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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江淮大地，晨霜悄隐，暖阳偶

现。长江与淮河面上，安徽公司7家火电厂

的燃料码头一派繁忙——等待卸煤的船只

穿梭不停，巨型卸船机抓斗来回舞动、张合

有力。在这波光粼粼的江淮之滨，20 台发

电机组正踏“浪”而行、一往无前。

位于安庆市东郊长江北岸的安徽安庆

电厂，以在安徽省实现首次提供对外移动

供热服务为节点，演绎出从电力单驱到电

热并济、从厂内自给到惠及全城的转型故

事。小小的移动供热车，宛如一条奔涌不

息的“暖动脉”，穿街过巷，为地方中小微企

业工业生产送去融融温情，注入澎湃动能，

成为区域能源高效利用、绿色发展的生动

范例。

破茧之思
谋变于能源转型

安徽公司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

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落实能源安全新

战略，能源转型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有力

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用能需求，有效

支撑美丽安徽建设。

今年，是安庆市实现“进百强、上台阶”

目标的关键一年，安庆经济和社会发展正

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作为皖西南工业重

镇，安庆产业集群林立，化工、纺织、食品加

工等行业蓬勃生长，却长期深陷蒸汽供应

困局。

以往，安庆市中小微企业常用分散式

小锅炉供汽。传统分散式小锅炉能耗高、

污染重、效率低下不说，频繁检修时常打乱

企业生产节奏，拉高运营成本。

为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减少大气污染

物排放，安庆市积极推进中小微企业锅炉

整治工作。彼时，安庆电厂手握先进发电

技术、充裕热能资源，望着墙外企业“饥寒

交迫”，厂领导班子萌生跨界供热设想：打

破电厂围墙束缚，让余废热“变废为宝”，岂

不是双赢良策？

想法虽落地，但道路却荆棘丛生。安庆

电厂内热网与外部需求间隔着复杂管网铺设

难题，老旧城区地下管线纵横交错，施工空间

逼仄，恰似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供热参数适

配也是棘手挑战，不同企业工艺各异，对蒸汽

压力、温度要求天差地别，如何精准调配、“私

人定制”？再者，供热安全保障需万无一失，

蒸汽高温高压，一旦泄漏就是重大事故，民众

担忧、企业顾虑，如巨石横亘前路。

攻坚之勇
革新于供热服务

“停水了，可以有送水车来送，现在如

果企业需要供热，也有送热车能上门服务

了……”安徽电视台到安庆电厂进行实地

现场报道。

去年底，为落实安庆市“煤改电”“煤改

气”等政策要求，该厂与国能安徽综合能源

公司联合攻关的对外移动供热项目成功投

运，为安徽省移动供热领域填补了空白。

一辆辆移动供热车，开创了“国能热力”品

牌新的创新点，成为安徽公司在综合能源

服务市场上奋勇开拓的缩影。

这种技术采用高性能和高稳定性的纯

物理蓄热工艺，将蒸汽存储在移动供热车

中，到用户侧再进行释放，打破了管道运输

的传统模式，是热量输送技术的一种革新，

在 30 公里范围内，能有效替代周边企业使

用各类小型锅炉。一辆车能提供 2 小时的

供热，仅目前现有用户，可实现每年供应

蒸 汽 量 约 12000 吨 ，年 减 排 二 氧 化 碳 约

2000 吨。

从成为安徽省首家对外移动供热的公

司，到被中国节能协会热电产业委员会评

为“综合能源示范基地”；从传统的“火电独

轮车”，到逐步形成电、热、风、光、水、气、储

于一体的“火电＋”综合能源示范基地，安

徽公司在电力产业综合能源发展之路上蹄

疾步稳，转型发展取得多项成效。

目前，安徽公司综合能源业务已形成

示范样板基地，央地合作伙伴超 100 个，涵

盖国有大中型制造业、新能源产业。今年，

该公司将进一步丰富商业模式，推动一批

需求侧联供综合能源系统项目实现投运，

