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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中的南川工业园区，数据中心
的灯火与天边未褪的霞光交织，像一片
缀满星辰的绿洲。在这里，光伏板的银
辉与算力设备的蓝光不再是冰冷的工
业符号，而是生态与科技共生的鲜活注
脚——当青海的风、高原的光化作数字
经济的“血液”，当企业车间的余热与废
料在循环中重获新生，我们真正读懂了

“绿色转型”的温度：它不是牺牲与取
舍，而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与创造性转化。

南川的探索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打破了“生
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两难”的惯性思维。冷凉气
候成了算力中心的“天然空调”，工业余热化作
冬季的供暖热源，连生产废料都在闭环中寻得
新的价值坐标。这种将地域禀赋编织进产业的
智慧，让绿色成为滋养新质生产力的养分。

更令人触动的，是园区里那些专注的身
影：运维工程师为数据中心节能方案争论不
休，企业负责人对着循环经济流程图眼中有
光，政务专员在审批文件中精准捕捉政策红
利。他们脚下的土地曾是工业重镇，如今却在
双碳浪潮中重构发展逻辑——这不仅是技术
的突破，更是发展理念的蜕变。当“零碳”从口
号化作车间里的蒸汽回收管道、政策文件中的
精准条款、科研实验室的废硅料纤维，我们看
到的是“国之大者”与西宁实践的生动呼应。

挑战依然横亘在前，但南川人眼中的坚定
让人相信：当绿色发展不再是迫于压力的选择，
而是融入血脉的创新自觉，那些闪烁的灯火便
不仅是工业的光芒，更是一个园区向未来递交
的答卷——它证明，只要守住与自然共生的初
心，紧握科技创新的钥匙，每个地方都能在时代
命题中写下属于自己的破题之笔。（记者张永黎）

上午9点，记者来到中国联通三江源绿电智
算融合示范园，一排银灰色的数据中心机房正在
试运行。“我们的算力中心全年314天可利用自然
冷却，能耗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40%。”南川工业园
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的介绍，揭开了南川绿电算
力的神秘面纱。

青海的冷凉气候与丰富绿电，本是发展数据
中心的“天然优势”，但如何将这些优势转化为实
实在在的产业竞争力？

南川工业园区给出的答案是“园中园”模式。
在占地1750亩的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内，中

国联通与天合光能共建6MW“风光储充算”一体
化项目已初具规模。3台10千瓦的风力发电机矗
立在园区角落，与屋顶的光伏板、地下的储能电
池形成微电网，为算力中心提供“自发自储自用”
的绿色电力。

“传统数据中心从拿地到运营需要3-5年，而
我们租用园区机架，3个月内就能投产。”一家算力
企业负责人李总指着窗外的标准化厂房说。这种

“拎包入住”的模式，正是南川园区针对算力企业
痛点推出的解决方案。通过统一建设数据中心基
础设施，提供直达国家一级骨干节点的20毫秒低
时延网络，园区已吸引中国移动、阿里云等头部企
业落户。

在青海丽豪清能股份有限公司的还原炉车
间，高温蒸汽正通过管道输送至隔壁的数据中
心。“我们将多晶硅生产的余热回收，用于算力中
心的冬季供暖。”公司负责人的讲解，为我们揭开
了“光伏储能+算电协同”的深层逻辑。公司负责人
话音未落，身着深色工装主管园区招商的经济和
科技发展局副局长任志斌已带着几位企业代表走
了进来。“这是今年我们招商引资引来的企业。”这
是他今天走访的第三个车间。“外地来的合作伙伴
总担心产业链协同效率，带他们看看生产线旁的
实时对接，比任何PPT都更有说服力。”在南川，像
这样“嵌入式”的政务服务早已成为常态，园区服
务从不局限于写字楼，而是扎根在生产线旁、项
目工地上，用脚步丈量企业的每一处痛点。

沿着产业链条深入，记者发现南川的绿电算
力并非孤立发展。在光伏领域，晶科、高景、天合等
企业已形成从硅料、硅片到组件的全产业链，单晶
硅产能占全国21%；锂电产业则集聚了比亚迪、时
代新能源等龙头，构建起从正极材料、电池制造到
储能系统的完整闭环。当绿色算力加入，三大产业
形成“光伏发绿电、锂电储电能、算力用绿电”的循
环体系，单位GDP能耗较传统园区降低30%。

下午2点，记者走进青海高景太阳能
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作为青海首家
入选“中国制造业民营500强”的企业，高
景的转型之路正是南川零碳园区建设的
缩影。在切片车间，智能化设备正将单晶
硅棒切割成薄片，而屋顶的分布式光伏
板，正为这条生产线提供15%的电力。

数据显示：2024 年，园区单位工业
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12%，光伏和锂电企
业的绿色电力使用率均超70%。这些数据
的背后，是一系列硬核措施：青海丽豪

的蒸汽回收项目每年可节约 2.87 万吨标
煤，相当于减少 7.45 万吨二氧化碳排
放；高景太阳能的数字化节能改造，让
单晶硅生产电耗降低 15%。

“我们不仅关注生产环节，更注重全
产业链的碳足迹管理。”园区经济和科技
发展局负责人展示了一份特殊的报告——
高景太阳能的组件产品已通过法国ECS碳
足迹认证，这意味着其产品在国际市场
上获得了“绿色通行证”。截至2024 年，
园区已有8家企业获得国家级或省级绿色

