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全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试点单位主要任务清单

序号 试点单位 试点任务 主要内容 备注

1 平阴县

推进光伏发电、生物质
能发展

有序发展光伏项目，适度开展风能资源开发，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推进农
林废弃物能源化、综合化利用，鼓励先进生物质燃料规模化发展，推进生物质供暖示范项目
建设。

完善县域能源基础设施
完善电网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建设智能变电站。推进天然气管网和储气调峰设施建设，加大
城镇天然气管网铺设和配套力度，逐步实施非用气小区管网改造，有条件的镇村全覆盖。加
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扩大新能源汽车和公交车使用率。

推动能源消费清洁转型
抓好煤炭清洁利用，有序淘汰落后煤电产能，加快改造现有煤电机组。加快实施电能替代，
因地制宜在交通、建筑、矿山、工业、农业等领域扩大电能替代范围和规模。加强城乡电网
改造，提高居民用能电气化水平。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
推进工商业和户用光伏开发利用，推广光伏发电与建筑一体化应用。优化农商文旅体融合发
展机制，积极探索推广“绿道+”“公园+”“水美乡村+”等模式，营造高品质生活场景和
消费场景，培育生态体验、健康休闲、创意农业、文化展示等新业态新产品。

推进能源科技创新发展
推进“互联网+”智慧能源建设，建立能源生产运行信息服务网络，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信息对接。鼓励能源企业运用大数据技术对设备状态、电能负载等数据进行分析挖掘与预
测，开展精准调度、故障判断和预测性维护，提高能源安全稳定运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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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点单位 试点任务 主要内容 备注

2 高青县

推进光伏发电融合发展
有序推进集中式光伏建设，鼓励采用农光互补、渔光互补等模式，因地制宜发展“光伏＋”
集中式电站。鼓励风光储多能互补项目示范，推进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布局开发建筑
一体化光伏发电系统。

加速推进清洁供暖
优化生物质发电开发布局，稳步发展生物质热电联产发电和农林生物质发电。探索生物质热
电联产新模式，加快生物质发电向热电联产转型升级。推动煤电机组转型升级，加快背压机
组热电联产项目建设，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提升储能协同配套能力
推广“新能源＋储能”新能源电站项目，促进储能与新能源发电深度融合。支持开展新能源
配建储能转为独立储能，探索新型储能作为独立主体参与电力市场路径。开展家庭光伏储能
系统示范应用。

推进乡村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

推进住宅小区、公共停车场、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合理配置充电基础
设施，推动实现充电站乡镇全覆盖。严格乡村充电设施管理，鼓励已建和新建公共充电桩接
入山东省充电基础设施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引导形成绿色低碳生活
方式

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力度，鼓励新能源汽车销售企业开展让利补贴。加快出租汽车、普通公
务用车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提升全社会绿色低碳意识，推动绿色生活理念进学校、进
社区等，引导企业建立多元绿色产品供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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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点单位 试点任务 主要内容 备注

3 枣庄峄城区

加快光伏发电开发
推进工商业和户用光伏开发利用，推广光伏发电与建筑一体化应用。围绕石榴特色产业，开
展“云储能+光伏汇流”开发建设新模式，精准服务石榴产业能源结构转型升级。

推进分布式燃机项目建
设

立足能源供给多元化发展，推进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机组建设，提高清洁、低碳、
稳定电力供应能力，增强电力系统调节能力。

推进乡村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

合理配置充电基础设施，推动实现充电站乡镇全覆盖。稳步推进新能源汽车智能充电站点建
设，增强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保障能力。重点推动公共建筑物配建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
、路边临时停车位等公用充电设施建设。

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持续淘汰落后燃煤机组，加快工业炉窑清洁能源替代，对以煤、石油焦、渣油、重油等为燃
料的工业炉窑，使用清洁低碳能源以及利用工厂余热、电厂热力等进行替代。

加强矿区生态保护修复
落实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政策，统筹矿山从建矿、生产到闭坑全过程生态保护修复规
划，实现边开采、边保护、边治理。加强矿山废弃物综合利用，最大限度实现矿山“三废”
的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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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点单位 试点任务 主要内容 备注

4 东营垦利区

加快发展光伏发电
推进打造鲁北盐碱滩涂地千万千瓦级风光储输一体化基地建设。加快推进东营绿色生态油区
示范基地、东营光伏综合应用示范区建设。积极推进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建设，打造“风光同
场”海上清洁能源基地。

