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2月 6日 星期二8 地 方
跨省域水权交易是多赢

杨开新

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管理委员会与四川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水务局不久前签

订《四川宁夏黄河流域区域

水权跨省交易协议》。2024

年至 2026 年，宁东基地将从

阿坝州购得 1500 万立方米

的黄河用水权，总价为 1800

万元，这成为我国首单跨省

域水权交易。

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水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尤其金

贵。近年来，各地深入落实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坚

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

定人、以水定产，多措并举做

好水文章。

奔 流 不 息 的 江 河 并 非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

是 一 种 需 要 倍 加 珍 惜 的 资

源。不过，“需要倍加珍惜”

是外在要求，“值得倍加珍

惜”方能激发内生动力。“四

水四定”原则不是为了限制

发展，而是为了倒逼高质量

发 展 。 面 对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需 求 与 水 资 源 短 缺 之 间 的

矛盾，应在节流的同时注重

“开源”，通过调剂余缺让上

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实现

同频共振、共同受益。

跨省域水权交易全国第

一单，在宁夏和四川间通过

黄河这条纽带得以完成，可

谓恰逢其时。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建设，核心在水、关键在水、难点在水。尽管长期以来治水

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水仍是制约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

最大瓶颈，用水总量不足让当地用水矛盾十分突出。近年

来，宁夏以用水权要素市场化配置为主线，以确权、赋能、定

价、入市为重点，系统推进水权、水价、水资源税等改革，构

建起“资源有价、使用有偿、节水增效”用水新生态，为破解

“用水之困”提供了有效方案。

与此同时，四川黄河流域的水指标有一定节余，这就意

味着双方合作是两厢情愿、一举两得。两地敢闯敢试，通过

创新探索持续深化用水权改革、完善政策体系、激活水交易

市场，既有助于宁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用水困扰，也让四川

相关区域见到了保护生态的红利。白花花的水流没有白白

流走，既是认识上的突破、思想上的飞跃，更是“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写照。

持续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还要有更多高

招。一方面，可常态化引入竞争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商沟

通，转变为充分竞价形成合理区间、稳定预期，让水能源

源不断地往价高处“流”。另一方面，要不断强化政策引

导、鼓励多渠道对接，进一步调动各方的积极性。要实

施全面节约战略，通过多种改革举措让跨省域水权交易

从首单到多单再到许多单，持续让节水者受益，让缺水

者解渴。

打 造 高 端 制 造 新 引 擎
——山东东营经开区优化产业结构

位于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市，因胜利

油田坐落于此，一直以“油城”闻名。东营市

唯一的国家级经开区——东营经济技术开发

区，通过“科创+产业”打造新质生产力，推动

产业结构从“一油独大”向高端化、绿色化、智

能化迈进。在 2023 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中，东营经济技术

开发区在全国 230 个国家级经开区中综合排

名第 57 位，较上年提升 20 个位次，达到历史

最好成绩。

集聚新材料新动能

走进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山东国瓷

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蜂窝陶瓷智能工

厂，只见信号灯闪烁，8 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

运转，从原料合成到挤压成形，再到干燥、烧

结、成品自动检测，短短 45 秒就有 5 个产品

下线。

“这是我们的高性能蜂窝陶瓷生产线，

用于汽车内燃机后处理装置。这项技术打

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市场潜力巨大。”国瓷公

司科研管理中心总经理朱恒说，由于蜂窝陶

瓷的制造技术难度较高，全球蜂窝陶瓷载体

90%以上市场份额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

成功突破薄壁直通式载体和高性能颗粒捕

捉器技术瓶颈，解决了“卡脖子”技术难题，

目前已建成年产 1000 万升的蜂窝陶瓷载体

的生产线，可满足国六标准全系列蜂窝陶瓷

需求。

聚合、湿纺、水洗、热拉伸⋯⋯在东营经

济技术开发区中芳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技术员韩郡丰正在调试芳砜纶生产线中

