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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州有辽阔的草原，也有肥沃的耕
地，同时，这里也是国家重要区域能源接续
基地，资源灿若繁星，富光丰水风好。尤其
是水、光、风、地热等清洁能源资源，让海南
州这些年从增速奔向提质，释放出空前活力
效应，实现了在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建设中走在青海全省前列。

一缕阳光蕴藏的能量有多大一缕阳光蕴藏的能量有多大？？

海南州年平均日照时间 2719 小时，拥
有大面积戈壁荒滩，这些特点致使海南地区
的太阳能资源丰富。正因如此，为光伏发电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海南州光伏产业起步于 2012 年，经过
11 年的发展，如今光伏产业在这里茁壮成
长，且借“光”生金，发展光伏产业，优化提升
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源源不断
的绿色能源加速反哺绿水青山，为海南这片
大地带来勃勃生机。目前，已有91 家新能
源企业入驻海南州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
截至2022年底，清洁能源装机容量4314万
千瓦，并网装机容量2094万千瓦，占全省装
机容量的51.39%；数据显示，根据现有海南
州清洁能源装机容量测算，年固碳量可达
2.75万吨，节约标煤1430.24万吨，减排烟尘
1827.13吨，减排二氧化碳4341.8万吨，减排
一氧化碳3831万吨，减排二氧化氮16.45万

吨。
“十四五”期间，海南州以国家建设沙

漠、戈壁、荒漠地区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为契
机，在州内共和、同德、贵南、兴海等戈壁地
区建设光伏发电基地，计划建设 4213 万千
瓦光伏发电项目。

可以说，未来三年，海南州以打造清洁
能源高地为突破口，向绿色发展、高质量发
展迈进。

一河清水创造的生态环境效益有多大一河清水创造的生态环境效益有多大？？

黄河在海南州境内流经411.3公里，是
水电资源的“富矿区”。2021年12月26日，
位于海南州兴海县与贵南县交界处的黄河
干流的黄河羊曲水电站工程开工建设。黄
河羊曲水电站是青海省青豫直流特高压外
送通道的重要配套支撑调峰电源，建成后，
青海省青豫直流特高压外送通道即可满负
荷送电。

2012年，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
发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提出了“水光互
补”的概念，并于2013年建成龙羊峡水光互
补一期320兆瓦并网光伏电站，2015年6月
装机总容量850兆瓦、占地面积约25平方公
里的水光互补光伏电站在塔拉滩全部建成。

如今，850兆瓦的电站一年可发电14.94
亿度，对应到火力发电相当于一年节约标准

煤 18.356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48.09
万吨，水电站送出线路年利用小时可由原来
运行的4621小时提高到5019小时。

2022年6月26日，龙羊峡水光互补电站
正式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全球最
大装机容量的水光互补发电站。

沉睡中的沉睡中的““宝藏宝藏””潜在价值有多大潜在价值有多大？？

2011 年 9 月，由原省国土资源厅立项、
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勘院承担、布置
在共和盆地恰卜恰镇塔迈地区的第一口
DR1 地热井成功钻出大流量深部地热水，
地热井于5月安装开钻，8月17日至9月11
日开始抽水试验，涌水量为每天871.26立方
米，这表明这一地区是地下热水资源富矿
区。

DR1 地热井的钻探成功，标志着恰卜
恰地区地热勘查取得突破性进展。而2013
年在州藏医院热水井加深孔成功钻探出的
干热岩，是我国成功首次钻获发现干热岩，
属国内能源领域重大发现。

经过多年连续勘查，海南州发现共和盆
地拥有国内最好的干热岩资源，呈集中连片
分布，开发开采条件优良，被业内专家誉为
中国热盆和中国的温泉之乡、地热之城、干
热岩之都。

（特约记者 才让本）

这里新能源产业“风光无限”
本报讯（特约记者 高岳）共和县充分利

用高原独特冷凉水资源天然优势，以实
现绿色有机发展为目标，重点打造龙羊
峡三文鱼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养殖基
地，三文鱼养殖蹚出了一条富民强村的
新路子。

紧紧围绕现代渔业、智慧渔业、生态
渔业的核心方向，严格按照沿黄水库养殖
容量控制指标，合理布局、集约养殖，打造
集养殖、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
链，将龙羊峡库区建成为亚洲规模领先、
国内唯一全年可不间断稳定供货的智能
化三文鱼养殖基地，推动冷水鱼养殖产业
提质增效，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和潜力。截
至 2022 年年底，全县三文鱼养殖 500 亩，
年产量约 1.2 万吨，国产三文鱼市场占有
率 超 50% ，成 为 全 国 渔 业 市 场 的 主 流 力
量。