推进地热能、生物质能
开发利用

推进地热能在民生采暖、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构建绿色环保﹑生态循环、节能高效的新型种
养模式。开展地热供暖示范村镇建设，实施一批村镇地热能清洁取暖工程。开展生物质燃气
试点建设，实施生物质气化清洁能源利用工程。

构建适应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的智能电网

优化区域电网结构，提高电网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重点推动高盖、董官（后缪）等110
千伏、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推进实施城乡10千伏中低压项目，改造提升配电网网架整
体结构，提升中低压线路联络率。强化电力系统调峰能力建设，提高电力系统运行效率。

提升储能协同配套能力
加大储能发展力度，在用户侧、电源侧和电网侧分类推进示范工程建设，加快大容量、长时
间、低成本储能电站推广。

加快能源配套产业协同
发展

着力培育储能装备产业，围绕“材料—电芯—电池—应用”产业链，建设东营电化学储能产
业园。扩大溶剂和电解液产能，建设正极、负极、隔膜等材料产业基地。积极招引锂电池相
关新能源项目落地建设，构建各具特色、错位发展的新能源产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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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点单位 试点任务 主要内容 备注

5 东营河口区

推进风电光伏地热能开
发利用

采取“统一规划、集中连片、分步实施”的方式，建设一批复合型光伏发电项目，促进土地
资源集约化、立体化利用。统筹光伏发电与风电，稳妥有序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推进地
热能清洁供暖，重点在地热资源丰富、勘查程度高的河口区城区和孤岛地区建设地热能清洁
供暖示范项目，提高区内清洁供暖覆盖率。

构建适应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的智能电网

加强可再生能源项目集中地区配套电网建设，提升电网接入和送出能力。推进系统电源侧改
造，提升电力系统综合调节能力，加快灵活调节电源建设。加强用电管理，发展各类灵活性
用电负荷，优化电网运行方式，提高电能利用效率和全社会终端用电效率。

提升储能协同配套能力
鼓励新建集中式风电、光伏项目按照一定比例配建或租赁储能设施，探索“可再生能源+储
能+分布式调相机”新模式，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的出力可控性。推动新型储能技术创
新，支持开展多能互补、虚拟电厂等试点示范。

扩大可再生能源终端直
接应用规模

创新新能源利用模式，探索隔墙售电等开发利用模式，促进分布式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
开展光伏+风电电解水制氢示范，部分替代现有天然气制氢。

增强能源科技创新和产
业配套能力

加快电网向能源互联网升级，推进数字化转型与源、网、荷、储等要素全面融合。依托黄河
三角洲数智碳谷，构建能源管理大数据平台。优化新能源产业链布局，加大新能源上、下游
项目引进，打造新能源产业示范基地。推进河口新能源产业园建设，推进金风科技、中车公
司河口风电装备制造基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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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点单位 试点任务 主要内容 备注

6 海阳市

大力发展光伏发电
立足海陆资源禀赋，坚持集散并举，规模化开发建设海上光伏项目。探索能源与生态养殖结
合，推进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建设。

探索推进核能综合利用

推进海阳核电、国家级先进能源示范区和海阳一体化小型堆示范项目建设，打造全省首个千
万千瓦级核电基地。拓展核能供热范围，推进长距离跨区域核能供暖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建
设，逐步实现向烟台、青岛等地大范围、长距离供热。探索核能工业蒸汽应用、核能海水淡
化等综合利用示范，打造国家级海水淡化样板工程。

提升储能协同配套能力
推进海阳核电厂核储一体化项目建设，打造“光储充”等一体化运营模式。推动人工智能技
术电力领域应用，提高电网侧、用电侧智能化水平。

推进县域能源基础设施
建设

推动城乡清洁供热供电基础设施建设，在有条件的村庄使用城市供热管网采暖。在无法使用
区域供暖且村庄分布相对集中的区域，建设独立集中供暖热源，使用局域集中供热管网进行
供暖。在无法使用区域、集中供暖，且村庄分布相对分散的区域，各村庄以农宅为单位使用
新型采暖方式独立采暖。

加快能源配套产业协同
发展

发挥山东核电零碳能源产业技术研究院（烟台）、烟台核电研发中心等重点科技创新平台作
用，强化绿色低碳技术产学研协同攻关，加快绿色低碳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加快招引
“核风光氢储”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聚力打造配套完善、链条完整的清洁低碳高效
能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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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点单位 试点任务 主要内容 备注