工厂认证，晶科能源更成为行业首个I型
零碳工厂标杆。

在青海泓悦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的车间，废钢材经过破碎、分拣，正变
成优质的再生原料。这家专门处理光伏
企业废料的公司，是南川循环经济体系
的重要一环。“我们与丽豪、高景等企业
建立了废料回收机制，每年可处理10万
吨废钢，相当于减少20万吨碳排放，年
回收拆解2万辆报废机动车。”公司负责
人介绍道。

下午4点，在园区政务服务中心，
“万能综合窗口”格外显眼。“我们设立
这个窗口，就是要专治企业的‘急难愁
盼’。”该中心负责人的话，道出了南川
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

在青海泰丰先行锂能科技有限公
司的会议室，墙上挂着的“政策直通
车”流程图引人注目。从国家的“东数
西算”工程到《青海省促进绿色算力产
业发展若干措施》，每一项政策都被细
化为具体的落地条款。“园区帮我们申
请了中央预算内节能专项，仅窑炉尾
气余热利用项目就获得 2000 万元支
持。”公司财务相关负责人说。

这种政策落地的“精准度”，源于
园区建立的“三级包联”机制，管委会
领导班子牵头、项目专班跟进、专员全
程服务。在中国移动（西宁）绿电智算
中心项目现场，专员小李正协调解决
用地审批问题，“我们实行‘拿地即开

工’，从工商注册到投产达效，全程有
专人对接。”2024 年，园区通过“走出
去、请进来”对接企业20余家，新落地
项目5个，省外到位资金60亿元。

在中国联通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
示范园内，运维人员马光清正与联通
技术团队热烈讨论。“近期有一家游戏
渲染公司入驻了我们企业，后台运维
全由我们青海小伙子在做。”这种“政
产学研”的深度融合，正是南川培育新
质生产力的关键一招。

数据显示，2024 年园区新增高新
技术企业3家，科技型企业5家，研发
投入达 11 亿元，授权专利 157 件。在
圣源地毯的实验室，科研团队正利用
光伏废硅料开发新型地毯纤维，这种

“变废为宝”的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园区设立了科技专项资金，鼓励
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园区经济和
科技发展局负责人说。

站在南川工业园区制高点极目远眺，
远处鳞次栉比的分布式光伏矩阵与近处科
技感十足的算力中心机房构成和谐图景。
在这幅绿色发展的画卷背后，多重挑战依
然横亘眼前：光伏电站指标审批周期较长、
零碳园区建设存在融资压力、物流运输网
络亟待优化……这些现实课题，正考验着
南川人的创新智慧。

园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透露，根据规
划，2025年底前将建成全域虚拟电厂智能
管理平台，届时清洁能源供电比例将突破
50%大关。同步推进海南州2.2吉瓦清洁能
源基地建设，配套的700兆瓦时储能系统建

成后将有效平滑电力输出曲线。
目前园区正积极申报国家绿色能源示

范园区试点，着力构建跨区域“源网荷储”
协同体系，通过智慧能源管理系统破解电
力时空错配难题。

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南川的
竞争从未停歇。当内蒙古鄂尔多斯、宁夏银
川等园区也在布局零碳产业时，南川的独特
优势何在？“我们有完整的光伏锂电产业链，
有成熟的绿电算力生态，更有‘双碳’战略下
的政策红利。”园区管委会零碳产业园建设
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话，道出了底气所在。

这份底气，是创新引擎轰鸣的回响！一

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强势突破9亿元，工业投
资占比超 60%，首季即冲刺出“开门红”的
答卷；限上批发业销售额达45.8亿元，同比
翻番，中国石油单企贡献率近九成；外贸进
出口额更是增至 7.98 亿元，同比增长 5.4
倍，青海弗迪以 94%的绝对主力托举起园
区外贸跨越式腾飞！

此刻的南川，正以创新为笔，在双碳答
卷上挥毫落墨——全速推进锂电、晶硅行业
全国首个可复制零碳标准制定，同步依托“东
数西算”与东部地区共建数据交易中心，形成

“数据向西、算力向西、价值向东”的双向奔
赴，这就是南川向世界递出的绿色名片！

4月15日，西宁南川工业园区在春日的暖阳中展现出蓬勃生机。光伏组件生产线在阳光下
闪烁着银色光芒，数据中心机房的散热风扇有序运转，与远处的风力发电机形成和谐的工业图
景。带着“绿电如何催生新质生产力”“零碳园区怎样破局双碳挑战”的疑问，晚报记者走进了
这片占地31.38平方公里的园区，探寻其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间的平衡之道。

绿电算力之问：
当清洁能源遇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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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园区之考：工业重镇如何蝶变绿色标杆？

营商环境之思：
政府服务如何激活企业创新？

未来之路：在挑战中寻找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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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电灯火绿电灯火映西宁映西宁
——南川工业园区零碳转型一线探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