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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市年内全市将建成充电站72座

 市政府办日前印发《十堰市能源（新能源）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市基本建立
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能源产业总产值达70亿元，为把我市建成区
域性中心城市提供能源支撑。 

 能源产业现状：能源供应以电力为主体

 据悉，“十二五”以来，我市注重加强能源建设，不断提高能源供应能力，积极推动全社会节约能源，努力缓解经
济社会发展的能源约束瓶颈，形成了以电力为主体，其他能源形式为补充的能源供应系统。能源结构持续优化，新能
源产业发展成果初显。

 在一次能源方面，
煤炭、石油制品、管道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能源物质供应的市场化运作日趋成熟，初步建立了开放式、多渠道的供
销体系。2017年全市煤炭消费量300万吨，同比下降10%；天然气消费量 1.46亿立方米，同比增长34.8%。

 在电力方面，
我市火电装机总计20.7万千瓦，分别为十堰热电厂（2.7万千瓦）和东风热电厂（18万千瓦），计划于今年全部关停。
在建京能热电联产项目装机70万千瓦，将于2018年底前实现“双投”目标。

 在水电方面，
全市水能资源总量约为110亿立方米，已探明水力资源蕴藏量为500万千瓦，其中汉江可供开发水能130万千瓦，堵河
可供开发水能145万千瓦。截至2016年底，十堰市水电总装机规模达到298万千瓦。目前在建水电项目主要为夹河关、
孤山水电站，装机规模均为18万千瓦；竹山、房县13个小水电项目，共计装机规模为6.55万千瓦。

 在风电方面，
我市风能资源丰富区主要在郧西县、房县、竹山县和竹溪县。目前，我市已有一座风电场于2017年12月获得省发展改
革委核准，结束了我市从未有过利用风力资源发电的历史；另有3个风力发电项目已完成风资源报告，总装机规模27
万千瓦，正申报2018年核准。

 在光伏发电方面，
截至目前，已建成集中式电站装机容量12万千瓦。光伏扶贫村级电站累计备案18.6万千瓦，投产9.6万千瓦；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累计备案151.7MWp，投产10兆瓦。

 在生物质发电方面，
现已建成粤能生物质电站，装机1.5万千瓦。2017年5月，竹溪凯迪生物质电厂获得核准，即将开工建设。

 能源通道建设取得重大突破。电力通道方面，截至2016年底，十堰市有500千伏变电站1座，主变容量1500兆伏安；2
20千伏公用变电站9座，主变容量2280兆伏安；110千伏公用变电站57座，主变容量3491.8兆伏安。500千伏线路3条，长
度449公里；220千伏线路 22条，长度895.26公里；110千伏线路159条，长度2481.6公里。极大地提升了用电负载能力和
线路的安全性、可靠性，有效地保障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西气东输二线枣十支干线于2011年底全线贯通，十堰境内总长约为67.75公里。管线从土关垭进入十堰境内，途经浪
河、丁家营、武当山、六里坪到十堰城区。十堰六里坪至竹溪输气管道全长180.4公里，设计输气能力3亿立方米/年。

 “十三五”重点增强能源供应保障能力

 据了解，我市一次常规能源资源匮乏，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开发不够。在充分挖掘全市能源
资源潜力基础上，根据资源情况、地理状况、生活方式、经济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发挥各地
产业和技术优势，合理布局，推动能源产业健康发展。到2020年，基本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安全、稳定、经
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全市能源产业总产值达70亿元，为十堰市建成区域性中心城市提供能源支撑。

 具体目标是，新增水电装机40万千瓦左右，总投资65亿元，累计达到340万千瓦左右；新增火电装机70万千瓦，总
投资40亿元，累计达到70万千瓦；新增风电装机30万千瓦，总投资20亿元；新增光伏装机28万千瓦，总投资2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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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达到48万千瓦；新增生物质发电装机4.5万千瓦，总投资4.5亿元，累计达到6万千瓦。由此实现能源结构进一步优
化。