7 莱州市

推动光伏规模化发展
统筹考虑资源禀赋、用海用地条件，推广盐光互补、渔光互补综合开发利用模式，有序推动
集中式光伏项目开发。推进莱州百万千瓦新能源大基地、中广核莱州土山600MW盐光互补光
伏等一批陆地集中式光伏发电建成投运。

加快推进储能电站布局
建设

加快推进储能电站布局建设，“十四五”期间，华电莱州电化学储能、莱州蓝色海洋一期储
能、莱州市沙河镇储能示范项目等一批储能电站项目建成投运。探索以租代建、共享储能等
独立储能电站模式，保障陆海光伏等新能源开发建设和并网发电。

推动生物质多元化利用
稳步推进生物质能综合利用，积极发展生物质清洁供暖供气。加强科研院所合作，加大对生
物质能技术研发的投入，提高生物质能利用效率和效益。

建立健全光伏产业链

建立健全光伏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重点培育发展新一代高效太阳能电池和组件、智能化光
伏生产设备，提升配套部件供应能力，打造环渤海光伏装备制造基地。建成5GW异质结电池
及组件项目等一批高端光伏产业项目，提高光伏产品和装备本地配套率，持续降低光伏发电
成本。

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
加快电网建设和农村电网升级改造，推进110千伏及以上输变电工程、汇流站建设，打通海
上风电、海上光伏与陆上电网连接通道，进一步提升区域电网新能源接网消纳能力，在确保
电网运行安全基础上，争取实现新能源全额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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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单位 试点任务 主要内容 备注

8 诸城市

加快风光生物质等新能
源发展

推进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大规模、高比例、高质量、市场化发展。合理布局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推进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因地制宜推动太阳能和生物质能清洁供暖。加强
电网发展规划与可再生能源发展衔接，推进城乡电网一体化建设，提高电网综合承载力和灵
活性。

扩大可再生能源终端直
接应用规模

推进“新能源+新基建”同步建设，将新基建与新能源深度融合，加快公共设施一体化建设
。利用路灯杆体和供电网络，集成电池储能、新能源快充，打造“智能绿塔”。以社区为单
元，推进源、网、荷、储同步发展，构建多元化清洁能源供给体系，提高终端清洁用电比例
。

打造“零碳”园区、厂
区

推进绿色能源战略与先进制造业融合，依托支柱型龙头企业，打造“零碳”园区、“零碳”
厂区。以用能需求为重点，持续提高绿电、绿氢供给能力，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应对国际“
碳边境调节机制”等贸易规则。

提升储能协同配套能力
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和灵活性，推进“电化学+飞轮”等系统友
好型综合等储能项目。在支持推进整县分布式屋顶光伏的基础上，打造综合智慧能源系统，
建设“诸城综合智慧零碳电厂”。

加快能源配套产业协同
发展

大力发展氢能产业示范工程，推动制氢、储氢、运氢、加氢等相关装备产业发展。着力提升
燃料电池装备水平，推动燃料电池汽车、氢能分布式供电等装备产业发展，构建“整车+核
心零部件+后市场服务+碳资产管理”的全新产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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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点单位 试点任务 主要内容 备注

9 高密市

推进风光发电开发利用

坚持集中与分散并举，稳步推进集中式风电开发，探索推进乡村小容量、低电压等级的分散
式风电开发建设。稳步推进集中式光伏开发利用，按照“农业+光伏发电+高效储能”运营模
式，引入农业合作机构开发种植农作物，建设农光互补型式的农业大棚。鼓励“集中汇集、
升压并网、配套储能”开发模式，多种途径推进分布式光伏开发利用。

构建适应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的智能电网

推进电网智慧化转型升级，辅助提升电网平稳调控能力。围绕发展定位和高可靠用电需求，
统筹配置空间资源，保护变电站站址和电力廊道落地。逐步提高配电网承载能力，推动农村
配电网高质量发展。

推进分布式燃机项目建
设

推进分布式燃机项目建设，平抑风能、太阳能发电带来的随机性、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增强
电力系统调节能力。

提升储能协同配套能力

鼓励未纳入保障性并网规模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自愿承担一定比例的并网消纳责任权重，
配建一定规模的储能设施。对自愿按比例配建储能设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经电网企业
按程序认定后，积极支持项目并网。鼓励户用光伏、光伏扶贫、车棚式光伏、全部自发自用
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光伏电站）项目根据自身需要配建储能设施。

