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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加快推进7.4GW抽水蓄能电站建设 谋划实施一批新型储能项目

 近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印发
《关于保粮食能源安全的十五条政策措施》，其中提到：
加快推进丰宁、易县、尚义、抚宁4个、740万千瓦在建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谋划实施一批新型储能项目，推进新型储
能多元化示范应用。

 以下为原文

关于保粮食能源安全的十五条政策措施

 一、加强粮食安全保障

 1.健全完善种粮收益保障政策。优化种粮补贴政策，在前期已经发放农资补贴的基础上，及时发放第二批农资补贴
，弥补成本上涨带来的种粮收益下降，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巩固现有扶持政策，统筹利用农业生产防灾救灾、小
麦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重点作物绿色高质高效行动、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等政策资金，一体化支持粮食生产。(责任
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

 2.切实抓好粮食收购。落实国家最低收购价政策，出台《河北省2022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工作方案》，根据市场
形势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抓好粮食市场化收购，引导多元市场主体
入市收购，协调落实收购资金，强化人员、仓容、仪器、设备等各项保障，确保“有人收粮、有钱收粮、有仓收粮、
有车运粮”。开展夏粮收购专项检查，规范收购行为，维护市场秩序。(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管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北省分行、中储粮北京分公司)

 3.强化粮油保供稳价。指导大城市充实小包装成品粮油储备，完善应急保供体系，保障市场供应。配合国家组织政
策性粮食拍卖，督促指导储备企业科学把握轮换时机和节奏，发挥好吞吐调节作用，有效增加市场供给。(责任单位
：省发展改革委、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省财政厅，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4.保障化肥供应。落实各级化肥储备任务，适时调增储备规模。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化肥生产、流通中涉及的原材料
、交通、环保等事项。积极扩大钾肥进口数量，控制化肥出口，优先满足国内化肥市场供应。支持省内化肥生产企业
、经销企业参与国储钾肥投放竞标。(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省
交通运输厅、省供销社、石家庄海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北省分行，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二、夯实煤炭供应基础

 5.推动煤矿释放有效产能。用好国家煤矿产能核增调整政策，对符合增加产能条件的煤矿，依规办理核增产能手续
，最大限度释放煤矿生产潜能。加快资源整合技改煤矿项目建设、煤矿安全改造升级和煤矿智能化建设。推动冀中能
源峰峰集团九龙矿扩大区、开滦集团宋家营煤矿项目建设前期工作开展。(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
自然资源厅、省应急管理厅、省国资委，冀中能源集团、开滦集团)

 6.推动煤炭稳产保供。加强煤炭产供销体系建设，压实地方和企业主体责任，强化煤炭生产调度，坚持煤炭产量日
监测日报告制度，确保完成年度产量目标;加大省外煤炭资源调入，加强重点地区、重点行业煤炭供应保障，坚持“
电煤中长协+省内煤矿+储煤基地+铁路沿线发运站”四位一体保供体系，强化电煤中长期合同履约监管，督促电厂电
煤库存保持在合理水平。(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应急管理厅、省国资委，冀中能源集团、开滦集团)

 三、提高电力安全供应保障水平

 7.优化提升火电支撑能力。加快推动支撑性电源建设，扎实推进保定热电九期、邯郸热电退城进郊、陡河电厂、华
电香河燃机等火电项目建设，确保如期投产;推进秦皇岛电厂、廊坊电厂二期前期工作，力争年内核准开工。加快实
施煤电灵活性改造、节能改造、供热改造“三改联动”，持续提高煤电调节能力和清洁低碳水平。(责任单位：省发
展改革委，有关市政府)