逐步形成具有公司特色的安庆东部“综合

能源示范基地”。

惠民之果
造福于百姓生活

作为安庆市迎江区工业园区唯一的

热源点，安庆电厂以高质量建设迎江区工

业园清洁低碳综合能源供应中心为目标，

通过移动供热，有效解决了园区内原先燃

煤成本高、污染物排放控制困难等问题，

大大降低了用热企业生产成本，减少煤炭

消耗，减轻大气环境污染，对安庆地区的

节能减排和大气环境质量改善起到良好

促进作用。

伴随暖流畅通，园区中小微企业迎来

新生。告别小锅炉高昂燃料费、运维费，企

业财务报表“减负”显著，中小微企业逐渐

盘活资金回流研发、设备升级，新工艺、新

品类加速迭代，市场份额稳步攀升。以用

户之一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移动供热帮助其年用热成本直降180万元，

相当于让天然气锅炉节能20%。

相较传统燃煤小锅炉供汽，移动供热

让园区再无煤灰之扰、半夜熄火之忧；费

用还直降两成，让百姓直呼实惠。然而，

它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可靠蒸汽供应助

力地方中小微企业流水线高效运转，停工

检修频次锐减，订单交付周期大幅缩短，

化工企业原料利用率提升 20%，次品率降

低。环保红利显现，园区二氧化硫等污染

物浓度下降，蓝天常见、白云常伴，“煤烟

味”成过往，绿色形象立竿见影，吸引更多

合作商机与人才汇聚。企业家得以谋划

长远，加大技改投入、拓展市场版图，园区

创业活力、创新氛围愈发浓郁，形成良性

循环。

在“双碳”目标宏图下，安徽公司坚决扛

起绿色发展使命，以对外移动供热为笔，绘

就电热协同、清洁高效能源画卷，续写更多

“暖城佳话”。

安庆的移动供热车
——安徽公司创新供热方式助推中小微企业发展

■ 本报通讯员 马居易 本报讯（特约记者 王 婧）12月12日，

国家能源集团重点工程、乌海能源骆驼山

煤矿建设项目成功实现联合试运转，顺利

割下“第一刀煤”，比原计划提前19天，为乌

海能源释放资源储备、保障生产接续、延长

服务年限奠定坚实基础。

骆驼山煤矿设计生产能力150万吨/年，

是乌海能源首家使用无轨胶轮车进行工作

面安装的矿井。目前，该矿基建项目井巷工

程、土建工程、安装工程已完成年度投资计

划，各安全生产系统功能齐全完备，矿井灾

害治理前期工程达到预期效果，各项建设任

务正在有序推进。0901 首采工作面成功实

现联合试运转，对骆驼山煤矿建设项目后续

八大工程竣工验收起着决定性作用，为推动

该矿早日实现正常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乌海能源骆驼山煤矿
成功实现联合试运转

本报讯 （通讯员 包秋平 徐 颖）12

月 11 日，历时近 7 个月，神东煤炭布尔台采

煤沉陷区生态农业种植示范基地项目二期

工程顺利完工。目前，水电暖等配套设备

已安装完毕，经过棚内外温度监测，完全达

到育苗种植条件。

该项目于今年5月21日开工建设，总占

地面积约 470.9 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52 座

日光温室、1座育苗温室、2座连栋智能温室

以及智能集中控制中心、保鲜存放与化验设

施等。该项目主要种植日常食用的青椒、长

茄、西红柿、黄瓜等，可以满足公司 50 多个

食堂的用餐需求，有效提升采煤沉陷区综

合治理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神东煤炭矿区生态农业种植
示范基地二期工程顺利完工

初冬的准能矿区阳

光明媚，阳光透过玻璃

散射在哈尔乌素露天煤

矿供电队队长王宝玉的

办公桌上，桌前的一沓“金点子”——修旧利

废建议表格外亮眼。就是这些“金点子”，极

大提升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安全风险。

年初的一天，检修班班组长刘贝贝站在

废旧物资仓库前，眉头紧锁，正在为供电线

路配件不足发愁。他坚定地说：“我们不能

等靠要，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刘帅是检

修班组的老师傅，手里拿着一个废旧的电缆

耦合器端详着：“这东西，虽然看起来破旧，

但只要我们用心修复，就能让它重获新生。”

