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胶州市李哥庄镇毛家庄村以
东，太阳能光伏板在1600亩的坑塘水
面上铺展开来，坑塘里鱼儿自由自在
地畅游，水面上漂浮的光伏板吸收着
每一缕阳光，能够将太阳能转化为电
能，输送至附近的“绿氢”工厂，为氢气
制造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近
日，记者从项目负责人处获悉，该项目
将于本月底并网发电投用，预计年产
绿氢500多吨。

探索渔光互补发电新模式
预计年碳排放降低16万吨

上面养蚕，下面养鱼——“桑基鱼
塘”是我们熟知的一种复合型农业生
产模式，它将种桑养蚕和池塘养鱼相
结合，能够形成良性的生态循环，提高
农业生产综合效益。渔光互补也是同
样的道理，它将渔业养殖与光伏发电
相结合，在这种模式下可以保持水域
原有的渔业功能，还可以提高土地综
合利用率，形成“上可发电、下可养鱼”
的新型能源利用新模式。

位于胶州市李哥庄镇的 120 兆瓦
渔光互补项目是山东首个光伏配建
制氢项目，也是青岛市重点项目。谈
及选择坑塘水面建设该项目的原因，
项目负责人表示，在坑塘水面建光伏
电站，不改变原有的土地性质、不影
响原先正常的农业生产、不造成污

染，虽然和地面建设光伏电站相比成
本会更高，但既环保又可以提高土地
的综合产出价值，这是一项一举多得
的好事。

胶州市李哥庄镇渔光互补配建
制氢项目建设的光伏电站所发的电
能，一部分用于为制氢提供电力支持，
一部分出售给国网青岛供电公司，有
助于提升青岛电网的“绿电”比例，优
化能源结构，助力绿色能源体系建
设。该项目投用后预计每年绿电发电
量可达1.62亿度，碳排放降低16万吨。

电解水制氢助力能源转型
推动当地氢能产业链升级

今年，《国家碳达峰试点（青岛）实施
方案》发布，方案指出“鼓励渔光互补、农
光互补等‘光伏+’项目建设”“加快建设

‘东方氢岛’，积极推进可再生能源制
氢”。在此背景下，推进电解水制氢技术
的研发与应用，加强其与太阳能、风能等
可再生能源的有效衔接，是推动能源转
型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措施。

胶州市李哥庄镇渔光互补配建制
氢项目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这
种创新模式顺应了“在发展中降碳、在
降碳中推动更高质量发展”的城市战
略规划，为探索可再生能源与氢能产
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示范经验。

“光伏配建制氢，就是将水面上光
伏板转化的电能输送到制氢厂区，通过
电解水工艺制造氢气，全程没有碳排
放，所以称之为‘绿电’制‘绿氢’。”项目
负责人介绍道。该项目配套的制氢项
目所使用的2000标方碱式电解槽是国
内首次投用，能够大幅降低制氢成本、
提高制氢效率。作为一种新型清洁能
源，氢气可以应用于多个领域，包括交
通运输、工业生产、建筑供暖等，该项目
有望实现“就近用氢”降低周边产业成
本，推动当地氢能产业链升级。

为最大限度缩短项目办电时长，国
网青岛供电公司采取了一系列创新举
措。公司特别安排了客户经理为该项
目提供“一对一”专属服务，涵盖并网申
请流程说明、现场勘查、并网接入方案编
制和审查等“一站式”服务。同时，公司成
立“新能源并网服务协同工作组”微信群，
涵盖营销、调控、发展、运检等各部门工作
骨干，多专业协同配合，实时解决客户在
并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目前，该项目的
并网准备工作已接近尾声，预计将于
本月底正式并网发电。 观海新闻/
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见习记者 李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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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首个光伏配建制氢项目将在胶州投用，以“绿电”制“绿氢”年产预计500多吨——

能发电可养鱼能发电可养鱼，，鱼塘鱼塘““变身变身””发电站发电站

20日开启车辆冬季维护保养——

公交“体检”，确保下月及时“送暖”
地铁2号线西延段
通过专家验收

本报 11月 20日讯 下周初我市
将迎来较强冷空气，从下月开始，我市
空调公交将开启空调，为确保市民温暖
出行，公交隧道三分公司联手保修厂于
20日开启车辆冬季维护保养工作。

现场，在维修技师的带领下，该公
司所有车辆逐一展开全面细致的“体
检”，车辆底盘、轮胎等关键部位深度检
测，轮胎的胎压、磨损情况都被精准记
录，底盘的螺丝是否松动、零部件是否
有老化迹象也都逐一完成修复。结合
冬季运行实际情况，供电系统关乎着
车辆的电力供应，技师们沿着线路排
查确保电流稳定，燃气系统的密封性、
安全性也被反复确认，动力系统的发动
机、电机的各项性能指标被详细检测，
确保在极端寒冷天气中车辆也依然动
力强劲。

