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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云：

新能源赋能县域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文/图

近年来近年来，，紫云自治县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紫云自治县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紧紧围绕紧紧围绕““四新四新””主攻主攻““四化四化”，”，牢固树立牢固树立““产业优先产业优先、、项目为王项目为王、、效益为本效益为本””
理念理念，，把新能源项目作为工业补短强力抓手把新能源项目作为工业补短强力抓手，，充分利用全国生态县的丰富自然资源充分利用全国生态县的丰富自然资源，，加大投资力度加大投资力度，，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
势势，，不断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1至7月紫云自治县工业经济累计增速
44.9%，其中7月份工业经济增速达49.7%新高，位
居全市第一，实现工业经济提速增长，助推了县域经
济发展。

亮眼的数字背后，是紫云转变过去“以石为主、
与‘石’俱进”的工业发展思路，牢牢把握国家推进绿
色低碳发展战略机遇，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资
源优势，积极推进现代能源产业建设，助推现代新能
源产业快速发展取得成效。

2020年以来，紫云获得指标的现代新能源项目共
18个，总装机161万千瓦，总投资约88亿元。目前，已

经建成5个项目，在建2个项目，拟建项目11个。
“今年，我县工业经济增速快主要原因，是已建成

的中核后窑、麻园农业光伏发电站和马鬃岭风电场，
以及中核紫云200兆瓦、中核猫营100兆瓦储能电站
等5个项目产生了较好经济效益成果。”紫云自治县
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陈佳兵说，比如，2023年7月并
网发电的马鬃岭风电场，去年完成工业总产值2554
万元；预计今年贡献工业总产值3000万元以上。

此外，今年紫云工业经济增速加快的另一个直
接因素，是紫云在建的大唐农业光伏发电站和火花
二期农业光伏发电站陆续并网发电产生经济效益。

今年，紫云计划开工建设6个现代新能源产业，
其中，火花、庙湾、四大寨、松山风电场，总装机26万
千瓦，总投资15亿元；马寨一期农业光伏发电站，装
机10万千瓦，总投资4.8亿元；坪上风电场，总装机
5万千瓦，总投资3.3亿元。

已建成新能源项目5个，通过这些新能源项目的
陆续建成投产，新能源产业体系将得到优化，也将进
一步推动县域工业经济的转型升级，紫云在转化可再
生资源、保障群众绿色用电的同时，将找准风力发电、
光伏发电、水力发电与旅游的契合点，大力发挥资源
禀赋，让能源产业与农业、旅游实现有机融合。

搬运材料、安装光伏架子、铺张光伏板……近
日，记者来到火花二期农业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现场
看到，工人们各司其职、干劲十足，一派繁忙景象。

“该农业光伏电站项目开工建设以来，我就一直
在这里务工，主要进行搬运沙子、光伏板、挖桩基等
工作，一天能挣140元钱，家门口干活赚钱不错的。”
在火花二期农业光伏电站项目工地干活的本地村民
雷文信如是说。

火花二期农业光伏电站，于2022年开工建设，
装机20万千瓦，总投资9.2亿元，目前已并网141兆
瓦，完成光伏组件安装169兆瓦，2023年贡献工业
增加值2186万元。项目全部建成并网，可贡献工业

增加值增量2000万元以上。
同样，在建的大唐农业光伏电站项目，装机10

万千瓦，总投资4.7亿元，占地面积2600亩。该项目
建成后，每年可为电网提供1.3亿度电，年产值约
4700万元。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0.86万吨，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17.97万吨，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环
境效益。目前，已有该项目升压站已带电，首批光伏
板并网发电。

紫云除了上述两个建设中的农业光伏电站外，
已经建成的中核后窑、麻园农业光伏电站，2023年
分别完成工业产值5145万元、1715万元，今年的工
业产值预计比去年有所增加。