大家迅速行动起来，建立废旧物资回收

台账，对废旧电缆、电缆耦合器等设备进行

分类、回收和修复，全力解决配件不足问题。

经过团队的共同努力，今年以来，供电

队成功修复 93 个废旧耦合器，并将其再次

投入生产现场使用，节约成本50余万元。

此外，为了提高矿用电缆使用效率，降

低生产成本，供电队确定了“6 千伏高压拖

拽电缆硫化对接”攻坚项目。

“我们必须确保硫化对接后的电缆性能

接近原电缆，否则就会存在安全隐患。”多少

个夜深人静的晚上，班组长姚向南的办公室

总是灯火通明，他和同事们日夜奋战，反复

试验，不断调整硫化机温度、电缆导体焊接

要点等关键参数。经过反复实验，他们终于

确定了最佳硫化对接方案。投入生产现场

使用的硫化对接电缆，效果显著。截至目

前，供电队已完成硫化电缆144处、修复矿用

电缆92根，节约生产成本约500万元。

一个个“金点子”助力供电队安全生产、

降本增效。截至目前，该队年累计节约成

本600万元。

12月10日，新疆电力新能源公司的青年志愿者们来到新疆托里县乌雪特乡中心小学开

展“大风车”主题宣讲活动，为58名牧区孩子送去风电生产、安全用电等知识，并与孩子们开

展制作“大风车”模型、踢足球、谈心交流等活动，为孩子们打开认识绿色能源的大门，让热爱

自然、勇于探索的种子在这片充满希望的校园生根发芽。图为青年志愿者与哈萨克族小男孩

谈心交流。 通讯员 吴国政 高建桥 摄

速览速览新闻新闻

绿色能源点亮希望之光

“金点子”
创效六百万

■ 本报通讯员 倪 军

本报讯 （通讯员 代光祥）12 月 12 日，

贵州公司首台生态流量机组在红枫电站正

式开工，标志着贵州公司在利用生态流量

发电增收的道路上取得新突破。

贵州公司认真执行生态流量泄放任务，

面对水资源“闲置”，积极谋划生态流量水

资源的高效利用途径，通过反复调研、论

证，首台生态流量机组方案最终确定。该

机组设计装机容量750千瓦，主要利用红枫

电站机组停机时泄放的生态流量进行发

电，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入网模

式。项目预计2025年11月并网发电。

贵州公司首台生态流量机组开建国能相册

12 月 10 日，宁夏地区普遍降雪，气温

骤降，但宁夏煤业运销公司特种煤营销中

心主任王龙和块煤销售区域经理刘岩却顾

不上寒冷，驱车前往羊场湾矿煤场，了解近

期“香砟子”块煤生产及煤质情况。这里每

年供应“香砟子”块煤 75 万吨，主要煤种为

香砟子特优，面向甘肃临夏、甘南、定西和

青海西宁市周边地区销售。

“香砟子”块煤以其低硫、低灰、特低

磷、较高发热量和燃烧充分无烟气等特

性，成为宁夏、甘肃、青海等城乡居民冬季

取暖的优质燃料，在市场上享有良好声

誉。但面对日趋激烈的块煤市场竞争，如

何破解块煤销售难题，成为宁煤运销人的

当务之急。

“积极主动应对市场竞争，强化市场对

‘香砟子’品牌的认知，坚持‘营销增效’和

‘协同创效’同步推进，坚持保供稳价与增

量提质平衡发展，为块煤全年营销工作赢

得先机、争取空间。”运销公司年初工作会

为块煤销售指明了方向，向全体业务人员

发出了动员令。

很快，该公司领导分组带队进行市场调

研，与用户共同分析形势，介绍营销政策及

资源供应情况，现场协调用户诉求，提高产

品装车质量和现场服务质量。抓住市场淡

季空档期，开展“香砟子”品牌忠实用户授

牌宣传、现场试烧及发放宣传资料等活动，

进一步提升“香砟子”块煤品牌知名度。开

发 APP 客户端，推行面向终端市场的数字

化预约销售模式，目前需求旺季待装时间

从过去的10天以上降至平均36小时，为块

煤销售增销增效、完成全年各项任务奠定

了坚实基础。

此外，宁煤营销人员走访用户，帮用

户算细账，鼓励用户多窖存煤，增加淡季

拉运量，并根据用户全年合同兑现情况，

严格执行“淡旺季挂钩”政策。重点关注

宁夏区内和陕西、甘肃、青海等周边区域

用煤市场，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销售方

向和重心，不断开发新用户，扩大块煤市

场覆盖率。

进入 12 月以来，宁夏煤业持续强化

产、运、销一体协同，按照“以日保周、以周

保月、以月保年”的原则，抓好“吨煤必争、

能装尽装、能运尽运”三个关键，合理配

销、协调装运，对煤炭装、卸、运等关键环

节全程跟踪，确保块煤质量稳定可靠，实

现以“质”取胜，保障民生温暖。截至 12 月

10 日，块煤销售已完成 262.7 万吨。

（上接第一版）

“这个密度还稍稍差了一点，我们再调

整一下，十分钟后重新采样……”

“我们把设备搬到生产现场，随时采

样随时分析，这样数据更有时效性，调整

更便捷。”

“我们的目标是基于煤直接液化工艺，

创造出具有‘一大三高四低’特性的煤基特

种燃料——航天燃油。”

