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运半年达成首个“小目标”
国华如东光伏电站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

□ 徐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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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岛“气墩墩” 大块头有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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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改水”改出增收新“稻”路
□ 徐书影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如东县融媒体中心 宣宣

炎炎夏日，阳光“热情似火”。6月26日
清晨，如东豫东垦区内，国华投资江苏分公
司如东“光氢储一体化”40万千瓦光伏电站

“数十万鳞甲”正全力捕捉每一道光，将其
转化为绿色电能后，源源不断地输入电
网。从年初首批机组并网发电，到6月25日
傍晚揽下落日余晖，该电站用时半年，顺利
达成首个“小目标”——发电量突破 1亿千
瓦时。

这些发电量大约可满足1000万户家庭
一天的用电量，为全省迎峰度夏电力保供

“资源池”注入新活水。半年时间，发电超1
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约 2.9万吨，减排二
氧化碳 12万吨，这组数据和安全稳定高效
的运行，昭示了机组可靠性。

今年初首批机组投运以来，光伏电站
全面强化安全管控、生产运维、管理创新相
关工作，建立起“三位一体”安全管理体系，
实现隐患排查、整改、验收闭环管理，为光
伏电站安全发电筑牢基础。“伴随能源绿色
低碳转型有序推进，清洁能源正成为迎峰
度夏期间电力保供的‘生力军’。”国华投资
江苏分公司如东项目部负责人姜斌说，7—
9月是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关键期，国华如东
光伏电站将进一步加强发电生产设备管
理，严格按照省电网调度指令运行机组，全
力保障光伏电站应发尽发、满发多发。

夏日清晨，站在如东洋口港黄海
大桥上远眺，3平方公里的阳光岛内，
12 座白色或灰色的巨大储罐身上，
LNG三个大写字母清晰可见。

LNG 是 液 化 天 然 气（Liquefied
Natural Gas）的简称，液化天然气被公
认为是地球上最清洁的化石能源，其
主要成分是甲烷，气化后的天然气，是
我国目前的主体能源之一。

由于能够承载大量的液化天然
气，LNG 储罐又被形象地称为“气墩
墩”。如东为何要建设如此多的“气墩
墩”，它们有何使命？如何使用？记者
6月 26日登岛采访。

撑起能源供应新格局

越过约 10公里长的黄海大桥，登
上阳光岛，眼前尽是一派繁忙景象。

早上 8点，中石油江苏 LNG接收
站码头上，满载 6.1万吨液化天然气的

“达利亚”轮正加紧卸货，零下 162℃的
清洁能源经管道缓缓注入岛上的“气
墩墩”中。

同一时刻，海岛正东侧，中石油江
苏 LNG 扩建储罐项目施工现场人头
攒动、机器轰鸣，一座新的“气墩墩”即
将拔地而起。“项目投产后，接收站接
卸、存储、气化、外输能力将全面达到
1000万吨/年，为长三角地区天然气安
全稳定供应再添‘压舱石’。”中石油江
苏 LNG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忠海
介绍，接收站目前拥有 6座储罐，总库
容 108万立方米，可存储 6.7亿立方米
天然气。

长期以来，我国多煤、少油、缺气，
火电、水电占据主导地位，能源结构较
为单一。近年来，受国家能源结构优
化调整政策影响，国内天然气需求量
激增，“气墩墩”作为接收和存储液化

天然气的关键基础设施，迎来建设高
峰。据国家管网集团消息，今年全国
预计新建 8座LNG接收站投产，3座在
运 LNG接收站完成扩建，在运接收站
将达到 39座。而如东以一岛之地独占
3座，建有 12座LNG储罐。

为 何 要 建 设 如 此 多 的“ 气 墩
墩”？从区位来看，如东地处长三角
北翼，东临黄海，南枕长江，天然深水
良港洋口港处在江苏东部江海交汇
处，15万吨级航道能够满足世界上所
有类型的 LNG 船舶全天候进出港需
求，加之岛上现有的输气管道已连通
西气东输一线、二线和冀宁联络线等
多条国家干线，在这里建设 LNG接收
站不仅可以惠及长三角，还可以辐射
到华北等地。

“仅中石油江苏 LNG接收站这一
座能源枢纽，常年便能支持江苏省
30%左右的天然气供应。”如东县委副
书记、县长邵锋说。长三角地区作为
我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对能
源的需求尤其是清洁能源的需求日益
增长，建设“气墩墩”，不仅能保障地区
能源安全稳定可靠供应，还有助于推
动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据悉，自 2011
年首船 LNG到港至今，阳光岛已累计
接卸 LNG超 6500万吨，实现减排二氧
化碳 1.1亿吨。