聚合工段关键设备的参数。经过 10 余个工

序后，成缕的芳砜纶纤维成品被机器缓缓吐

出，韩郡丰攥起其中一缕告诉记者，这一小缕

纤维手感似棉花一般柔软，由 30 万根丝组

成，具有长期耐 250 摄氏度高温、耐燃性等优

良性能。目前，这条全球唯一一条芳砜纶批

量生产线已全线投入运行。

如今的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材料产

业发展动能澎湃。2023 年，聚焦功能陶瓷材

料、高性能纤维材料、先进复合材料、稀土催

化材料、铜基新材料 5 条产业链集中发力，推

动国瓷高端有机复合涂层材料、三福新材料

高性能氧化铝纤维毯等总投资 114 亿元的 28

个重点项目加快建设，新材料产业产值同比

增长 12.9%，新型功能材料特色产业集群入

选山东省“十强”产业“雁阵形”集群与 2023

年度山东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完善风电装备链条

随着风电产业的快速发展，废弃风电叶

片的回收与无害化处理成为难题。

位于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龙津节能科

技有限公司，依靠自主研发攻克了这一难

题。在该公司废旧叶片资源回收利用车间，

动辄几十米、上百米的庞然大物，经过分割、

粉碎、筛分、挤出、冷却等十数道工序后，成为

一块块长约 2 米、宽约 1 米的板材。

该公司总经理张国鹏告诉记者，制造叶

片的复合材料极其坚固，且具有耐高温、耐腐

蚀等特性，回收利用难度非常大。如果破碎

填埋、焚烧处理，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而且

可能会污染环境。“我们建设完成了国内唯一

一条退役叶片制备填充母料的产线，1 万吨

废旧叶片经过我们自主研发的工艺处理，加

入其他材料合成后，可产出 3 万吨玻璃纤维

增强塑料模板。这种模板可替代传统木模

板，周转次数高、单位成本低，被广泛应用于

建筑行业，实现了废弃风机叶片循环再利用，

补齐了风电产业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最后

一环。”张国鹏说。

近年来，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瞄准风电

装备产业等赛道，延链、补链、强链，全速挺进

新 能 源 产 业 ，吸 引 了 28 个 优 质 项 目 签 约

落地。

走进东营海上风电装备产业园内的山东

金雷新能源重装有限公司机加工车间，一台

台橘红色的行车排列井然有序，大型数控机

床正在运转。

“主轴是风机的核心零部件，我们正在生

产的就是全球最大风机 18 兆瓦风机的主轴，

这 种 功 率 的 风 机 一 小 时 可 发 电 1.8 万 千 瓦

时。”金雷重装董事长王瑞广向记者介绍。

“当时我们为了选址建厂，跑了很多地

方，最终选择落户这里。”王瑞广告诉记者，除

港口、腹地、中心城区位等硬件优势外，这里

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产业链集群优势成

为吸引其落户于此的重要因素。

在当地政府“拿地即开工”“四证合一”等

多重要素保障下，投资 25 亿元、占地 700 多亩

的金雷重装海上风电核心部件数字化制造项

目，从开工建设到投产（试生产）仅用了 15

个月。

作为龙头企业，金雷的到来也为产业链

发展凝聚起力量。“众多产业链企业来到开发

区洽谈合作，希望落户产业园。”东营市广利

临港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磊说。目前，

东营海上风电装备产业园从纤维、树脂到叶

片、桩基、主轴、塔筒，再到风电主机⋯⋯一批

产业链上下游项目加速集聚，基本构建起海

上风电装备制造完整产业链条。

数智赋能产业升级

在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克斯康东营赋

智中心，一条条机器手臂灵活转动，完成复杂

精密的操作工序，一台台光学扫描仪器工作

有条不紊，一块块智慧大屏让生产数据尽收

眼底。

“这是我们为东营制造业量身打造的高

精密检测实验室，这台大型高精度桥式三坐

标测量机检测精度高达 4.5 微米，是全省公

共实验室中精度最高的。”海克斯康东营赋

智中心技术总监孙有鹏说，该实验室对外开

放，可服务东营及周边城市的航空航天、风

电、石油机械、模具铸造等行业。该中心是

海克斯康国内第三家、省内第二家赋智中

心，2023 年 2 月份签约，仅用 5 个月时间就完

成了项目建设。

“中心自去年 7 月正式运营以来，已有 57

家合作企业，获得了近亿元的数字化转型项

目订单。”孙有鹏说，“海克斯康拥有超 200 款

工业软件，其中有 108 款工业软件源代码已

实现国产化自主可控。”

“我们将充分发挥海克斯康在‘工业互联

网+智能制造’领域的技术优势，以其东营赋

智中心等平台为基础，打造面向山东辐射全

国的数字化转型示范基地。”东营市悦来湖科

教产业园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洪宝说。

一 手 抓 数 字 产 业 化 ，一 手 抓 产 业 数 字

化。在大力发展数字产业的同时，东营经济

技术开发区积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

经济融合，推进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产业数字

化转型升级。

广利港上，由东开数科（山东）产业园有

限公司重点参与的产业大脑正在深入对接海

上风电项目设计建设；新材料生产线上，海克

斯康等公司的先进技术助力蜂窝陶瓷、催化

剂产品生产；由山东胜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发建设的“云帆”平台，成为全国油气开发

