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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蓝”赋能“生态绿”
绘就联农兴业共富图 本 报 讯（普 洱 市 社 会 科 学

界联合会）  近日，普洱市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第四届委员会第
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在思茅
召开。市社科联第四届委员会
委员、市直学会、协会、研究会
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市委组
织部、市委宣传部、市纪委监委
驻市委宣传部纪检组到会指
导。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共
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
次全体会议公报》、云南省委党
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
调，全市社科工作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守正创新，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作
为，切实做好培根铸魂、资政育
人、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等工
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会议要求，全市社科工作
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
心铸魂，把牢政治方向、学术导
向、价值取向，着力提高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的水平，着力提升
科普的吸引力和覆盖面，着力
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引导广
大社科工作者为全市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会议补选了普洱市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第四届委员会常
委、主席。

本报讯（记者  李超）  7 月
22 日，2024 年全市司法行政系
统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暨市司法
局机关“万名党员进党校”培训
班在市司法局举行。全市各县
（区）司法局主要领导、相关分
管领导、业务骨干以及市司法
局机关党委各基层党组织在职
党员，共 170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为期 3天，设市局机关
主会场和市强戒所分会场，邀
请西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的专家学者，普洱市委党校、
市委网信办、市法律援助中心
相关讲师和负责人，围绕新时
代党建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
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
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应急救护等内容进行专题授课
和辅导。

培训要求，参训人员要聚焦
政治铸魂，深刻认识举办此次培
训是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的
具体行动，是落实党员教育管理
要求的务实举措，是提升党员干
部政治能力的现实需要，推动党
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要保持良
好作风，通过交流座谈、学习研
讨等方式把所学所思所悟分享
到基层，持续扩大本次培训的覆
盖面和影响力，推动培训目标任
务落实落地；要强化使命担当，
进一步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理解和把握，推动学
习成果运用见行见效。

普洱市170余名司法系统干部职工集中“充电”

本报讯（记者  吕禾）  7 月
20 日，由云南省蜂业协会主办
的协会会员活动及养蜂技术培
训会在普洱举行。市畜牧发展
中心、各县（区）畜牧工作站及
养蜂企业代表参加培训。

培训班邀请了省内蜂业院
校的有关专家进行讲授，课程
内容从《茶花授粉生产技术》

《蜂产品加工技术规程》等五个
方面进行授课，系统地介绍了
蜂产品加工的技术要点和操作
规程，为学员们提供了实用的
技术指导和操作建议。

此次培训不仅为普洱蜂业
从业者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
会，也为推动蜂业产业的健康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云南省蜂业协会会员活动及培训在普洱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陈龙汝男）  连
日来，在西盟佤族自治县勐卡镇永
业村七组，工人们抓紧在农户家的
屋顶上安装太阳能光伏板。一片片
光伏发电板为村庄的房屋披上了

“新装”，也为村庄增添了“科技感”。
据悉，西盟县于 2023 年开始开

发分布式光伏项目，建设基于农村
家庭用户的建筑物表面及空闲用
地，一方面通过光伏建设帮助传统

建筑物实现隔热、防雨等功能，促进
居住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通过光
伏能源建设租金为农户增加家庭收
入，预计一年户均增收近千元，农户
屋顶资源得到有效盘活。

“我跟着公司安装太阳能光伏
板一个多月了，家里也安装了 120多
平方米的光伏板。”勐卡镇永业村七
组村民岩样说。

走进勐梭镇班母村十四组，房
屋上排列着整齐的发电板，阳光通
过光伏板变成直流电流，再经过逆
变器成为交流电流，最后并入电网
后点亮千家万户。2023 年 9 月，班
母村十四组分布式光伏项目开始
投入建设，同年 11 月完工，总计完

成安装 51 户，带动当地就业人员
21 人。

“我们使用光伏发电板快一年
了，安装的时候不需要我们出一分
钱，平时也能保护屋顶，每年的租
金还可以增加我们的收入。”班母
村十四组组长娜药说。

目前，西盟县已建成及拟建光
伏电站规模达 44 兆瓦，预计年内可
完成投资 1.7 亿元；全年预计可吸
纳本地农村劳动力就近务工达
1000 人次，发放群众务工收入 30
万元以上。按照集中式光伏租金
480 元 /亩、分布式光伏租金 7 元 /平
方米计算，预计年均可为群众带来
70 万元以上的收入。