守护寻常百姓烟火气

液化天然气，顾名思义，就是低温
冷却液化后的天然气。

液化前的天然气体积大，“脾气”
爆，不适宜长距离运输，而压缩为液体
后的液化天然气体积大幅缩小，“情
绪”也更加稳定。

液化天然气具有低温特性，从产
地乘上素有“海上超级冷冻车”之称的

LNG运输船，漂洋过海来到中石油江
苏 LNG接收站后，码头作业人员通过
操控 4 条卸料臂，将液化天然气从船
体中“抽出”，输入储罐，整个“流”程都
要在零下 162摄氏度的条件下进行。

等到液化天然气顺利流入“气墩
墩”，这座超级“大冰箱”将为维持液化
天然气的低温状态提供坚实保障。

“气墩墩”仅用于低温存储？并非
如此，事实上，在每个储罐内部，都装
备有一个关键设备——“低压泵”。由
它“打气”后，得到召唤的 LNG将穿过
再冷凝器，来到“加压房”获取“动
力”。随后，这些充满能量的 LNG 被
送入气化器，经过加热处理，从液态转
化为气态，直接输入输气管道，供应电
厂、加气站，进入居民家中，成为生产、
生活的重要能源。

“26日下午离泊的‘达利亚’轮此
次共送来 13.6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
全部气化后可输出 8500万立方米天然
气。”中石油江苏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海事工程师陈雄介绍，这一船气，大约
可满足 5600 万户家庭一天的用气需
求。

目前，天然气已经被定位为我国
主体能源之一，LNG已经成为天然气
供应的重要来源、沿海地区主力气源
和重要调峰气源，在我国能源供应体
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中石油江
苏 LNG接收站为例，该站是当前华东
地区规模最大、应急调峰能力最强的
接收站，投运 14 年来，累计接卸来自
26个国家和地区的 779船 LNG，外输
天然气 916亿立方米。

助力长三角经济腾飞

6月 24日，中石油江苏 LNG扩建
储罐项目举行开工仪式，这也是该站

继 2016 年、2018 年两次扩建扩容后，
再一次提量升级，规划新建一座 20万
立方米的LNG储罐及相关配套设施。

“阳光岛上还另有 2 个接收站在
建，待规划的 4座接收站全部建成后，
整岛年接卸能力将达到 2600万吨，占
到全国接卸能力的 10%、居全国首
位。”邵锋介绍。2019年，“加快上海、
江苏如东、浙江温州 LNG 接收站扩
建”作为协同推进跨区域能源基础设
施建设的重要一环，列入《长江三角洲
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标志着阳
光岛被写进国家规划。

国家规划的加码，使得阳光岛的
战略定位发生根本性转变，凭借这一
利好，2020年起，如东先后新招引到国
信 LNG接收站和协鑫汇东 LNG接收
站两个重大能源基础设施项目。

眼下，江苏国信如东 LNG接收站
4座 LNG储罐已全部完工，配套码头
工程正在抓紧安装箱梁，预计整个项
目将于 2025年底全面建成、2026年上
半年具备首船接卸条件，投产后最大
储气能力为 4.8 亿立方米，最大日供
气量可达 6000 万立方米；与此同时，
协鑫汇东 LNG接收站两座 LNG储罐
也已封顶刷漆，与中石油江苏 LNG
接收站合资建设的配套码头工程正
在桩基施工中，全面达产后，每年可
向国家管网输送约 40 亿立方米天然
气。

谋篇布局全国最大的 LNG 能源
岛，如东走出生态、经济双赢的特色发
展之路。14年来，中石油江苏 LNG接
收站累计上缴税费超 80 亿元，未来，
随着中石油四期、国信、协鑫汇东等 3
大在建工程全部投产后，阳光岛年周
转能力将达到 2000万吨，折合天然气
约 280亿立方米，相当于全省全年近九
成的天然气用量。

仲夏时节，如东县长沙镇
北坎村内，蜿蜒的水渠如银带
般贯穿田垄，村民们驾驶着插
秧机来回移栽秧苗，在粼粼水
田间连成了流动的风景线。“现
在‘小田’变‘大田’，机械直接
开进田里，旁边涵闸一开，活水
随时灌入。”如东和谐家庭农场
主高向平感慨道，这个往昔曾
被称作“旱田村”的村子，如今
已脱胎换骨。

北坎村地处如东沿海，村
里近万亩农田一直种植低产低
效的旱粮。近年来，顺应村民

“旱改水”的愿望，村“两委”积
极申报实施高标准农田项目，
通过综合治理田畴、水系、路
网，让过去因“旱”而难以开展
水稻种植的“沙土地”，逐步“蜕
变”为高效耕地，水稻种植面积
增加至4000余亩。

改造“粮策”：旱能灌，涝能
排，水网织就丰产粮仓

6月 22日一早，当无人机
在北坎村上空掠过，一块块水
田映入记者眼帘。

“这些水网密布的连片田
块，就是我们近几年建设的高
标准农田。”村党总支副书记韩
晨介绍，北坎村土地均为沙质
土壤，易干旱、难保水，过去因
为缺乏水源调配能力，加上没
有农灌设施，村民们只能种植
旱粮，产量低、效益差，更谈不
上土地流转。“2021年之前，村
民‘旱改水’的呼声一直很强
烈，但村里经济薄弱，有心无
力。”