扩大可再生能源终端直
接应用规模

推进“低碳景区”建设，采用“低碳+旅游”模式，建设红高粱特色小镇、五龙河景区等示
范型低碳旅游景区，通过实施节能改造、推行绿色交通、开展智慧电源与充电桩建设、生活
垃圾分类和无害化处理等途径，推进景区节能降耗，有效实现景区低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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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点单位 试点任务 主要内容 备注

10 嘉祥县

加快发展风电、光伏发
电

加强陆风要素保障，有序推进风电发电。发挥整县分布式光伏试点示范引领效应，实施“光
伏+”工程，促进太阳能光伏提质升级。推动太阳能多元化利用和产业化发展，打造一批“
阳光机关、阳光校园”光伏示范项目。

积极发展储能产业
结合光伏规模化开发配套储能需求，推进储能调峰电站合理规划布局。探索绿色用能新模
式，打造党政机关开发场景，实现光伏发电、智慧储能、智能充电桩一体化发展。

提升生物质能利用水平
按照“合理布局、区域统筹、热电优先”原则，依托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和交通优势，支持
缺乏热源支撑的县城和产业集聚区，结合农林废弃物利用和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处理，有序发
展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

提升农村用能清洁低碳
化水平

推进供电线路落地、电能替代和电网改造升级，美化村容村貌，赋能美丽乡村。聚焦特色小
镇、农家院、乡村民宿、休闲观光园区等，推进实施电能替代，促进农村能源结构清洁低碳
转型。

优化电网线路提升消纳
能力

提升电网新能源接入能力，加快推进电网工程建设。按照“密布点、短半径”“先布点、后
增容”原则，新建、改造一批10KV供电线路和供电台区，提升配电网供电消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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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点单位 试点任务 主要内容 备注

11 肥城市

加快推进光伏发电
利用采煤塌陷、废弃土地、荒山坡滩等地块，采用农光互补、渔光互补、生态治理等模式，
因地制宜发展“光伏+”集中式电站。积极推进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开发，打造“建筑
光伏发电+清洁电力+绿碳中和”的低碳园区。

提升储能协同配套能力

聚焦盐穴压缩空气储能，全力打造百亿级储能产业园。加快推进中能建35万千瓦、中电建
2×30万千瓦等盐穴储能项目，建成千兆瓦级盐穴储能调峰基地。延伸电化学储能产业链，
推进钠离子电池、液流电池、超级电容、锂电池等储能配套项目建设，打造“研发+生产+应
用”一体化储能产业模式。

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可控、灵活高效、开放互动、智能友好的新型电力系统。按照“快
慢互补、因地制宜”原则，推动实现直流充电站乡镇全覆盖。力争2025年，累计建成电动汽
车充电基础设施950台。

增强能源科技创新能力
立足盐穴储能储气产业集群技术优势，积极探索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推动重点产业
、重点企业与高校院所合作，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问题，加快一批科技成果在开发区转
化应用，提升产业集群发展质效。

加快能源配套产业协同
发展

按照“前端扩能建穴－中端盐穴储能－后端建网延链”的产业链发展路径，配套规划制盐扩
穴板块、储能装备智能制造板块，打造建设千万吨级储能配套制盐产业基地，百亿级储能储
气装备制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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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点单位 试点任务 主要内容 备注

12 乳山市

推进非化石能源开发
推动半岛南片区海上风电开发，打造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推进陆上风电开发，积极实
施“千乡万村驭风行动”。支持具备条件的工业园区、企业依托自有产权建设用地，采用“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促进风电就近消纳利用。

加强新能源产业协同
培育和发展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聚力打造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以海上风电主机
及核心零部件研发与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协同布局。鼓励开展光伏
发电制氢、风电制氢、海洋能制氢，探索“风渔融合”“风光同场”等综合性开发模式。

提升储能示范应用

加快煤电灵活性改造，探索利用退役火电机组既有厂址和输变电设施建设新型储能或风光储
设施。鼓励在电网侧以“企业自建”“共建共享”等方式建设运营新型储能电站。积极推动
不间断电源、充换电设施等用户侧分散式储能设施建设，鼓励电动汽车等用户侧储能参与系
统调峰调频，提升用户灵活调节能力。