“这批光伏项目建成并网后，
预计年均发电 6000 万千瓦时以上，
年均产值达 2000 万元。按 25 年运
营周期计算，累计可节省标煤 18 万
吨。光伏建设能兼顾统一村庄风
貌、推广新能源技术和促进群众增
收，以此赋能乡村经济绿色发展。”
西盟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唐成
说。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西盟县
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理念，充分利用丰富自然资源，不
断拓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
的转化通道，用低碳能源的光点亮
乡村绿色经济发展的未来之路。

西盟县

本 报 讯（通 讯 员  朱 锐  魏 喜
杨）  近日，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黎明乡团山村下坝老村民小组的
几户民居屋顶“长出”了光伏板。
蓝天白云下，被日光照得熠熠生辉
的光伏板，让一栋栋民居化身一个

个“绿色电站”，这些屋顶光伏板将
在调试完成后统一并网发电。

“以前只听说过租田租地租房
可以有租金，现在自家屋顶都可以
收租金了，房顶可利用空间变大
了，还能起到遮阳作用，比自己出
钱买材料盖遮阳棚划算。”团山村
下坝老村民小组村民彭超说。

据黎明乡屋顶光伏项目负责
人潘守泽介绍，屋顶光伏板安装需
要满足一定条件，如民居建筑的屋
顶光照要充足，无遮挡物，最好是

平顶的，并且房屋还需要符合承重
条件等。安装企业会根据每户屋
顶的实际情况和群众需求进行具
体设计，在充分考虑承重、抗风、抗
震等因素的基础上，实行“一户一
图纸、一院一设计”，确保光伏阳光
棚和屋顶的使用寿命。在合约期
内，安装企业负责所有的电站运营
维护，非人为因素造成的问题，均
由企业负责维修与更换，为村民免
去后顾之忧。

“正在实施的屋顶光伏项目，

群众不用投资即可获得稳定收益。
同时，屋顶阳光棚可增添楼层使用
空间，帮助传统建筑提升防漏水和
隔热功能，延长传统建筑屋面寿
命。”黎明乡副乡长彭俊超说。

据了解，黎明乡是宁洱县屋顶
光伏项目试点乡（镇），首批光伏阳
光棚安装共涉及 6 个村 15 个村民
小组 21 户，安装工作正有序推进
中。此外，全县其他乡（镇）也在积
极推进屋顶光伏项目的前期工作。

黎明乡

黄河之畔，一块块耀眼的光伏
板镶嵌在盐碱滩上，给油气生产源
源不断地注入绿能。胜利油田孤岛
采油厂安全管理部副经理程勇介
绍，这是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南 9－
XN6 井区光伏发电项目，发出电量
直接供给周边抽油机井，年发“绿
电”约 55 万千瓦时，相当于 10 台抽
油机一年的用电量。

“作为我国重要的石油工业基
地，胜利油田既是油气能源生产者，
也是能源消费者，每年 55 亿千瓦时
的电量支撑了 2340万吨以上的油气
生产。”胜利油田高级专家朱铁军
说，近年来，胜利油田立足自身油气
生产场景，整合盘活闲置土地资源，
借助“源网荷储”一体化智慧能源系

统迎来向绿向新“蝶变”。
吊起、定位、安装，伴随着吊装

机“手臂”的起落，一块块光伏组件
精准卡位。在胜利油田一处闲置的
物资材料供应站，工人们手持各类
专业工具，或紧固螺丝，或铺设电
缆，或调试设备，井然有序地进行光
伏安装。

胜利油田新能源开发中心太阳
能项目二部主管师李呈刚说，他们
利用闲置的土地资源，建设 10 兆瓦
的光伏发电项目，用于油气生产用
电，预计年发“绿电”491 万千瓦时、
碳减排 4320吨。

胜利油田电力技术专家严川介
绍，胜利油田坐拥 78 万亩油气生产
工业用地，为分布式和集中式光伏
项目提供空间；同时太阳能资源丰
富，年等效利用小时数达 1200 至
1300 小时。这是发展“风、光、热、
储+多源微网”多能互补模式的得天

