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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公益林占地 1000 多亩，主要种
植了樟子松、金叶榆和云杉，不仅可以增
强区域内的水土保持水平，还可以为周边
农户提供护林员的工作，带动就业，创造
经济收益。”山西省右玉县农业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立平介绍，国家能
源集团公益林示范区位于右玉县新城镇
余官屯村北，属于生态脆弱区，是右玉生
态建设的重点区域，项目的落地让土地重
新焕发了生机。放眼望去，植被丰茂，远
处白色风机转动，形成了“绿”生“金”的独
特风貌。

坚持生态立县，鼓励绿色产业发展，山
西右玉走出了一条林草生态建设和可再生
能源产业协同发展的“双绿”之路。目前，
全县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达210万千瓦。绿
色清洁能源产业正成为右玉增收的新亮
点。巩固“绿”、提升“绿”、转化“绿”、拓展

“绿”，在清洁能源转型和乡村振兴的大目
标下，右玉因地制宜，“追风逐日”，努力推
动可再生能源产业规模化发展。

因地制宜开发新能源

作为晋北风能、光能富集区，右玉可
再生能源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地势南高

北低，最高海拔 1975 米，最低 1230 米，春
秋季最大风力9级，最大风速24米每秒，6
级以上大风天数平均每年有57天，是全国
少有的风口谷地；全年太阳能总辐射量为
1546.1千瓦时/平方米左右，年平均日照时
数 2817.2 小时，日照时间比较长，云量少、
空气透明度高，直接辐射强，为新能源产
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右玉县风光等资源储备非常丰富，
很多地方开发条件极其优越，可开发空间
大。为了充分利用风光资源，我们在右玉
县实施了多个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2018年，国家能源集团龙源电力还在右玉
县野场村和旗杆村 40 余亩的荒地上无偿
建设了 2 座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总投
资 1000 万元，电站总容量达 1490 千瓦。
项目投运以来，村集体每月都能收到发电
收益，不仅成为村民的‘钱袋子’，还可以
促进节能减排。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发电
量达1328.5万千瓦时，产生项目收益994.8
万元。”国家能源集团派驻右玉县挂职干
部说。

以国家能源集团为代表的“国家队”
深度参与右玉绿色产业发展。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底，右玉县共有新能源企业21
家，总装机容量达210万千瓦，其中风电企

业 12 家，总装机容量 144 万千瓦；光伏发
电企业 6 家，总装机容量 66 万千瓦。2023
年累计发电 28.5 亿度，实现产值 6.6 亿元，
全年节约标煤 93.48 万吨，减少粉尘排放
77.5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8.41万吨，
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0.86 万吨，减少氮氧化
物排放 0.43 万吨，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持续厚植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

产业帮扶促协同发展

2017年，右玉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获
批设立。在示范区设立之初，就立足当
前，放眼长远，把新能源产业作为“三大主
导产业”之一，纳入总体规划，深入普查资
源，科学编制规划，优化产业布局，为产业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突出新能源产
业的主导地位。

“作为能源央企，我们一方面把发展
新能源产业和技术创新作为右玉降碳减
排、绿色发展的突破口，另一方面，我们持
续深入产业帮扶，发挥右玉县优势，助推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增强发展新动
能。”国家能源集团龙源电力挂职干部向

《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右玉羊肉是国家
地理标志认证农畜产品。“在右玉县，养殖

生态羊是一项群众增收的主导产业。为
推动畜牧养殖产业的发展，我们在右玉县
杨千河乡新坊村建设了生态羊养殖基地
项目，租赁企业的第一批1000只生态羊已
入住基地在此安家。”

“基地正常运营后预计年出栏生态商品
羊4000只以上，预计年营业收入400万元，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租赁企业右玉县万禾
绿色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说，“另外，
羊舍棚顶计划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实
现帮扶产业项目和新能源相结合。”

2021年，右玉县进入国家能源局公布
的全国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
试点名单。新形势下，右玉县光伏产业将
迈入“整县推进”的新阶段。截至目前，国
家能源集团右玉县在建整县分布式屋顶
光伏项目规模达到 5 万千瓦，将助力右玉
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再上新台阶。

能源央企落地生根，可再生能源项目
建成投产，绿色能源产业正在成为右玉发
展新亮点。2023 年，右玉县全年实施 500
万元以上项目118个，总投资150.43亿元，
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8.1 亿元；招商引
资签约项目 19 个、金额 88.7 亿元，项目建
设取得了丰硕成果。