统筹推进多能互补
推进新能源领域多能互补发展，提升系统运行效率和电源开发综合效益，构建多元供能智慧
保障体系。

发展能源配套产业

布局风电产业技术研发和集成创新，绕风机制造、特种材料等关键技术领域，强化校企对接
和人才引进，争取省级重大专项扶持。加强液冷智慧储能项目论证，力争在电力系统调节、
新能源消纳和能源结构优化调整上取得关键技术突破。探索氢能综合利用，加快海上风电资
源开发，融合发展海洋牧场、海水制氢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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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点单位 试点任务 主要内容 备注

13 莒县

加快发展光伏发电
加快整县分布式光伏规模化开发，加快推进分布式光伏开发利用，进一步优化能源消费结
构，五年内实现全县光伏装机和光伏发电量大幅提升。

因地制宜发展其他可再
生能源

开展“百乡千村”绿色能源发展行动，稳步发展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有序发展农林生物
质发电和沼气发电，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清洁供暖。

构建适应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的智能电网

进一步完善网架结构，合理安排中压电网接线方式，强化变电站间的有效联络，提高电网运
行的灵活性与可靠性。根据不同镇街电网发展的差异需求，打造容量充足、布局合理、运行
灵活、协调经济、适应性高的智能电网，推进电网形态、技术、功能升级。

推进乡村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

加强充电场站科学规划、精准布局，探索“光伏+储能+充电”一体化发展模式，形成“发储
充放”新能源产业链条，建成城区“二公里充电圈”。

加快能源配套产业协同
发展

加快氢能产业发展，推进制氢设备制造项目建设，打造领先的PEM纯水电解制氢设备研发和
制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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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点单位 试点任务 主要内容 备注

14 费县

推进风电光伏生物质发
展

稳妥推进风电项目建设。建设一批“农光互补”光伏项目，推进“光伏+生态治理”模式，
探索建设多能互补清洁能源基地。健全生物质资源收储运体系，探索农田托管服务和合作社
秸秆收集模式，建设费县生物质收储运加工中心。加快发展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生物质天
然气。鼓励生物质直燃发电向热电联产转型，在具有稳定燃料来源和热负荷的工业园区就近
布局生物质分布式供热项目。

发展优先消纳新能源的
新型负荷

发展需求可调控、能量可交互的新型负荷，促进新能源消纳利用。发挥储能在能源体系中的
重要作用，积极推广建设锂电池电化学、压缩空气等储能系统。加快城市充电服务网络向乡
镇有序延伸。

开展低碳零碳试点

发挥区域大型调峰煤电、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的调节能力，开展多能互补一体化试点。
在工业负荷大、新能源资源禀赋相对较优的园区，开展绿色供电园区建设试点。开展“低碳
零碳乡村”建设，选择一批拥有特色产业的乡村，引导实施全电化改造，推动生物质能、太
阳能等清洁供能，促进乡村能源高质量发展。

扩大可再生能源终端直
接应用规模

提升重点领域电气化水平，工业领域推广终端用能设备电气化，推动绿色电力直接供应，鼓
励工业企业就近就地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推进区域内农业生产、农村居民日常生活领域电
气化发展，实施碳晶板清洁取暖改造工程，探索建设分布式生物质供热站，逐步形成基于生
物质的“集中供热+分布式供热+环保炉具”的清洁供热布局。

推动化石能源绿色清洁
高效利用

引导耗煤企业使用高热值燃煤，鼓励煤电机组探索按照适宜比例掺烧生物质成型燃料。加强
民用散煤治理，扶持推广生物质环保炉具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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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点单位 试点任务 主要内容 备注

15 沂南县

加快发展光伏发电项目
合理布局光伏示范项目，推动光伏发电与农业、养殖业、矿业、生态环境治理等融合发展。
鼓励光伏建筑一体化应用，在新建交通枢纽、会展中心、文化场馆、工业园区、新能源汽车
充电站等开展光伏建筑一体化项目示范试点，推动分布式光伏与储能、微电网等融合发展。

规范有序推进风电发展
结合风力资源评价和区域电网送出条件，协调推进风电项目开发建设，探索与其他能源融合
发展方式，形成多元发展、多能互补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模式。

加快推进储能项目建设 依托储能电站项目，积极推广风光+储能技术融合场景应用，支持共建共享储能设施。

推进生物质能开发利用
依托沂南肉鸭养殖大县的优势，以生物质能资源能源化循环利用和清洁利用为重点，加快沂
南县经济开发区3万千瓦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建设，提高固废“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水平，推进生物质资源能源化和清洁利用。