 8.推动电网重点工程建设。统筹推进蒙西-京津冀、大同-怀来-天津北-天津南、张北-胜利(内蒙古)等一批跨省（区
、市）特高压输电通道前期工作，力争年底前具备核准条件;积极推动张北-雄安特高压扩建、承德特高压等工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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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力争早日纳入国家规划，提升张承地区新能源大容量外送能力。加强电网主网架建设，确保廉州、冶陶(涉武)
、白土窑、康保、坝上等5个500千伏新扩建输变电工程今年开工建设;加快推动承德北、蔚县500千伏输变电工程等14
个项目前期工作，争取年内核准。持续推进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新建农村电力线路1.2万公里。(责任单位：省发
展改革委，省电力公司、冀北电力公司)

 9.加快新能源重点项目建设。进一步规范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管理，强化市级对土地资源的统筹，完善常态化管理措
施和监管奖惩机制，指导开发企业严格按照年度建设方案实施项目建设，2022年新增新能源并网装机800万千瓦以上
。以国家级百万千瓦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为重点，加快推动张承地区新能源规模化、基地化发展。有序推进37个整
县屋顶分布式光伏试点建设。
加快推进丰宁、易县、尚义、抚宁4个、740万千瓦在建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谋划实施一批新型储能项目，推进新型储
能多元化示范应用。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林业和草原局、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有关市政府，省电力公司
、冀北电力公司)

 10.强化电力安全调度。制定并落实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方案，足额安排迎峰度夏优先发电量计划，做好外购电组织
，强化电力供需衔接，确保电力运行平稳有序。加强发电机组日常运行管理，密切跟踪电网运行和发电企业出力情况
，实行日监测日调度，提升网内机组运行水平。制定全省电力需求侧管理方案，建立调节负荷资源库，开展实战演练
。组织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强化电力安全管理，对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及时督导整改。(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省电力公司、冀北电力公司)

 四、提高天然气供应能力

 11.积极推进天然气管网建设。重点推进中俄东线南段、蒙西管道、唐山LNG接收站及配套外输管线等主气源干线
建设，确保按期建成投运;加快推进秦丰沿海管线、冀中管网四期等省内集输干线建设;加强国家气源干线间、LNG接
收站与主干管网间的互联互通，强化资源串换和互供互保能力。加快支线管网建设，持续推进“县县通”工程，着力
消除供应保障设施瓶颈，增强未通气地区的管道气供应能力，力争“县县通”覆盖率90%以上。(责任单位：省发展
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应急管理厅，有关市政府)

 12.强化气源保障。发挥三大油气源供应主渠道作用，促请其按我省实际需求足额供气;拓宽气源渠道，协调中联煤
等企业增加山西煤层气供应量，鼓励燃气企业赴国际市场采购LNG予以补充。充分发挥天然气应急调度指挥中心和储
气设施作用，科学有效调度，在保障民生用气的前提下，千方百计保障工商业用气需求。(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有关市政府)

 五、全面增强能源储备能力

 13.提高煤炭储备能力。严格落实2022年度新增煤炭储备能力目标任务，优化储煤基地规划布局，力争每个设区市布
局建设1-2个煤炭应急储备基地，将符合条件的铁路沿线煤炭发运站纳入省煤炭应急储备保供体系，重点推进石家庄
、保定、邯郸、唐山、张家口、承德等电厂较集中区域煤炭储备能力建设。加快4个煤炭储备基地项目建设进度，确
保尽快达产达效。严格落实国家库存要求，压实企业储备责任，鼓励煤炭生产企业参与国家调峰储备产能建设，加强
煤矿储备设施升级改造。引导储煤基地早储多储、适时投放，推动煤炭经营企业、重点耗煤企业保持合理库存。(责
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国资委，有关市政府，冀中能源集团、开滦集团)

 14.加强原油和成品油储备能力。加快石油储备能力建设，进一步健全地方储备、企业社会责任储备和生产经营库
存有机结合、互为补充的石油储备体系。(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有关市政府)15.提升储气调峰能力。推进重点储
气项目建设，在具备条件的市县布局LNG储备站和罐箱堆场，重点推进曹妃甸LNG接收站及大型储罐群项目。(责任
单位：省发展改革委，有关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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