三文鱼远销俄罗斯、日本，产品质量达
到国际水平，成功成为杭州亚运会官方供
应商，截至 2022 年，三文鱼年销售产值 5.6
亿元，上缴利税约 2500 万元；三文鱼被农
业农村部、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评为中国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成功获得 ASC、BAP 国际
双认证和 HACC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
证。

共 和 县 依 托 自 有 国 际 赛 事 ，将 高 品
质三文鱼与运动健康理念、旅游文化相
结合，积极举办中国峡湾挑战赛、50 公里
国际高原越野赛等赛事，打造出了口碑
更好、影响力更大的国产知名三文鱼品
牌。

本报讯（特约记者 俄日措）近日，青海
省水利项目海南州分会场开复工仪式在贵
德县举行。据了解，今年贵德县将开工建设
水利项目 22 项，总投资 2.8 亿元，涵盖水资
源优化配置、小流域综合治理等方面，通过
这些水利工程的实施，水利工作必将再上台
阶，也将为贵德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
力。

近 年 来 ，贵 德 县 认 真 按 照 习 近 平

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在省委省政府、
州委州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业务主管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统筹推进水灾害防
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
理，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
的治水难题，水利治理能力和水平实现
整体性提升，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撑。

开局就是决战，起跑即是冲刺。贵德
县将把加快项目建设和力建优质工程贯
穿全年，确保项目“节点到点、进度到达、
质量优良”。面对项目建设中的要素制
约，强化跟踪服务、主动靠前服务，全天候
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同时，持续下好项目
招引“先手棋”，打好项目建设“攻坚战”，
履职尽责担当，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

本报讯（特约记者 高岳）为持续巩固“城
镇就业和农牧区劳动力转移人数创历史新
高”的胜利果实，共和县落实落细就业优先
政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从“开、促、拓、
兜”四个方面打基础、谋长远，一头心系万家
灯火、一头紧抓经济大局，保障民生福祉全
面增进。

以人岗匹配、精准对接为目标，深入企
业实地调研，精准刻画企业所需劳动者“画
像”，摸底数、明需求，广泛开展“春风行动暨
就业援助月”“民营企业招聘月”“抖音带岗
直播”等活动，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常态长
效供需对接平台，线上线下齐发力，时间更
灵活、方式更亲民。

抢抓施工黄金期，在交通、水利、农业农
村、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入挖掘，下达16项操
作性强、便于群众参与、赈济效益突出的以
工代赈重点项目，建立健全项目谋划、审批、
施工、竣工验收分阶段、全过程以工代赈劳
务报酬发放监管长效机制，切实做到了拓岗
位、稳就业、保民生。

加强与省内兄弟州县的沟通协调，一年
来共收集61家企业用工信息2141条，进一步
拓宽劳动力就业渠道。突出社区主体作用，
充分挖掘社区吸纳就业潜力，积极培育发展
社工、志愿、慈善等服务机构，在社区治理、
敬老养老、社区网格员等领域提供专职就业
岗位233个，不断开拓公共服务领域就业空
间。

面向外来务工、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
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残疾人等困难人员发
放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464.8 万元、享受人数
474人；通过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残疾人32
人，发放公益性岗位补贴和社保补贴 69.65
万元，切实增强群众安全感、获得感、幸福
感。

今年贵德县将开建水利项目22项

共和县三文鱼养殖
打开致富门

本报讯（特约记者 增太加 贵南宣 摄影报道）
春风送暖，万物复苏，眼下正值春耕备播的关键时
期。走进沙沟乡德茫村七社核桃滩，16座温室大棚
整齐划一地排列在田间地头。棚内，沙沟乡的乡、
村两级干部 40 余人正在热火朝天地松土、栽种苗
子，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据了解，在此次种植中，10座大棚种了水果玉米，
6座大棚种了青椒、菜瓜、萝卜、韭菜等蔬菜。在种植
前沙沟乡政府组织召开了群众代表大会，与村干部、
村民代表进行交流谈心，带领村“两委”班子前往兄弟
县观摩学习，结合实际制定了德茫村蔬菜大棚种植方
案，为大棚产业发展“精准把脉”。提前做好了采购菜
种、化肥、地膜、翻土浇水等前期工作。同时，在种植期
间还邀请了当地有种植经验的“土专家”，手把手教大
家如何种菜，干部群众一起栽种，确保成活率。

下一步，贵南县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一步加大防返贫监测力
度，健全完善防返贫监测机制，防止大规模返贫现
象发生。围绕增加农牧民群众收入这个核心，深入
实施乡村“五大振兴”和“八大行动”，坚持短平快原
则和注重产业发展这一要求，确保脱贫群众人均纯
收入实现“两个高于”目标，多措并举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千方百计让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

贵南：松好土种好苗干群齐心共致富

共和“四季”抓就业
守护万家“民生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