推动绿色低碳消费新模
式

发挥电动车和装配式建筑特色产业优势，鼓励企业迭代开发城市绿色代步工具，围绕军警市
场、城市物流配送、城市垃圾收储等特色场景，开发新能源专用车，支持在电动车扁线电机
、轴承轮毂单元等领域实现技术突破。

— 15 —



序号 试点单位 试点任务 主要内容 备注

16 德州陵城区

加快发展光伏发电
依托区内新能源优势企业，加快完善绿电供应体系建设。依托储能电站项目积极探索绿色能
源智慧化储存、调配。推广光伏发电与公共基础设施一体化改造建设，探索开展“光伏+交
通”工程。

推动生物质能综合开发
利用

因地制宜布局生物质、沼气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工程，鼓励生物质能热电联产清洁供暖、
生物质锅炉等集中供暖模式，推进农村地区可再生能源推广使用。推广地热能综合开发利用
技术，探索建立地热能智慧监测平台。

推进公共设施低碳化

规划“零碳+冷链产业集群”，建设仓储、冷链平台、电商等功能于一体的冷链产业综合
体，打造区域内绿电自发自用的“零碳系统”。建设标准化、规模化移动储能和移动充电桩
系统，打造储能充电一体化示范区。推进乡镇社区、乡村物流站、旅游度假村等配套充电设
施建设，实现直流充电站乡镇全覆盖。

加快新能源配套产业协
同发展

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切入点，大力发展锂离子电池为动力的纯电动汽车、增程式电动车等新
能源汽车整车产品，培育陵城区新能源汽车知名品牌，推动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引导形成绿色低碳生活
方式

推动促进绿色消费，开展新能源汽车“百万惠民补贴”活动，免费发放“绿色电车体验券
”，带动能源汽车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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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点单位 试点任务 主要内容 备注

17 冠县

推进光伏风电开发
发挥区域内种养殖产业优势，利用农业大棚棚顶进行太阳能发电。适度发展风力发电，在符
合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推进内陆风电就地就近开发。

因地制宜发展其他可再
生能源

有序发展农林生物质发电，推进生物质能清洁供暖，适度开发地热能，形成可再生能源（地
热能、空气能、太阳能等）综合供热格局。

构建适应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的智能电网

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可控、灵活高效、开放互动、智能友好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推动
电网工程建设，提升跨区域电网输送能力。

加快能源配套产业协同
发展

培育一批综合实力、创新活力、数字化水平、绿色低碳高效等优势突出的优质企业。充分发
挥风电、光伏开发优势，引进风电装备制造项目和风电产业外先进制造业项目，推动产业延
链升级。

积极搭建支撑服务平台
就做好新能源项目并网全流程办理出台“一揽子”政策，明确各级行政部门在手续办理、项
目落地、优惠政策、工作时限等环节的职责和义务。推广国家电网“新能源云”和“碳中和
”平台全面运用，实现项目申报、项目审查、意见出具、电费发放全流程线上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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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点单位 试点任务 主要内容 备注

18 无棣县

加快发展风电、光伏发
电

落实鲁北（滨州）盐碱滩涂地风光储输一体化基地建设要求，加快B3风光同场项目、鲁北综
合智慧产业园、滨化新材料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建设。推进协同渔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开发
。

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
有序发展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积极推进垃圾生物质燃料热电联产及生物质燃气项目。拓展
生物质气化清洁能源利用，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清洁供暖。

构建一体化储能产业链
发挥储能产业存量、增量项目规模优势，推动储能科研力量快速集聚，配合鲁北基地、海上
光伏等项目储能配套需求，打造形成“研发+生产+应用”一体化的储能产业生态闭环。

构建适应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的智能电网

探索构建以风、光、生物质为主，储能、天然气为辅，高度自给的新能源微能网，实现内部
有效控制和调度。

扩大可再生能源终端直
接应用规模

围绕津潍高铁无棣站等新建、拟建公共基础设施，推广光伏发电与建筑一体化应用，探索打
造“零碳高铁”。因地制宜开发分散式、分布式新能源项目，鼓励各类工业企业就近就地开
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拓展多能互补，探索零碳小镇建设路径。探索发展风光氢氨、绿氢炼化
等多场景氢能示范，适时推广氢燃料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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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点单位 试点任务 主要内容 备注