 在能源通道建设上，新建500千伏十堰变—卧龙变输电线路工程，新（扩、改）建220千伏变电站6座，新（扩、改
）建110千伏变电站22座。到2020年，全市发电量将达到110亿千瓦时，产值近66亿元。农网升级改造累计投入40亿元
，基本建成现代化农网体系，总投资30亿元，新建天然气管道长度180公里，天然气利用量达到1.8亿立方米。

 建设五大工程确保目标实现

 我市能源（新能源）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将实施五大工程，确保目标实现。

 一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程。
加快实施城镇及农村生活用煤替代，分梯次推进工业锅炉、供热锅炉、工业窑炉治理改造。逐步关停小型燃煤发电机
组，重点做好工业燃煤锅炉关闭工作；有序发展清洁煤电，进一步优化煤电布局，大力推广超低排放技术，有序发展
清洁煤电。稳步推进京能热电一期工程建设，适时推动京能热电二期工程的前期工作。积极配合京能热电运煤铁路建
设，加快丹江口六里坪20万吨储煤基地建设进度。

 二是电源建设提升工程。
水电重点推进夹河关、孤山水电站建设。支持房县、竹山县、竹溪县、郧西县等地的小水电建设。到2019年，水电装
机容量达到320万千瓦，到2020年，水电装机容量达到340万千瓦。风电方面，加快推进已开展前期工作的风电项目建
设，到2019年风电装机容量达到10万千瓦，到2020年风电装机容量达到30万千瓦。太阳能发电着力发展光伏发电产业
。到2019年，建成地面电站28万千瓦，建成分布式光伏发电10万千瓦。到2020年，建成地面电站33万千瓦，建成分布
式光伏发电15万千瓦。生物质发电方面，布局生物质发电项目，推进粤能生物质电站二期工程的建设，到2020年，建
成生物质发电装机6万千瓦。

 三是能源系统补短板工程。
天然气管网方面，保障现有“西气东输二线枣十支线”气源稳定供应；积极争取更多“忠武线”“西气东输三线”的
气量指标，实现多气源保障。到2019年，建成“十竹”天然气长输管道。到2020年建成“两郧”天然气长输管道；加
快油气合建站、加油站、油库、加气站及次高压管线建设。到2018年底，新增CNG加气站15座、LNG加气站5座、加
油站8座。到2020年底，新增CNG加气站30座、LNG加气站10座、加油站16座；投资24.5亿元，完善110千伏及以上输
变电网络，提高电网安全可靠性。新建500千伏十堰至卧龙变输电线路工程，新（扩、改）建220千伏变电站6座，新
（扩、改）建110千伏变电站22座；首批推进建设普林工业园、湖北精益、湖北正奥等储能项目，继续推进金鼎纺织
、冠达汽车、湖北三环、湖北世纪中远等15个具备条件的项目，力争到2020年全市建成储能电站30座；建设襄阳——
十堰成品油管道工程。该工程已纳入《湖北省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

 四是能源消费模式创新工程。
投资40亿元，推进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年内计划建成充电站72座，充电桩351个；到2019年建成充电站91座，
充电桩427个；到2020年建成充电站112座，充电桩511个。在高速公路沿线服务区、重点物流园、城市核心区域各类公
共停车场站、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停车场所、居民小区等区域，加快充电站、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建设。

 五是能源惠民利民工程。
投资8.4亿元，结合县域供暖、工业园区用热需要，积极推进建设集中供热设施，扩大集中供热范围。投资40亿元，
加快中低压配网升级改造步伐，逐步解决农村低电压和用电卡口等问题。投资75亿元，在全市实施 2017年至
2019年光伏扶贫工程，力争3年实现脱贫户 40790户，142765人脱贫。（十堰晚报 文/记者 徐正国图/记者 刘成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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