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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张周平建议

打造中国西部绿电长廊
近日，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政

协委员、农工党青海省委主委张周
平建议，当下，有必要从国家层面规
划建设“中国西部绿色能源典型示
范区”，将西北的风光热电、西南的
水电资源有效结合，形成中国西部
的绿电长廊。

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我国风
电、光伏发电快速发展，水电保持平
稳较快发展，2020 年，我国可再生
能源发电量达到2.2万亿千瓦时，占
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达到29.5%。

“特别是目前配套技术最成熟、
运行效率相对较高、规模最大的青
海版水光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利用

模式，既是改善能源结构、保障国家
能源安全的有效途径，更是降低碳
排放、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措
施。”张周平表示。

但张周平指出，中国西北地区
虽然光、风资源富集，可供建光伏、
风力发电的土地较大，发展前景良
好，但因可利用水电资源较少、水电
站规模小，受水光容量配比限制，丰
富的风、光、热电能难以依靠水电平
衡形成绿电得到利用。

张周平介绍，除青海省之外，
陕、甘、宁、新的新能源仍然依靠煤
电等来平衡，这严重制约了风、光、
热电资源的大规模有效开发和绿电

的形成。
同时，张周平认为，中国水电资

源充足的西南地区，虽然风光资源
充足，但受土地资源、日照时长等限
制，风光利用率和电能转换效率远
低于西北地区，发展风、光电潜力有
限。

“很有必要从国家层面规划建
设‘中国西部绿色能源典型示范
区’，通过大范围水光互补，将西
北的风光热电、西南的水电资源有
效结合，形成中国西部的绿电长
廊。”张周平建议。

“这对充分挖掘西北地区风光
热电资源潜力和低碳优势，显著提

高西南地区水电资源的减碳附加
值，进而使中国西部地区率先实现
双碳目标，促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
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张周平
表示。

张周平建议，规划建设中国西
部绿色能源典型示范区，应设立专
项课题进行可行性研究，研究制定
西北风光热电和西南水电跨区域互
补发展的规划方案，列入国家战略
早日启动实施。

对于打造西部绿电长廊，张周
平建议，可开展在西部地区建设绿
色能源示范区、跨区域水光互补运
营相关技术研究攻关，加大智慧电

网建设力度，推动“互联网+光伏”
发展，实现“集中监控、远程诊断、实
施维护”。

此外，张周平表示，应在青海省
等西部地区建设国家储能先行示范
区，构建多元协同储能体系，促进西
北风光热电富集地区储能产业发
展。支持国内领先电池厂商在西部
打造电化学储能设备，研发符合新
能源发电特性的电池储能系统，建
设风、光、热、储一体化基地，遴选适
用于清洁能源发展的储能技术，尽
快实现储能系统在新能源发电产业
中的大规模应用。

据中新社

湟水国家湿地
公园湿地面积
已达329公顷

本报讯 （记者 黄土）近年来，西
宁市相继实施了湟水河河道综合治理
及滨水绿道建设、北川河生态河道建
设、宁湖景观改造、海湖湿地海绵化改
造等项目，建成了海湖湿地、宁湖湿地
和北川湿地三大片区，使湟水国家湿
地公园湿地面积增长到 329 公顷，湿
地率达 64.67%，成为全市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示范。

据了解，为有效保护湿地动植物
资源，西宁市以保护好现有动植物生
境为抓手，种植水生植物，修复退化湿
地，建设自然护岸和半自然护岸，开展
野生动物栖息地恢复工作，新建 100
多处鸟类生境岛，减少人类活动对野
生动物栖息环境的干扰。同时，通过
湿地保护恢复，湿地水质得到了较大
提升，2021 年，西宁湟水国家湿地公
园监测水体平均透明度为 0.37米，其
中，最大透明度为0.67米。

班玛藏雪茶获
有机产品认证

本报讯 （记者 黄土）3月 12日，
“班玛藏雪茶”荣获有机产品认证证
书。在本次有机产品认证过程中，班
玛藏雪茶公司严格按照有机产品认证
的相关要求和程序，通过对藏雪茶生
长的土质、水质和对鲜叶的农残、重金
属以及茶叶采摘、加工、储藏运输渠道
的严格监测、审核、检测后均符合有机
产品认证的实施规则和要求。

近年来，班玛藏雪茶产业在班玛
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走出了一
条自然保护区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
化的特色发展道路，茶树从野外生长
到人工种植，品质从民间流传到科学
认证，加工从传统手段到现代科技，销
售从基地直销到网络平台，实现了跨
越式发展，走上了高质量发展之路。

此次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的颁发标
志着“班玛藏雪茶”产品质量安全达到
了有机产品的标准，“班玛藏雪茶”在
有机产品的发展中迈上了新台阶。

到2025年
我省森林覆盖率
将达8%以上

本报讯 （记者 范旭光）记者近
日从省林业和草原局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青海省打造生态文明新高
地林草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
案》) 正式发布，根据《行动方案》目
标，到 2025 年我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8%以上，森林蓄积量达到5300万立方
米。