来源：中国能源报

山西右玉：用“绿电”养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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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路引景、以景串线。沿着山阴县长城一号公路，古长
城、古村落、汉墓群等景区景点像镶嵌在塞北大地上的“珍
珠项链”，引来众多自驾游爱好者“开着汽车看长城”。

高文武摄

近日，朔州市经济开发区盐碱地改良
种植玉米示范田测产观摩会在山阴县古
城镇举行，经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有关专家
进行测产，改良后盐碱地实亩收产量能够
达到1886斤。

在朔州经济开发区盐碱地改良种植
玉米示范田里，测产专家进行实地勘测，
拉卷尺、掰玉米、称重量……并根据玉米
田间测产验收方法和标准，通过实地测
距、数株数、现场采收、称重等环节有序开
展测产工作。

赵永胜是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副研究
员，据他介绍，盐碱地改良项目区共种植
50亩，选取10亩，3个样点进行实测，每个
样点面积 66.7㎡。每个样点进行全部果
穗的收获，对果穗鲜重进行称量，最后按
照平均的果穗鲜重选取 20 个果穗作为样

品，脱粒后称籽粒鲜重，计算出籽率，并且
用谷物籽粒水分测量仪测量它的水分，现
场测的平均为 28%，按这个含水率计算，
实收产量能够达到943公斤/亩。

据了解，朔州市经济开发区盐碱地改
良试验田所处地段地势低洼、常年潮湿，
地下水含盐量高、蒸发量大，导致多年盐
碱化，因此农作物的根部因不能吸水而影
响农作物的生长，几十年都种不出庄稼。

朔州市山阴县古城镇羊圈头村种植
户李桂龙说，以前盐碱地很多年都没人种
过，因为种不出来，现在看示范田种得都
挺好。

盐碱化被称为土地的“顽疾”，土壤含
盐量太高使农作物低产或不能生长。如
何将该地的盐碱地变良田，突破“唤醒”难
题？山西灵石县纪兰肥业有限公司、山西

沃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组成盐碱地
改良科技攻关小组，“量身定做”了具有

“克碱固盐”功能的盐碱地生物有机肥，使
盐碱示范田的土壤焕发出新的生机，为当
地盐碱地改良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山西灵石县纪兰肥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吴建中说，示范地是利用克碱固盐技术
改良盐碱地，生物有机肥是中微量元素、
高活性生物有机肥，并且含有富硒。用该
肥改良盐碱地，能激活所有土壤里的矿物
质，增加土壤透气性。土壤改良后可以克
碱固盐，关键是固盐，通过石膏粉硫酸钙
把它变成碳酸钙，另外嗜盐菌也会吃掉一
部分，在地下 25 公分形成一种薄膜，一下
雨，水蒸气蒸发上来，盐就固到下面，所以
改良盐碱地关键是固盐。

（刘希军 聂慧丽）

亩产1886斤 盐碱地种出好玉米

“有了暖气就是不一样，晚上屋里
暖烘烘的，睡觉再也不用多盖几床被
子了。”10 月 9 日，居住在朔州市平鲁
区晨苑小区的居民李罡说。10 月 1
日，平鲁区开始向全区供暖户集中供
暖，这也是平鲁区连续10年在国庆节
当天为全区居民供暖。

平鲁区处于晋北高寒地区，平均
海拔1400米，年平均气温5.5摄氏度，
秋季早晚温差较大，特别是深秋时节，
夜晚温度常常降至零摄氏度以下。民
有所呼、我有所应。为切实保障广大
群众的供暖需求，平鲁区根据实际需
要，于10月1日启动冬季供暖。

据平鲁区供热服务中心负责人介
绍，平鲁区冬季供暖将持续到明年 4
月底，为期7个月。为确保正常供暖，
该中心还对管网进行了检修，主要包
括压力表安全阀检验、更换阀门 350
个、改造换热站 2 座，改造一次管网
708米、二次管网3050米，清洗换热站
7台、修理循环泵15台，上述检修项目
现已全部完成。

（袁兆辉）

平鲁区提前供热暖民心

我市老旧营运柴油货车
报废更新迎来新政策

近日，记者了解到，我市老旧营
运柴油货车报废更新迎来新政策。

老旧营运柴油货车特别是国四及
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运营年
限长、使用强度大、超标排放问题突
出。加快推进老旧营运柴油货车报废
更新，是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举措，也是助力交通运输行业节
能减排、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

下一步，将用足用好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利政策，建
立联合办公机制，抽调精兵强将联合
办公，实现报废更新补贴申请全流程

“一次提交、一站受理”，不断提升服
务效能。

（刘希军 张春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