19 滨州沾化区

加快发展风电光伏发电 加快鲁北盐碱滩涂地风光储输一体化基地建设，有序推进风电和光伏发电集中式开发。

推进地热能开发
试点推进浅层地热能供暖（制冷）示范项目。实施“地热供暖全覆盖工程”，推进新建小区
采用地热井供暖，公共建筑采用地源热泵供冷供暖，部分具备条件的小区逐步实现燃煤锅炉
供热全部替代为地热供热，原供热管道及锅炉作为备用。

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
合理有序发展生物质能发电项目，推进农林秸秆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探索发展沼气发
电，积极推进生物质非电利用，发展生物质能清洁供暖，有序发展非粮生物质液体燃料、成
型燃料。

加强风电光伏发电消纳
利用

鼓励新能源企业探索风光制氢示范项目建设，推进氢储能在可再生能源消纳、电网调峰等领
域的推广应用。拓展创新能源化工领域利用新模式，提升风光发电消纳水平。扩大风电、光
伏发电直接消纳利用规模，推进各类产业园区开发分布式、分散式新能源项目。发挥智慧停
车场项目建设经验基础优势，统筹推进乡村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新能源消纳场景。加快
配电网改造升级，为鲁北盐碱滩涂地风光储输一体化基地新能源项目落地提供接入支撑。

加快能源配套产业协同
发展

推进资源开发与装备制造业协同发展，加快新能高效N型电池片项目建设，实现省内光伏电
池片产业“破零”。有序推进相关项目建设，逐步完善光伏装备制造产业链条，打造千亿级
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先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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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曹县

推动风光生物质能开利
用

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总体思路，优化建设布局和开发时序，推动集中式风电开发建设。
推进农林畜牧业废弃物资源多元化利用，提高生物质能利用效率和效益。探索发展沼气发
电，余热用于生活供热、农业种植及养殖，实现生物质能循环梯级利用。

扩大可再生能源终端直
接应用规模

推动分布式电源、微电网与智能电网协同发展，推广使用电动汽车，加速交通领域电能替代
进程，拓展可再生能源消纳空间。全面推进新能源汽车发展，推动各类市政和运营车辆的“
零碳化”。

提升储能协同配套能力
加大储能发展力度，以共享租赁集中式储能为重点，在用户侧、电源侧和电网侧分类推进示
范工程建设。探索更为合理的储能商业模式，支持建设运营共享储能设施，鼓励可再生能源
项目优先租赁共享储能设施。

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公共服务领域场站、公共建筑物配建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路边临时停车位等公用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公交、环卫、物流、租赁、警务等公共服务领域和出租车、网约车
和个人私家车等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加快能源配套产业协同
发展

以制氢、储氢、运氢及氢燃料电池为基础，突出高新技术制氢及氢能利用示范应用，积极发
展制氢产业。研究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制氢技术，探索“新能源发电+氢储能+氢制甲醇”
一体化应用，打造国内具有影响力的“绿氢生产基地”。引进具有带动作用的氢能产业链大
型企业及关键零部件企业，推动加氢站装备制造、制氢装备制造等项目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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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点单位 试点任务 主要内容 备注

21
青岛西海岸

新区

加快海上光伏开发
探索推进海上光伏项目开发，建设海上光伏技术策源地、应用先行区和产业创新区。鼓励风
光储多能互补等“光伏+”项目示范，打造胶东半岛光伏发电示范标杆。

全面推进生物质能开发
利用

创新生物质能开发模式，实现燃料多元耦合，推动农林生物质与燃煤、垃圾耦合发电和污泥
焚烧发电，全面推进生物质热电联产，充分发挥非电领域的清洁能源替代，向多联产高附加
值深入发展。重点推进生物质热电联供等项目。

提升储能协同配套能力
推广“新能源＋储能”系统友好型新能源电站项目，促进储能与新能源发电深度融合。支持
开展新能源配建储能转为独立储能，探索新型储能作为独立主体参与电力市场新路径。鼓励
有条件的风电、光伏发电项目配套制氢设备。

提高需求侧响应能力

整合各类需求侧响应资源，引导用户优化储用电模式，高比例释放居民、一般工商业用电负
荷的弹性。引导大工业负荷参与辅助服务市场，鼓励电价敏感高载能负荷改善工艺和生产流
程，提供可中断负荷、可控负荷等辅助服务。开展智慧楼宇、电动汽车、大数据中心智能调
度等需求侧响应示范，培育终端用能新模式。