“这个密度完美，测了三遍绝对没问题！”

“马上采样，送去质检中心进一步化验

分析其他数据……”控制室内，所有人都守

在电话前，等待质检中心的分析数据。

当电话铃声在控制室内清澈地响起；第

一滴煤制油从生产线缓缓流出；数据满足要

求，油品合格产出……整个车间沸腾了，所

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激动与自豪的笑容。

这不仅是一滴油的诞生，更是中国煤制油技

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见证。

绿色：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共生

月光透过窗户，洒在繁忙的煤制油实

验室里。迟占秋和他的团队成员张继鹏正

埋头于一堆精密仪器前，屏幕上的数据跳

动着，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

张继鹏拿着手中的工艺卡片，说道：

“迟经理，这‘一大三高四低’的标准，真是

咱们煤制油人心中的灯塔啊。您说，这大

比重，真的能让油箱里的油跑得更远吗？”

迟占秋微笑着点头：“没错，就像我们

小时候梦想的那辆永远不会停的自行车，

大比重就是它的魔法轮胎，让每一滴油都

发挥到极致。”

日子一天天过去，两人无数次在密度

仪前调整、测试。一次，张继鹏兴奋地指着

屏幕上的数据喊道：“看！这次的热安定性

测试，温度再高，油品依然稳定如初，就像

自带了降温系统！”

迟占秋激动地对团队成员说道：“好样

的！这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我们对极

端环境下可靠性的承诺。”

然而，环保之路并非坦途。一天，中心

接到通知，要求进一步降低产品的硫、氮和

芳烃含量。

迟占秋坚定地说：“我们要为后代守护

这片蓝天，就要降低产品中的硫、氮、芳烃

含量，通知 107 单元优化一下生产流程，看

看能不能再进一步。”

转眼间，冬季来临，运行现场雪花纷

飞。一次偶然的机会，外操人员发现油品

在极寒条件下依然保持良好的流动性。

张继鹏兴奋地搓着手说：“这低凝点真

是个奇迹！即使在这么冷的天，我们的油

也能像春天里的暖流一样顺畅。”

迟占秋望向高耸的煤直接液化反应

器，感叹道：“是啊，就像我们煤制油人，无

论前路多么艰难，都要坚持走下去，为了更

清洁的能源，为了我们对生态环境保护的

庄严承诺，我们要让每一滴油都充满绿色

与希望。”

煤制油人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将

生态环境保护融入企业发展的每一个环

节。从生产过程的精细化管理到废弃物的

循环利用，从节能减排技术的应用到环保

设施的建设和完善，都力求做到最好。正

是这份对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执着追求和

不懈努力，让公司成为绿色发展的典范和

标杆。

责任：对能源安全的庄严承诺

在研发“航天燃油”的同时，煤制油人

没有忘记肩上的重任——为国家能源安

全护航。公司针对不同应用场景需求，定

制开发了一系列煤基特种燃料，探索燃料

在海、陆、空、天全领域的应用可能。从

深海潜水艇的静谧推进，到陆地装甲车

的迅猛突击，从翱翔蓝天的战机，到探索

宇宙的航天器，这些产品在民用航空、远

洋航行、太空探索等领域展现出无限潜

力，为国家能源安全筑起一道坚实的绿

色防线。

2013年3月，煤制油公司与航天科技集

团一六五所立项实施煤基航天领域特种燃

料联合研发，经过多年自主研发攻关，先后

完成配方研究、生产工艺开发、工业化生

产、台架试验研究，通过实装应用考核。承

担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前，煤基

航天煤油已参与多个型号液氧/煤油火箭

发动机热试车 800 余次，试车时长超过 13

万秒。2023年4月2日，煤基航天煤油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助力天龙二号运载火箭发

射成功，顺利将搭载的“爱太空科学号”卫

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煤基航天煤油首次

应用于火箭飞行和助力中国民营液体火箭

成功首飞。

在追求卓越的路上，煤制油人秉持着

勇于担当、主动作为的精神。他们深知，每

一滴“航天燃油”的诞生，都是对国家能源

安全的加固，对清洁高效利用煤炭的实

践。他们用自己的智慧与汗水，织就了创

新驱动的壮丽图景。

在煤制油事业再次起跑的历史节点

上，煤制油公司正如一颗璀璨的新星，以科

技为翼、以责任为舵，以更加坚定的步伐，

助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

展，把煤制油技术的航天梦融入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提供澎湃动力。

“香砟子”守护民生暖
■ 本报通讯员 吴 薇 王泽民

责任 国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