如何破局？转机出现在
2021年7月，经过多方争取，北
坎村拿到了投资 2355 万元的
高标准农田项目。“对我们村来
说，土地平整固然重要，但‘水’
的问题却更为关键。”韩晨解释
道，在高标准农田项目实施前，
北坎村没有一处引水设施，一
二级河水“过村而不入”。通过
改造工程，该村新建了 6座泵
站、6 座排水涵闸、29 公里暗
渠，上接大河水源，下延农田沟
渠，彻底打通了农田水利骨干
工程和田间工程的“任督二
脉”。

“以前田间用水都靠人力
去打水，夸张点说，一滴水里有
半滴是汗水。”村民施海东回忆
道，自从村里建设高标准农田
后，杂乱无章的田埂、田沟被彻
底改造，纵横交错的水网串联
起一块块规整的田地。“补丁
田”“巴掌田”不见了，取而代之
的是“田成方、林成网、渠相连、
路相通、旱能浇、涝能排”的高
标田。农田质量肉眼可见地提
升，全村老百姓也跟着沾了
光。“过去土地流转没人要，现
在承包给大户，一亩能拿上
700元租金。”

发展“粮策”：引大户，上机
械，高标田种出高效益

上午 9点，如东和谐家庭
农场育秧田里，一块块绿毯般
的育秧盘陆续乘上“有轨电
车”，在传送带的输送下，一一
抵达插秧现场。随着两名机
插手相互配合，一个摆放秧
盘，一个驾驶机器，插秧机来
回穿梭于水田间，所过之处，
一株株嫩绿的秧苗整齐排列，
转眼间便“织”出一片绿色网
格。

“农田‘化碎为整’后，极大
便利了机械化作业。”高向平
说，作为北坎村引入的第一个
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种植户，

他一共流转了 900亩土地，以
种植水稻、小麦、大豆等粮食作
物为主。经过 3年多的不断配
套完善，他的家庭农场已实现
从育秧、移栽、田间管护到收
割、烘干的全程机械化。“引入
全程机械化作业，种植效率显
著提高，生产成本大幅降低。”
以病虫害防治来说，植保无人
机一天能管上百亩田，以前人
工防治十天半个月的工作量，
现在两到三天便能搞定，并且
机械可以反复使用。

“碎田”变“整田”，是土地
物理形态的整合，更是农业生
产关系的重构。“高标准农田建
成后，我们通过统一对外发包
的形式，引入大户流转土地，助
农增收的同时，也壮大了村集
体经济。”韩晨介绍，目前，北坎
村已引入 7个种植大户，流转
土地面积 5463 亩，流转率达
76%。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通过土地流转，村民每年有每
亩七到八百元不等的租金兜
底，不必一年到头“拴”在土地
上，外出务工或是给大户打工，
还能再挣一份收入。“对村里来
说，每亩地收取相应的管理费，
仅此一项，村集体收入也增加
了。”

过去 3年间，北坎村村营
收入中，可持续性收入从139.1
万元、190.12 万元，增长到
224.01万元，高标准农田真正
成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金
粮仓”。

管护“粮策”：重维护，强土
质，夯实乡村振兴底气

眼下正值水稻移栽关键
期，这两天，洪祥家庭农场负责
人王洪祥，每天都会来到田头

“巡田”。“以前一个人种一亩三
分地，现在有了高标准农田，一
个人也能管理百亩地。”王洪祥
说。

良田配良策，建好更护
好。为此，北坎村建立了高标
准农田村级管护员队伍，由村
网格员、农场主、老党员、热心
村民等组成，日常不定期巡查
高标准农田的各项设施、设备，
包括机耕路、水渠、泵房、涵闸
等，确保高标准农田持续高效
利用。“农田建设‘三分建、七分
管’，高标准农田管好、护好，才
能长久发挥作用。”韩晨告诉记
者，除了对农田配套水利设施
设备加强管护外，村里在土壤
提质增效方面也下了一番功
夫。

今年初，北坎村邀请专业
机构对全村土地开展了一次
全面“体检”，主要涉及土壤酸
碱度、肥力指标、微量元素含
量、土壤质地等多个方面。通
过专业的采样与检测分析，有
力摸清了全村土地的特性，为
种植户科学规划种植作物、合
理施肥以及改良土壤状况等
提供了具体实在的数据支
撑。“对照检测结果，我们调整
了肥料中磷元素的配比，以确
保水稻秧苗营养均衡。”高向
平说，目前首批改良版肥料已
随秧苗一同植入田间，后续将
根据作物生长情况进一步优
化施肥方案。

“耕作条件优，粮丰民增
收。”北坎村党总支书记陆军表
示，后续将继续围绕保障粮食
安全、助力乡村振兴的目标，管
好用好高标准农田，推动种植
规模化、耕作机械化、管理科学
化，让粮食安全根基更稳，让粮
食丰收底气更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