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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保障土壤不板结、不退化，实现

化肥农药低投入种植。

在甘肃，电力系统从未停止绿色

升级的步伐。在过去一年中，“双

碳”目标再次加快了低碳创新的速

度。借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

电力系统，甘肃的减碳技术越发多

样，减碳方略也逐渐清晰。

碳惠四方
甘肃地处西北内陆，土地广袤、

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发展

基地，也是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战略、区

位和通道优势。

在诸多通道中，电网是非常重要

的一类。过去几年，借助电网这座

“桥梁”，甘肃省内丰富的风、光、

水能资源得以外送，推动了甘肃新能

源大规模开发、传输、消纳良性循

环。

2021年上半年，甘肃新增以风

电、太阳能为主的新能源并网装机容

量85万千瓦，甘肃新能源利用率达到

96.61%，创历史最高水平。依托全国

电网市场，甘肃上半年向省外输送富

余风光电量27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5%，有效缓解了本地电源企业经营

秋来风景异，定西丰收时。在甘

肃省定西市香泉镇的马铃薯种薯产业

园，立放着一袋袋个头大、形状好、

芽眼小的马铃薯，农民们正分装着无

需人工进行田间管理而长出的“金蛋

蛋”。

这些高产量、优品质的马铃薯正

是通过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以下简

称“国网甘肃电力”）的黑科技——

光伏制肥培育出来的。所谓光伏制

肥，就是通过分布式光伏发电板产生

的电能带动特定装置，将空气中的氮

气和氧气结合产生氮氧化物，最终产

生氮肥，并利用电动滴管装置精准施

借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甘肃的减碳技术越发多

样，减碳方略也逐渐清晰。

西北大地的减碳方略：甘肃
文／王震   贾一凡

这一年 甘肃双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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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力将提升至4200万千瓦以上，

“十四五”甘电外送将超过3000亿千

瓦时，其中，清洁能源电量占比将超

过35%。

2021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明确

指出要着力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

型电力系统。

这是传统电力系统的跨越升级，

主要表现为新能源成为装机和电量主

体、发用电一体“产消者”大量涌

现、以大电网为主体的多种电网形态

相容并存、运行机理和平衡模式深刻

变化。

压力，同时，受端省份实现二氧化碳

减排2762万吨。

让减碳成果惠及四方的基础，正

是特高压。过去几年中，国家电网已

先后建成了酒泉至湖南、青海至河南

等特高压工程，建成河西走廊750千伏

第三通道，将甘肃省跨区跨省输电能

力提高到2930万千瓦，为甘肃省新能

源开发和外送提供有力的电网支撑。

同时，加快推进陇东至山东特高压直

流工程，促进新能源消纳，助力污染

防治攻坚战，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

展。

预计到2025年，甘肃跨省跨区输

过 去 几 年 ， 借 助 电 网 这 座

“桥梁”，甘肃省内丰富的

风 、 光 、 水 能 资 源 得 以 外

送，推动了甘肃新能源大规

模开发、传输、消纳良性循

环。

电气化铁路与750千伏电网的“碰撞”。摄影 
/ 万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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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般企业碳交易渠道，也在平凉市

走出了一条经济欠发达地区“双碳”

行动落地的“新路子”。

除了促成碳交易，2021年1月，

国网甘肃电力创新打造“碳达峰、碳

中和”体系，组建柔性团队倾力打造

智慧观碳决策分析平台。

这个平台通过梳理发电企业、重

点排碳行业、能源结构、碳汇等多源

数据，凝炼出两百多项碳排放因子，

结合甘肃省能源结构特点，根据时

域、地域、类型和行业等维度，搭建

碳核算模型。通过接入全省发电量、

含碳排放发电量、零碳排放发电量、

外送电量、重点排碳行业用电量等数

据的计算，监测分析省、市、县三级

碳排放指数，以及碳强度指数和碳汇

指数，实现了“双碳”的数据监测、

指数计算和智慧预警。

截至2021年8月底，平台建设

已覆盖甘肃14个市州，8大重点排碳

行业，其中火电厂67家，水电厂601

家，风电厂93家，光伏电厂687家，将

对已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管理

的19家重点排放单位进行重点监管。

“碳”路乡村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

指导意见》出台。在这份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2.0版本”中，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被放在重要的