独厚的优势。
“前 5 个月，我们的油气生产用

电‘含绿量’达 18%。”朱铁军说，目
前各项目年发“绿电”889万千瓦时，
年节约天然气 3万立方米，年碳减排
9000 余吨，相当于植树量 46 万棵。
昔日“功勋井”营二井区已经率先实
现碳中和。

解决了“电从哪来”的问题，维
持供需平衡是另一项考验。胜利油
田电力分公司电力调度中心党支部
书记杜磊介绍，油气生产用电负荷
是动态变化的；光伏发电也具有随
机性、波动性、间歇性，有时一片云
也会导致发电效率瞬间下降，而电
网运营必须维持发电与用电的瞬时
动态平衡。

在电力调度中心的 LED大屏幕
上，实时显示着电力的供需变化情
况。在光伏发电被井场就地消纳的
情况下，火电发电负荷与剩余生产

用电负荷“同频共振”，轨迹高度重
合。这背后是胜利油田“源网荷储”
一体化智慧能源管控平台的精准调
控。

“这个平台是我们的‘智慧大
脑’，对全领域实时用电进行态势感
知分析，均衡调配各类电源资源，在
安全、绿色、经济中寻求最优解。”胜
利油田电力分公司经理刘玉林说，

“过去只有一个电源，电网只能单向
输电；如今既有火电又有光伏，240个
光伏场站就是 240个电源，电网还可
以反向送电，成了能源‘汇集地’。”

据悉，今年一季度胜利油田“源
网荷储”一体化经济运行降低用电
成本 2600 多万元。目前胜利油田
15家开发单位推广应用“因时而变、
按需而调”的柔性生产模式，可调负
荷 55兆瓦，占总生产负荷的 10%。

新华社记者  袁敏
新华社济南 6 月 7 日电

普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四届委员会
第 六 次 全 体（扩 大）会 议 召 开

本报讯（通讯员  王梅  鲁海杨 
文/图）  近年来，思茅区积极响应
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因地制宜，以

“纵向打造产业链、横向营造生态
链”为主线，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
色的绿色发展之路，加大绿色能源
项目建设力度，引进一体化光伏发
电项目。

思茅区思茅港镇那澜村上千
亩咖啡林间，光伏板连线成片，在
阳光照射下，湛蓝色面板闪闪发
亮，源源不断地将太阳能转化为绿
色电能。

那丙田光伏项目位于思茅区

思茅港镇那澜村至茨竹林村之间
的山坡地带，交流侧装机容量为
160 兆瓦，直流侧装机容量为 204
兆瓦，配套新建一座 220 千伏升压
站。根据值班长黄荣介绍，整个光
伏区有 49 个方阵，在那丙田光伏发
电站中控室的光伏区后台可以实
时看到不同方阵的功率、当日发电
量等设备运行数据。

那 丙 田 光 伏 项 目 占 地 面 积
3700 亩，总投资额为 8.8 亿元。项
目经理喻涛介绍，项目于 2023 年 7
月 1 日开工建设，全部投入运行后
预计年发电量达 2.74 亿千瓦时，年
产值预计达 8000 多万元，同时，项
目利用光伏板下部空间开展种植，
实现绿色发展。

那丙田光伏发电项目属于“咖
光互补”项目。咖啡喜温润不耐酷
暑的生长环境，光伏发电正好利用

此特性，合理确定光伏板间距、最
大限度保障咖啡生长需要的光照、
雨水。同时，项目区内 28％左右的
方阵因地制宜采用柔性支架技术，
进一步减少对咖啡生长的影响。
通过一地两用、阳光共享，构建起
生态咖啡地与能源产业深度融合
的农业能源复合生产系统。

项目建设涉及思茅港镇那澜
和茨竹林两个村，共 7 个村民小
组。为保障项目建设顺利进行，思
茅港镇组织成立了工作专班，在施
工过程中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完成
土地租赁。与此同时，项目有效带
动当地劳动力就业。“村民既可以
在咖啡地里继续种植管护，农闲时
又能实现多途径就业，提高农户收
入，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
赢。”思茅港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郭灿吨表示。