加快能源配套产业协同
发展

探索“太阳能+”多能互补智慧能源模式规模化、产业化，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与光伏产业深度融合，提升光伏产业智能制造水平。打造风电装备及应用产业集群，围绕
风电机组及关键零部件等重点环节，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独立创新、联合创新，培育风电装备
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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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潍坊滨海区

加快风电、光伏开发
有序推进风电和光伏发电集中式开发，重点推进潍坊市滨海风光储智慧能源示范基地建设。
推进“光伏+”综合利用，推进工商业和户用光伏开发，推广光伏发电与建筑一体化应用。
鼓励发展风电、光伏发电制氢，培育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新模式新业态。

推进化石能源清洁高效
利用

积极推进分布式燃机项目建设，增强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推动煤电机组转型升级，加快背压
机组热电联产项目建设，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
合理有序发展生物质能发电项目，推进农林秸秆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重点推动生物质热
电联产项目建设。推进生物质非电利用，增加工业用热及冬季采暖用热供应能力。发展生物
质能清洁供暖，有序发展非粮生物质液体燃料、成型燃料，提高生物质能利用效率和效益。

扩大可再生能源终端直
接应用规模

鼓励规划新能源发电与公共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探索学校、医院、居民楼等公共机构或建
筑设施建设新能源立体车库（棚），为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等交通工具提供存放和充电一
体化场所。

加快能源配套产业协同
发展

通过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示范建设，加快风力、光伏发电与数字化、配套产业融合，带动能源
配套产业协同发展。以新能源产业为重要抓手，培育综合实力、创新活力、数字化水平、绿
色低碳高效等优势突出的优质新能源企业，引领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充电桩制造等产业协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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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威海临港区

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
依托威海碳纤维产业园，结合周边光伏资源与风电资源，构建碳纤维产业园源网荷储一体化
试点。

打造能碳大数据中心
建设能碳大数据中心，从新能源产业发展、双碳数据、产业链组建等方面构建城市基础数据
库，推动城市能源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转型。在城市新能源自我消纳基础上，积极参与外部
大市场绿电交易与碳交易。

推动储能规模化多样化
发展

配合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千万千瓦级海上光伏基地建设，发展系统友好型新能源电站
配套储能。在大规模新能源汇集、调峰调频困难和电压支撑能力不足的电网枢纽站点及重点
区域，统筹布局独立储能电站。围绕大数据中心、5G基站、工业园区、公路服务区等终端用
户，鼓励因地制宜建设用户侧储能。

加强工业节能
实施工业行业绿色化改造工程，聚焦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开展节能诊断，推进生产线节能
改造。实施产业园区节能提升工程，推动企业实现能源梯级利用，加速推动产业园区、重点
企业绿色微电网建设。加强数字信息技术在节能领域应用，提高园区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建设零碳乡村试点
落实零碳乡村建设总体目标，大力发展新能源，同步配套储能项目。推动建筑材料企业技术
改造，提升零碳建筑新材料生产水平，打造绿色建筑新材料产业园。按照零碳建筑标准、规
划设计、建设2所中小学和1所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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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规范推进光伏项目开发
利用厂房、大型公共建筑屋顶发展光伏发电，新建建筑实施光伏建筑一体化示范。探索光伏
发电与5G、制氢、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等高效融合。实施沿海光伏项目，加大可再生开发力
度。

加快推进储能项目建设
依托新能源发电、并网型微电网和充电基础设施，开展光伏发电、海上风电与储能灵活充放
电相结合的园区级多能互补建设。支持分布式电源开发建设和就近接入消纳。结合增量配电
网等工作，开展绿色供电园区建设。

推动新能源装备项目落
地

依托产业和区位优势，按照抽水蓄能装备、海上能源装备、核电装备、清洁能源生产转化四
个板块，形成“风电装备+”多种新型能源装备产业业态，打造新能源装备出口产业园。

推进生物质能发展
合理控制统调燃煤电厂用煤，将生产规模逐步转化为生物质热电项目，降低煤炭消费比重。
推动发电、造纸行业严格落实煤炭等量或减量替代政策。积极发展天然气发电和分布式能
源，拓展天然气利用领域。推动煤电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三改联动”。

优化区域热源布局

打造零碳园区建设试点，实现园区由燃煤供热转为生物质供热。增建扩大供热管网，推动清
洁蒸汽供应，推进余热能源梯级利用。挖掘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节能降耗潜力，推动企业节
能技改、余压余热回收利用。深挖供给侧生产潜力、理清需求侧响应能力，科学配置企业供
热潜能，提高灵活供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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