8月10日，在第四届甘肃·祁连

山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

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太阳能部主

任李灿进一步提出了“减碳方略”：

“甘肃可以通过消纳可再生能源电力

制氢，再进一步生成液体燃料，从而

能够实现太阳能的集中储存，实现资

源化利用。”

绿电制氢，这既是当下行业共同

努力的方向，也有望成为甘肃落实

“双碳”目标的又一条路径。

点碳成金
8月27日，国网平凉供电公司联合

国网思极飞天公司共同推动将平凉市

一家光伏电站上网电量开发形成“碳

资产”，与新加坡BITGREEN 公司签

署协议，将62.3万千瓦时上网电量形

成的碳资产出售给对方，可抵消二氧

化碳排放约486吨。

这种模式是新能源发展中商业

模式上的一次创新，也是绿碳交易

和乡村振兴结合方式的一次创新，

更是甘肃打造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

电力系统发展路径的一次创新，为

“十四五”全省新能源项目开发提

供了思路。

借助“双碳”目标落地的机遇，

推动开展中小型新能源企业碳资源交

易，可以协助新能源发电企业进行碳

资源开发和碳市场交易。

可以说，点“碳”成金彻底打通

“十四五”发展目标与任务：
◎ 用好碳达峰、碳中和机遇，推

进能源革命，加快绿色综合能源基地

建设

◎ 打造国家重要的现代能源综合

生产基地、储备基地、输出基地和战

略通道

◎ 坚持把生态产业作为转方式、

调结构的主要抓手，推动产业生态

化、生态产业化，促进生态价值向经

济价值转化增值

◎ 加快发展绿色金融，全面提高

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2021年重点任务：
◎ 编制省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 鼓励甘南开发碳汇项目，积极

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

◎ 健全完善全省环境权益交易平

台

甘肃省“双碳”目标与任务

这一年 甘肃双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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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新建10千伏临舍线1号至2号铁塔

导线展放等建设任务的顺利完成，标

志着陇南“电力生命线”示范工程全

面竣工。

陇南“电力生命线”示范工程总

投资4040万元，共建设10千伏线路

53.84千米。工程采用差异化设计，极

大增强电网抵御暴洪、泥石流等自然

灾害的能力，有效提高该地区供电可

靠性和整体供电能力，保证自然灾害

情况下沿线乡镇政府、医院、通信、

应急部门等重要用户有坚强可靠的

“电力生命线”来保障供电。

为进一步补齐农网短板，今年国

网甘肃电力投资16.99亿元实施2021年

农网巩固提升工程，新建改造10千伏

线路1636.59千米，将农村户均配电变

压器容量提升到2.29千伏安，为农业

生产、乡村产业、农民生活电气化提

供可靠电力保障。

同时，国网甘肃电力结合特色农

业、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以绿色

电力为核心，打造独具农村地方特

色的绿色能源项目。推进“以电代

煤”“以电代薪”“以电代油”等电

能替代发展，完成300个乡村餐饮经

营户电能替代，推广80个电气化畜牧

养殖点，建立80个电气化水产养殖

点，培育15个农产品电气化烘干点，

目标是探索构建以电为中心，辅以多

种能源的农村综合能源服务体系，推

进农村能源高效清洁化利用。

电力数据，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

除了生态保护，乡村振兴也和

“双碳”目标联系在一起。

“十三五”以来，国网甘肃电力

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发挥行业优势，累计投入农网改造资

金142亿元，提前一年完成“一区一

州”及18个省定深度贫困县脱贫攻

坚电网工程，贫困村动力电实现全覆

盖，“两率一户”指标达到国家脱贫

标准，实现了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由

“用上电”向“用好电”的转变。

当下，乡村振兴和“双碳”目标

更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8月下旬，35

千伏临江变电站2条10千伏出线间隔调

位置。

为此，今年以来，国网甘肃电力

发挥电力大数据优势，开发了“电眼看

黄河”“电眼看祁连”等大数据产品。

其中，“电眼看黄河”是在智慧

环保用电监测平台基础上，进一步围

绕多维环保指标监测分析、散乱污企

业发掘分析、智慧环保用电监测指数

研究及构建、排污许可证企业监测、

特定区域污染情况监测而形成的平

台；“电眼看祁连”则是通过在设备

进线口加装监测模块，可实现快速采

集设备用电电压、电流、功率等数

据，实现企业环保设备的精准画像，

构建数字化祁连生态保护监控系统。

两者对象不同，但意义一致，即通过

夕阳下的三十里井子风电场风机剪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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