领域唯一的“双跨”平台；有色金属等 4条产业

链入选全省首批产业链“数字经济总部”⋯⋯

2023 年 1 至 11 月份，全区实现数字经济

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142.3 亿元，实现数字

经 济 核 心 产 业 增 加 值 67.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7.2%，前三季度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占生产总值比重达 7.7%。

□ 本报记者 王金虎

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 5490 万千瓦——

甘肃加快建设“风光”强省
本报记者 陈发明

1 月 23 日 ，随 着 现 场 施 工 人 员 完 成 最 后 一

块定日镜的安装，甘肃省阿克塞县汇东新能源

“光热+光伏”试点项目 11960 面定日镜全部安

装到位，标志着这个国内在建单机规模最大的

塔式光热项目进入下一阶段。项目预计今年建

成投运。

据了解，阿克塞县汇东新能源项目是国内首

批“光热+光伏”试点项目，由中国能建华东电力

设计院自主开发，总装机容量 750 兆瓦，包括 110

兆瓦光热发电和 64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建成

后，预计年发电量将达 17 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

标煤 50.7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47 万吨。

“在项目开发过程中，我们结合当地资源禀

赋，提出‘光热+光伏’智能耦合发电的商业模

式。”中国能建华东电力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林磊

说，这种模式一方面缓解了纯光伏发电的波动性

和间歇性，充分发挥光热发电并网友好、调节快

速、储热连续、发电稳定的优点；另一方面以光伏

发电的收益补贴光热发电的高成本，实现“光热+

光伏”电站整体平价上网。

甘肃是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和新能源装备制造

基地，目前已建成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和

4 个百万千瓦级光伏发电基地。“十四五”时期以

来，甘肃年均新增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超过 1000

万千瓦。截至 2023 年底，全省新能源装机规模超

过 5490 万千瓦，占全省电源装机容量的 61.27%，

占比居全国第二位。同时，甘肃已开工 8 个抽水

蓄能项目，数量和规模均居全国第三位。

“我们建立‘一站式’新能源接网服务机制，

全力推进新能源项目‘能并早并、能并尽并’，助

力甘肃加快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国网

甘肃省电力公司发展事业部副总经理杨德州说，

2023 年，甘肃新能源发电量达 684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29.8%。

在外送通道建设方面，陇电入鲁工程已于

2023 年 3 月核准开工，成为甘肃继±800 千伏祁韶

特高压直流输变电直流工程之后，又一条能源外

送大通道。目前，甘肃电力已外送至 22 个省（区、

市），2023 年外送电量 522.33 亿千瓦时，其中新能

源外送电量 251 亿千瓦时，占比 48.05%。此外，陇

电入浙工程即将具备核准条件，陇电入川工程已

调整纳入国家“十四五”电力规划。

同时，随着沙漠、戈壁、荒漠大型风光电基地

建设的加快推进，甘肃聚焦新能源及装备制造产

业关键环节，着力打造集发、输（配）、储、用、造于

一体的清洁能源综合产业体系。

记者从甘肃省发改委了解到，甘肃在河西地

区的酒泉、武威等地布局形成若干个百万千瓦级

高端风电、光伏制造业产业集群，在中东部区域打

造材料、通用电气装备、自动化系统等高端共性基

础产业链，初步形成了风机制造、光伏组件、储能

电池等比较全面、完整的风光电装备制造业体

系。截至目前，全省共引进配套产业 120 个，计划

总投资超千亿元。到 2023 年底，已完成投资 300

亿元，装备制造产能除满足省内自用外，还将辐射

周边省份。

近日召开的甘肃省两会上，甘肃省省长任振

鹤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2024 年将加快风光电

大基地项目建设，新增新能源装机 1200 万千瓦。

争取再开工 2 到 3 个抽水蓄能项目。支持酒泉打

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甘

南建设甘肃南部新能源基地。争取陇电入鲁工程

早日投产。

甘肃省阿克塞县汇东新能源项目。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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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海装风电

（山东）有限公司海

上风电机组装备总

装基地，工人正在

装配风电机组。

周广学摄

2 月 3 日，浙江省瑞安市滨海花椰菜田园里，农户在采收花椰菜。近年来，瑞安市菜农联合

成立瑞安滨海花椰菜专业合作社，打造 10 万亩“夏种西瓜、冬种花椰菜”“鱼菜共生”的全产业

链基地，建立统一的育苗、农资标准，抱团闯市场，提高菜农收入。 蔡宽元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