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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移动淮南分公司
关于“国际及港澳台短信接收”功能按需开通的公告

广大用户：
近年来， 境外诈骗短信引发的案件高

发频发， 为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根据
安徽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
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要求， 安徽移动淮南分
公司将于 2023 年 8 月 17 日零时起将国际
及港澳台短信接收功能调整为依用户申请
开通。 若您有国际及港澳台短信接收需求，
自 2023 年 8 月 17 日零时起 ,您可以通过下

列方式办理：
1、 发送 111 到 10086 办理；
2、 通过安徽移动营业厅办理；
3、 拨打客服热线 （10086） 办理。
办理上述业务无需费用。 给您带来的

不便， 敬请谅解。

中国移动安徽公司淮南分公司
2023 年 8 月 15 日

（上接一版）
针对采煤沉陷区点多面广线长，

影响人口较多的特点，我市采取多种
安置模式推进避险搬迁。 集中安置，
以节约土地资源、提高安置质量为原
则，推进整村异地搬迁，已建成跨乡镇
集中安置点 16 个。 就近安置，由乡镇
统筹，以村为单位，就近在乡村集镇周
边、矿区周边统一规划建设安置区，方
便群众生产生活，已建成潘集区王桥
新村等就近安置点 48 个。 货币安置，
以住房安置为主，尊重群众意愿，推行
“货币化补偿”方式，满足群众多元化
住房需求，缩短搬迁安置周期，方便在

城区就业的群众自主购房， 全市签订
货币化补偿协议 1.9 万人， 发放群众
货币化补偿资金约 13 亿元。

加快生态修复，扩大水
面生态效益

实现“华丽转身”的还有潘集区
东辰生态园， 走进这片占地 3000 余
亩的生态园， 鸵鸟在此悠闲惬意、梅
花鹿在这里安了家、众多白鹭来共享
碧水蓝天，芦苇荡、鸟岛、果园、荷花
淀景观引人入胜， 经过持续治理，今
天的东辰生态园， 已变成集湿地生
态、观光农业、休闲旅游为一体的国

家 3A 级旅游景区。
“我们将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与

旅游融合，走‘生态修复+文旅产业’的
发展路子，在沉陷区水域发展特种水产
品养殖，建设水上游乐区；将沉陷区进
行绿化、美化、硬化、亮化，建成了现代
农业观光区、科普教育区。”淮南东辰集
团生态环境分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对于城区基本稳沉区，主要以修
复区域生态系统，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为主，淮南西部采煤沉陷区治理项目
一期（春申湖）正在加快建设，通过对
沉陷区全方位的修复， 改善生态环
境，建设城市生态公园，提升城区品

质。 对于凤台县、潘集区等远郊非稳
沉区，立足水面资源优势，引进新能
源光伏企业，积极探索“沉陷区治理+
渔光互补”模式。

目前，全市已利用沉陷区水面约
1.8 万亩进行光伏电站建设， 建成凤
台顾桥阳光电源、潘集三峡新能源等
一批采煤沉陷区水面漂浮光伏项目，
总装机规模 51 万千瓦，年发电量超 5
亿度。 2023 年 6 月底，淮河能源集团
丁集 “水面光伏+采煤沉陷区综合治
理”一体化示范项目首期并网顺利完
成，工程总装机容量达 20 万千瓦，为
目前全市最大的单体水面光伏项目。

中国光伏风电产业何以领跑全球
———中国高质量发展透视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6 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突破 13
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煤电。其中，风电
装机 3.89 亿千瓦，连续 13 年位居全
球第一； 光伏发电装机 4.7 亿千瓦，
连续 8 年位居全球第一。

全球第一，已成为“风光”产业的
亮眼标签。 我国为何能后来居上？

领跑全球“风光”无限
轮毂中心高度达 152 米，叶轮扫

风面积相当于 7 个足球场大小，每年
发电量超 6600 万千瓦时，能满足 3.6
万户三口之家一年的生活用电。

这是全球首台 16 兆瓦超大容量
海上风电机组 ，7 月 19 日在福建海
上风电场并网发电。

这一机组是我国风电装备制造
能力的集中展示。遍布整机的数百个
传感器和激光雷达， 可感知温度、湿
度、风速等信息，数字化跟踪机组的
运行状态， 还能通过机组智慧 “大
脑”，进行角度和功率的调节。

这些年来， 我国风电快速发展，
从陆地到海洋， 不断突破环境限制，
一架架“大风车”迎风转动。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院长杜忠明
说，当前我国风电产业链供应链相对
完备，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明星”
行业。

天津滨海新区长芦盐场里，一排
排蓝色的光伏组件架设在水面上。这
是不久前并网发电的世界单体最大

“盐光互补” 项目———华电天津海晶
“盐光互补”电站，每年可产出 15 亿
千瓦时绿电。

在内蒙古 ， 全国首个 “风火打
捆” 外送新能源大基地项目———华
能上都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6 月
30 日并网 ，标志着中国华能新能源
装机突破 6000 万千瓦；随着云南耿
马东老 95 兆瓦光伏 、 青岛曹城山
49.8 兆瓦风电等一批项目并网发
电 ， 国家电投清洁能源装机突破
1.6 亿千瓦 ，是全球最大的光伏发电
企业……

从西北沙漠到东海之滨，从高山
峡谷到低地平原， 一排排光伏板、一
台台风机持续并网发电……按照规
划，到 2030 年，以沙漠、戈壁、荒漠地
区为重点的大型风光基地总装机容
量将达到 4.55 亿千瓦。

