发展。

“草长起来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小动物自
然就来了。”梁利明说，见到这些“小朋友”，感到
十分亲切。

荒漠里，生机无限

记者手记

““追风逐日追风逐日”，”，处处好处处好““风光风光”。”。

←光伏治沙为实现“双碳”目标
赋能。

↓光伏电站值长正在检查汇流
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