其中，供热系统的维
护更是直接关系到乘客的
乘车舒适度。技师们对暖
风设备进行了深度调试，
确保每一个出风口都能吹
出热风，让乘客在寒冷旅
途中感受到温暖。在完成
全面检查与维护后，维修
技师与驾驶员进行了面对
面交流，传授冬季车辆维
护的要点与行车注意事
项。比如，在低温环境下，
车辆启动前要适当预热，
行驶过程中要注意观察仪
表盘各项数据的变化，遇
到冰雪路面要谨慎驾驶、控制车速、保
持安全车距等。通过一系列全面且细
致的维护保养，该公司所有 52 辆车全

部“焕新”上路，将为市民提供安全、舒
适、便捷的出行服务。 （观海新闻/
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徐美中）

本报11月20日讯 11 月 20 日，
在省交通运输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等单位监督指导下，青岛地铁 2 号
线一期工程调整方案（轮渡站-泰山
路站段）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本次验
收会邀请了5名地铁行业专家全过程
参与验收。验收组严格按照验收方案
开展各项工作，通过听取汇报、现场踏
勘、查阅资料等环节，对2号线西延段
进行综合评价。地铁集团监管组对整
个验收过程进行了严格监管。

经验收组深入细致地讨论，认为青岛
地铁2号线西延段满足设计及国家相关验
收规范要求，技术档案及资料齐全、完整、
真实，工程质量验收合格，满足城市轨道交
通竣工验收要求，一致同意通过竣工验收，
2号线西延段向初期运营再进一步。

青岛地铁 2 号线西延段全长约
3.84公里，起于市南区轮渡站折返线，
终止于市北区泰山路站，新建四川路

（轮渡）站、小港站和国际邮轮港站，共
包含三站四区间，是我市城市更新和
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重点项目。2
号线西延段开通后将助推国际邮轮港
区、小港、轮渡等区域突破胶济铁路及
新冠高架路阻隔的交通瓶颈，为青岛
西部老城区接入快速公共交通走廊提
供重要支撑，可有效解决西部老城区
沿线交通需求。同时，为配合国际邮
轮港区的开发建设提供有效交通支
持，对于全面支持邮轮母港片区海陆
空交通一体化发展策略、引领型现代
海洋城市将发挥重要作用。

竣工验收通过后，青岛地铁2号线
西延段将迎来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青
岛地铁将紧密围绕“建设世界一流地铁”
目标体系，秉持高质量工程建设、高水平
开通条件的工作导向，持续做好后续各
项提升工作，为 2 号线西延段年底高
水平开通保驾护航。 （记者 徐美中）

本报 11月 20日讯 虽然已经过
了秋季的海钓黄金季节，但即墨区大管
岛的居民廉法鸿依旧忙碌地招待游客，
大管岛有着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
文化内涵，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

“来到这里，一定要尝一下地道的
海鲜，我们的海鲜鲜滴很……”傍晚时
分，廉法鸿向来自济南的游客陈鹏飞
介绍。“去年我们来过这里，当时岛上
还没有这么好的露营住宿条件，这才
不到一年，民宿里各类电器应有尽有，
变化真大。”说起大管岛的变化，陈鹏
飞感到很惊喜。

今年，国网青岛供电公司在大管
岛上建成投运了“海岛绿电”科技项

目，对岛上供电线路设备进行了全面
升级改造，实现了风力发电、光伏发
电、柴 油 发 电 等 多 种 能 源 接 入 和 储
能。以前岛上供电主要依靠柴油发电
机，只能满足日常照明和基本生活，冰
箱、热 水 器 等 大 功 率 电 器 基 本 用 不
上。“招待客人的食材都是开船从岛外
采购回来的，很不方便。”负责大管岛
供电服务的国网青岛供电公司鳌山卫
供电所“电小二”代明说。

稳定的水电是开民宿最基本的条
件，海岛绿电不仅让居民用电更加顺畅
节能环保，更为大管岛打开了发展新空
间。在廉法鸿的带动下，岛上居民纷纷
改造起了全电民宿，有了稳定可靠的供

电，岛民对发展民宿旅游底气十足。
忙活了一天的廉法鸿回到院子里，

准备进一步加工海参。用电充足以后，
廉法鸿将小型海参烘干机换成了大型
烘干机，加工效率提升了近 3 倍，而且
质量更好。“很多游客走的时候都喜欢
带一点干海参，还有游客打电话来订
购，都是回头客。”廉法鸿自豪地说。

在靠近“海岛绿电”项目的一处民
宿，安装了空调、电热水器，还铺设了电
暖炕，真正做到了冬暖夏凉。旅游旺季
时岛上民宿每月都能接待10到12拨游
客，岛民在捕捞养殖之余，又多了一份
不错的收入。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掌上青岛 记者 苏梅）

“绿电”照亮海岛振兴路

指导公交驾驶员检查车辆指导公交驾驶员检查车辆。。

胶州市李哥庄镇渔光互补配建制氢项目现场胶州市李哥庄镇渔光互补配建制氢项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