根据《行动方案》制定的近期目
标，到 2025 年，我省生态安全屏障进
一步巩固，冰川雪山等水资源储量得
到全面保护，水土流失、冰川退化、冻
土消融等威胁生态安全屏障的现象得
到有效遏制，青藏高原生态屏障生态
服务功能得到显著提升。草原综合植
被覆盖度达到 58.5%，湿地保有量不
少于 510 万公顷，自然保护地面积占
全省国土面积比例不少于 40%，新增
沙化土地治理面积达到 35 万公顷。
绿色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巩固和发
展以枸杞、沙棘、中藏药材、藏茶、冬虫
夏草等为主的优势特色林草产业，大
力发展以自然保护地为依托的生态旅
游业，林草生态旅游人数力争突破
2000 万人次，林草产业年产值达到
500亿元以上。

今年春节前后，西宁市科协科
普工作者陈来银连续参加24次文
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每次活
动中他都精神焕发，斗志昂扬，一
会儿搬运、安装几十公斤重的科普
展品，一会儿向观众讲解科普知
识，一会儿又忙着发放科普资料，
好像有使不完的劲。

但谁曾想，这个看似生龙活
虎的“科普达人”却身患心脏
病、高血压、糖尿病、腰椎间盘
突出等多种疾病。他随身携带的
药盒里装着五六种药，如果没有
这些药片，他就无法坚持完成科
普工作。

1995 年，陈来银分配到西宁
市科协工作，成为了职业科普人。
在干了几年办公室和学会工作后，
他调到西宁市科协科普队工作，开
启了他的下乡模式。

2008 年，西宁市科协为加强
科普示范基地建设力度，准备在大
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长宁镇上孙家
寨村的汇园果蔬园打造一栋高标
准的冬暖式温室大棚。这项任务
落到陈来银身上。

在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的支持
帮助下，他组织省农机推广站、省

农科院和山东潍坊蔬菜研究所的
专家，依据西宁市气象数据对大棚
墙体的厚度、高度、荷载等进行了
多次实验，建成了一栋占地0.24公
顷的滚筒式高保温温棚，这栋温棚
被称为“青藏高原第一棚”。他又
组织科研院所的专家在设施种植
业上进行冬菜夏种、南菜北种、洋
菜中种、野菜家种等种植模式创
新，当年冬天温室大棚里春意盎
然，作物长势喜人，蔬菜瓜果应季
上市。当时，时任青海省委副书记
骆惠宁带领参加全省农村牧区经
济工作会议的人员开了现场观摩
会，并对基地给予很高的评价，认
为该项工作的开展助力解决西宁
冬季吃菜难的问题，并在全省做
了很好的科普示范和辐射带动作
用。

冬暖式温室大棚的打造只是
陈来银开展科普工作助力经济社
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陈来银经常出入西宁
地区的科研院所，邀请动员中科院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大学、
省农技推广站等单位 100 余名专
家学者投身到西宁科普事业中，并
在此基础上组建了西宁市科普讲

师团。他发挥讲师团的智力优势
和专业特长，广泛开展科普讲座和
技术服务，为西宁市全民科学素质
提升做出了积极贡献。

2017 年，西宁市科协接到中
国科协配发的新型科普大篷车，这
种大篷车展教功能极强，成为陈来
银开展科普工作的重要抓手。他
经常与省科技馆等单位联手开展
科普大篷车进社区、进校园、进企
业、进寺庙等活动，为基层群众送
去科普大餐。他平均每年在西宁
市开展科普活动 40 多次，组织开
展各类实用技术培训、科普讲座、
技术咨询、技术指导20余期，服务
1500余人次。

2019年 3月 1日，在结束了一
场“三下乡”活动回到家后，他突发
心梗，被紧急送往医院，医生给
他做了心脏支架手术。术后，医
生建议他今后不要去高海拔低气
温的环境下工作，也不能从事重
体力劳动，因为除了心脏病，他
还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其他疾
病。

但他毅然活跃在科普一线。
他认为，自己还年轻，只要加强体
育锻炼，注意休息，常备药品在身

边，就可以控制住疾病，正常开展
科普宣传工作。

近几年，他还与青海大学医
学院、西宁市水务局等单位合
作，共同编辑了《地方病的预防
和治疗》《蔬菜高产栽培技术》

《水-生命之源》《牛羊育肥》 等
科普读本，作为实用技术培训教
材向基层发放。

“科普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
程。做科普时间长了之后，我更感
觉到科学传播的重要性。很多科
学问题，公众不了解，但很渴望了
解。用灵活有趣的科普方式，去影
响更多的人，这是我的目标。”陈
来银告诉记者，他对于科普工作的
情怀早已超越了喜爱。今后只要
自己身体允许，开展科普工作的脚
步就不会停歇。

以身为犁，不断耕耘科普；疾
病缠身，仍然砥砺前行。20 多年
来，陈来银扎根基层，在科学普及
的岗位上担当作为、无私奉献，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青春的价值，用病
弱的身躯谱写出一曲奋斗赞歌。
他也因此获得 2021年全国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称
号。

陈来银：以身为犁 耕耘科普
本报记者 范旭光

3月9日～14日，西宁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对西宁地区30家奶牛养殖户开展生鲜
乳质量安全第一季度例行监测。经检测，所有抽检样品的三聚氰胺、黄曲霉素M1、β-内
酰胺酶等检测指标均合格。此次抽检工作，有效提升了西宁市奶产业生产经营者的质量
安全意识。 图为该中心工作人员对生鲜乳样品进行指标检测。 本报记者 范旭光 摄

西宁市生鲜乳放心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