那丙田光伏发电项目的建成，
每年可节约标煤约 8.45 万吨，相应
每年可减少因燃煤造成的废气排
放。而一些对空间高效集约利用
的复合模式和跨界模式，有助于新
能源开发项目获得建设所需的土
地资源，使光伏建设项目能兼顾经
济发展和生态保护。

自启动光伏发电项目建设以
来，思茅区已备案且纳入省级清单
的集中式地面光伏项目 7 个、装机
容量 558 兆瓦，总投资 28.85 亿元。
截至目前，7 个光伏发电项目顺利
推进，已完成投资 19.03 亿元。未
来，思茅区将抓住绿色转型带来的
巨大发展机遇，继续加大新能源项
目建设力度，积极探索农光互补综
合发展模式，充分利用光伏板下土
地，发展板下经济。

他山之石

黑油田上奏响“绿电”变奏曲

思茅区

      ●那丙田光伏项目占地面积

3700亩，总投资额为8.8亿
元，是全国首个“咖光互补”项目。

      ●思茅区已备案且纳入省级

清 单 的 集 中 式 地 面 光 伏 项 目 7
个、装机容量558兆瓦，总投资

28.85亿元。

       ●截至目前，7个光伏发电

项 目 顺 利 推 进 ，已 完 成 投 资

19.03亿元。

本 报 讯（记 者  廖 智 若 愚  
刘丹）  7月 23日，普洱市第一届
运动会（青少年组）闭幕式在万
人体育馆举行，有关领导嘉宾、
裁判员、教练员、运动员代表参
加闭幕式。

本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由
云南省体育局指导，普洱市政府
主办，普洱市教育体育局、普洱
市总工会、思茅区政府承办，来
自全市十县 (区)共 2299 名青少
年运动员参赛。几天时间里，运
动员以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信
念，为大家带来涵盖田径、游泳、
排球、篮球、足球、乒乓球多个项

目的精彩比赛，充分诠释了体育
精神，展现了普洱青少年勇攀高
峰的精神风貌。

闭幕式上，颁发了足球、篮
球项目以及团体总分、体育道德
风尚奖。孟连县代表队分获本
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团体总分
第一名，思茅区代表队、墨江县
代表队分获二、三名。思茅区代
表队、江城县代表队分获男、女
子足球甲组第一名，孟连县代表
队、墨江县代表队分获男、女子
篮球甲组第一名，景谷县、宁洱
县、景东县、澜沧县、镇沅县代表
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

普洱市第一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圆满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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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民族传统体育
点燃全民健身热情

说起普洱的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在国家级、省级赛事
上，可谓硕果累累。

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普洱代表
云南参加了陀螺、射弩项目的
比赛，取得了 5 枚金牌的好成
绩，这个成绩占云南代表团金
牌总数的一半。在云南省第十
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上，普洱陀螺队获得 4 金 1 银 1
铜，成为本届运动会陀螺项目
的魁首，其中运动员梅朝喜获
得女子单打、女子团体、男女混
合双打 3个项目的冠军。

普洱有9个县是少数民族自
治县，陀螺、射弩、秋千、民族健
身操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培养了许
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员。喜欢打陀螺的梅朝喜，
2002年起，9岁的她就开始参加
市级陀螺赛事。如今，梅朝喜已
在多项全国性赛事上获得金牌
12枚。

多年来，普洱坚持深入挖

掘本地区传统体育文化资源，
让更多项目得到关注和保护并
进行传承。2006 年，普洱市体
育职业高级中学与成都体院共
同建立滇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研究基地，自 2007年起，学校增
设了陀螺、吹枪、射弩等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并常年开展
选材、训练、比赛、学术研讨等
活动。2021 年，学校被认定为
云南省第一批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基地。

如今，普洱市已成为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展的沃
土，赛场上，射弩运动员罗成
书，陀螺运动员梅朝喜、李仕会
等多名优秀运动员代表云南省
参加多个全国性赛事，荣获 44
个冠军。赛场下，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走进农村、城镇、校
园，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
和传承。

从加大公共体育设施投入
到建设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再到
弘扬民族传统体育。在普洱，

“体育+”变成了“普洱+”，普洱
体育向世界展现团结协作、顽
强拼搏的普洱之美，也展现了
品味千年茶韵，感受一城咖香，
共赴一场绿色的全民运动健康
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