关键技术自主突破
当前，我国光伏风电产业实现了

由“跟跑”“并跑”向“领跑”的巨大跨
越。

回望产业发展历程，用“披荆斩
棘”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我国新能
源技术创新经历了引进国外技术、消
化吸收、再创新三个阶段，通过国际
合作快速缩小差距，博采众长，最终
实现赶超。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说。

作为世界最大风力发电企业，国
家能源集团 1994 年建成投产的新疆

达坂城风电场，拉开我国商业化运营
风电场的序幕 ；2010 年江苏如东 30
兆瓦海上潮间带试验风电项目，推动
我国风力发电从陆地迈向海洋；2011
年安徽来安大型低风速示范风电场，
促进大量低风速资源的开发 ；2017
年投建的南非德阿风电场，被誉为金
砖国家能源合作典范 。 从陆上到海
上，从高风速到低风速，从“引进来”
到“走出去”，国家能源集团是风电行
业发展的缩影。

“行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掀起
一轮轮的创新热潮， 涌现出隆基绿
能、 晶科能源、 通威股份等后起之
秀。 ”隆基绿能总裁李振国说，技术创
新是光伏行业不断前进的核心动力，
特别是电池转换效率提升发挥了关
键作用， 成为光伏行业转型升级的
“主赛道”。

国家的统筹部署，有力推动行业
的起步发展，激发了技术创新活力。

李创军说，目前我国风电领域在
机组大型化、漂浮式风电等方面实现
对国外先进水平的反超，大功率机组
主轴轴承、超长叶片等关键部件不断
取得突破。 晶硅光伏技术持续迭代，
自 主 研 发 的 钙 钛 矿 电 池 效 率 达
26.1%，刷新世界纪录。

近 10 年来， 风电项目单位千瓦
造价从 8000 元降至 4000 元左右，光
伏发电项目单位千瓦造价从 12000
元降至 4000 元左右 ， 降幅分别约
50%、70%。

产业政策扶持力度大
在产业政策加持下，光伏风电市

场近 10 年来一路高歌， 大量资本随
之涌入，行业发展迎来黄金阶段。

“根据不同阶段面临的形势和需
求，产业政策因时因势利导。 ”杜忠明
说，以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为核心，产
业政策使光伏风电的商业化加速成
熟。 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性的提高，补
贴资金逐步退坡，为风电 6 次、光伏 8
次降低上网电价，最终实现平价上网，
起到了“扶上马、送一程”的作用。

步入平价时代后，可再生能源电
力消纳责任权重政策又发挥了“定盘
星”作用。2019 年 5 月，我国正式建立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划定
平价时代新能源开发的最低规模，保
障了需求的基本盘。

科技部门与部分地方政府也发
挥了“临门一脚”的作用。 部分企业在
发展初期资金短缺，科技部门和部分
地方政府给予大量帮助，助力我国企
业短期内超越国际同行。

针对当前新能源发展的难点痛
点，2022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
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促
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
方案》， 提出 21 项具体政策举措，着
力打通制约新能源跃升发展的堵点，
确保新能源项目立得快、 立得稳、立
得好。 （新华社北京 8 月 20 日电

记者 戴小河）

上海“创客大赛”邀两岸学子“挑战新科技”
新华社上海 8 月 20 日电 （记者 潘

清）精巧的三层桁架结构模型，上端两侧分别
用红笔写下“两岸一心”“共同进步”。 19 日落
幕的“第八届海峡两岸青少年创客大赛”上，
这个由三位两岸学子携手完成的项目在加载
测试中表现不俗并最终获奖。

“参与大赛收获很多，不仅增强了实践能
力， 也让我结识了不少有着相同专业背景和
共同语言的大陆伙伴。 ”参与上述项目的台湾
逢甲大学土木工程学系学生许恺芸说。

自 2016 年以来，“海峡两岸青少年创客
大赛”已连续举办八届，吸引 3300 余名两岸
青年参与。 本届大赛由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上
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福建省人民
政府台港澳事务办公室指导，同济大学、台湾
逢甲大学、福州大学共同主办。

本届大赛以“挑战新科技，携手向未来”为
主题，设有“开源创新”“结构挑战”“建筑数字未
来”“人工智能”“减塑行动”“数字时代永续交
通”六大赛道，通过工作坊、现场制作搭建、成果
展示等方式，展现两岸青少年崇尚科学、追求卓
越的风采，促其在合作中增进了解、建立友谊。

558 位选手参与今年赛事， 规模创历届新
高。其中 223 位来自逢甲大学、中华大学和台湾
大学等台湾地区高校。 大陆地区参赛选手分别
来自同济大学、福州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等
高校。 107 个团队中不少是两岸“牵手”组队。

海协会会长张志军现场观摩比赛作品，
并与两岸选手亲切交流。 张志军表示，两岸中
国人特别是两岸青少年协同创新、 携手打拼
可谓正当其时。 大赛关注的可持续发展、人工
智能、 创客精神等命题都是两岸创客需要共
同面对的时代课题， 优秀作品展示了两岸青
少年对新科技的浓厚兴趣与无限激情。

同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方守恩表示，
此次大赛是对各参赛高校创新教育成果的集
中检阅，促进两岸青少年深度交流，加深学校
间人文学术交往， 也拓展了两岸教育科技交
流的内涵。

逢甲大学副校长唐国豪表示， 年轻学子
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一直是两岸关系不可或缺
的一环。 希望两岸学生通过此次大赛彼此理
解认识、携手合作，拥抱新趋势，未来为两岸
乃至全球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