“中核后窑、麻园农业光伏电站项目和中核火花
二期农业光伏电站项目，占地涉及火花镇磨安、洗
湾、纳磨、克田、九岭、兴合等村，总占地面积1万余
亩。大力发展农业光伏电站项目，不仅盘活了大量
荒山坡，更有效带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搭上绿
色发展的‘快车道’。”陈佳兵说，建设农业光伏电站
是推进现代能源基础建设的一大举措，建成的农业
光伏电站不仅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还让原本光秃秃
的荒坡成为一道靓丽风景线，让观光旅游助推乡村
旅游发展。

如今的紫云，一排排深蓝色的光伏板鳞次栉比，
闪耀着“绿色”经济之光。

位于紫云城北的马鬃岭，山峦连绵数十里，形状如马鬃，故而得名。
群山环绕，风起云涌。站在这座海拔1681米的高山上，一台台风力

发电机整齐排列，蔚为壮观，紫云马鬃岭风电场坐落于此。
马鬃岭风电场于2022年7月开工建设，2023年7月建成并网发电，

截至今年7月，已发电2亿千瓦时。
“该风电场项目总投资6.5亿元，装机容量10万千瓦，采用20台单机容

量5000千瓦时风力发电机组，每年可为电网提供清洁电能约2.1亿千瓦时，
每年可节约标准燃煤6.27万吨。”紫云马鬃岭风电场运行值长陈英逸如是
说，风力发电不仅清洁环保，可再生，基建周期也短，装机灵活，运行成本低。

“装运风力发电机组修建的便道路，为人们到马鬃岭观看日出日落
提供了交通方便，助推了本地乡村旅游的发展。”五峰街道党工委委员黄
平如是说。

“发展风电项目，不仅对环境保护具有积极作用，也为完善我县新能
源产业结构起到重要推动作用。”陈佳兵说，紫云引进的中水公司在火
花、庙湾、四大寨、松山等地建设的四个风电场，装机共26万千瓦，总投资
15亿元，正在积极做筹备工作，预计今年10月开工建设。以及引进华能
公司在猴场坪建设风电场，总装机5万千瓦，总投资3.3亿元，也在做前期
准备工作，预计今年底开工建设。

此外，计划2025年开工建设的华能猫营镇白岩风电场、广东能源猴
场一期风电场、中核松山街道风电场、华电火花浪风关和火花兴合风电
场等项目正在进行备案核准工作。

可以预见，沟壑纵横、山势陡峭的麻山脊梁上，将呈现风机林立，劲
吹绿色发展之风。

走进猫营镇大河村中核紫云储能电站，山间绿意盎然，一排排形似
集装箱的白色储能电池仓在阳光映照下，显得格外亮眼。

近年来，紫云大力发展农业光伏电站和风力发电站，由于“风电、光电”具
有间歇性、随机性、波动性等特点，属于不稳定电源。由中核汇能贵州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紫云储能电站，是目前全省首座集中式、数字智能化、
规模最大的储能电站，坐落在大山中犹如一个巨型“充电宝”。

“今年1月至7月，我县的两个储能电站，通过用电低峰期储电，用电
高峰期放电，总计为电网送出7000万度电。”中核紫云储能电站检修员
周子涵说，该储能电站2小时可以储满38万度电，可以满足4.7万户居民
高峰时段用电需求。

“从农业光伏发电站和马鬃岭风电场储入储能站‘充电宝’的电是0.2
元1度，放入电网的电是0.7元1度，通过一储一放，每度电增值0.5元。”
陈佳兵说，该储能电站的建设，破解了风与光“看天吃饭”的难题，储能电
站充分利用农业光伏电站、风电场传来的电能，在用电低峰时段充电，让
风、光等间歇性、低密度的可再生清洁能源得到广泛、有效利用，保障电
网安全经济运行。

麻山腹地好风光，绿色发展正当时。随着一批批新能源项目加紧建设，
紫云正不断优化产业体系，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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