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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銮湾双溪湿地公园建成
预计下半年开放

百亩荷塘
将成网红打卡点

本报记者 刘艳
鱼塘虾池蜕变为湿地公园，并打造百亩荷

塘特色景观。记者近日从安居控股集团特工
公司了解到，位于马銮湾新城集美北片区的市
重点项目——马銮湾双溪湿地公园目前已完
成建设，即将进行项目验收。这个岛外最大的
湿地公园预计将于下半年开园，届时将成为厦
门市民新晋网红打卡点。

马銮湾双溪湿地公园于2021年4月拉开
建设大幕，项目利用养殖坑塘设计为淡水生态
湿塘，因地制宜建设独具特色的城市绿肺。安
居控股集团特工公司副总经理何坚介绍，在马
銮湾新城片区指挥部的指导推动下，按照“全
面保护、科学恢复、合理利用、持续发展”的建
设原则，项目通过对深青溪和瑶山溪下游的治
理和生态修复，打造了一个具有水源调蓄涵养

功能，满足动植物栖息的景色优美、生态野趣、
科普乐活的城市型生态公园。

作为完善马銮湾新城生态格局中的重要
一环，双溪湿地公园将为周边居民及游客提供
游憩休闲的生态空间，对改善新城环境、提升
城市品位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修复
鱼塘虾池蜕变为湿地公园

七个生态小岛如珍珠般散落
马銮湾双溪湿地公园面积共77万平方

米，其中，陆地面积43万平方米，水域面积34
万平方米。按照功能规划，公园设有水生态净
化区、生态保育区等。

记者在现场看到，昔日的鱼塘虾池，如今
已变成水碧、草美、树绿的生态美景。这里水

面辽阔、植被茂盛，从空中俯瞰，连绵的湿地阡
陌纵横，七个生态小岛如珍珠般散落。“这七个
小岛是人工建造的生态保育区，我们把小岛打
造成鸟类觅食、栖息、繁衍的理想之地，避免人
为干扰。”安居控股集团特工公司项目经理钟
海峰告诉记者。

这些小岛面积最大的有4600平方米，最
小的有520平方米，岛上草木苍翠，野趣横生，
种植了芒果、莲雾、杨梅等引鸟植物，白鹭、鸳
鸯等鸟类不断起落飞翔。

临水而观，水质干净，清澈见底——这得
益于生态修复。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对深青
溪、瑶山溪的溪流进行水质净化处理。项目前
期阶段对水环境进行全面的调查分析，“调查
发现，区域南北水头高差仅0.5米，水动力不
足，项目便通过施工，将区域内上游水位提升

到2.5米，增加水体流动。”钟海峰说，项目在范
围内建设了20个水生态净化池，通过建造前
置沉降净化区、兼性溶氧净化区等区域并构建
下行潜流湿地，同时种植大量水生植物，利用
生物、微生物及植物的共同作用，使深青溪和
瑶山溪的水质在净化池作用下得以提升，再流
入马銮湾内湾。

特色景观
厦门面积最大的观赏荷花池
选用太空莲36号等三个品种

百亩荷塘是马銮湾双溪湿地公园的一大
亮点。项目在核心区利用原有鱼塘设立水域
面积达8万平方米的荷花观赏区。据介绍，这
是厦门面积最大的观赏荷花池。

记者看到，荷花池通过木栈道、景观桥与

闽南古建筑中的长廊、舫、轩连接，形成具有闽
南特色风格的百亩荷花景观园。

厦门滨海地区沿海的自然水域中一般盐
碱度较高，尚未有大面积荷花种植成功的经
验。“我们从品种筛选和引种试种入手，结合园
博苑多年种植荷花的经验，分别从湖北、广东、
江西共引进72个品种，在项目部建立荷花品
种引种筛选基地。”施工单位厦门宏旭达园林
环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源能告诉记者，项目
最终选用了太空莲36号等三个品种，这些品
种荷花比较适应厦门气候，并且花期一致、花
量较大。

据介绍，荷花于2021年4月左右种植，长
势喜人，去年开了一季，呈现出“接天莲叶无穷
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景象。今年5月，荷花
将逐渐盛开，花期将持续至下半年。

马銮湾双溪湿地公园
打造成为一个具有水
源调蓄涵养功能，满足
动植物栖息，景色优美
的城市型生态公园。
（本报记者 王协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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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同安凤岗的源网荷储协同自治示

范项目现场，设有两根特别的V2G充电桩，
在这里，电动汽车可由交通工具变为“充电
宝”，向电网反向送电。“我们在全省率先实
现电动汽车反向充电。”国网厦门供电公司
发展部副主任、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指挥部常
驻副总指挥梅超告诉记者。

电动汽车反向送电、用户空调纳入电网
柔性调控、虚拟电厂实现资源可观可测可调
……伴随厦门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厦门高
能级新型配电网按下“快进键”，一些不可思
议的应用场景正在成为现实。

福建省是三个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
区之一，厦门市是省内唯一的市级示范区。
在去年完成首期13个项目的基础上，今年，
国网厦门供电公司“一口气”推出221个项
目，总投资3.3亿元，加快建设具有高可靠、
高聚合、高融合、高品质特征的高能级新型
配电网，助力厦门率先在全国构建具有特色
的新型电力系统，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贡献力量。

应急时可随时调用
截至目前，厦门电网已聚

合社会可调节负荷资源 46 万
千瓦，占全市最高用电负荷
6%-7%，应急时可随时调用。

2月上旬，半兰山集控站新一代集控系统
完成建设。

半兰山集控站变电监控班主要负责全厦
门112座变电站设备信号的监视以及开关、刀
闸设备遥控操作，是全市主干电网运行的监控

“大脑”，“集控系统就是这个大脑的核心中
枢。”厦门供电公司半兰山变电集控站监控班
班长郑彬告诉记者，该系统是为“变电设备主
人”建设的专用设备监控系统，具备“智能联
动”“辅助决策”“设备状态预警”等高级应用功
能，能显著提升监控强度、管理细度，提高业务
智能化水平。

配电网作为供电服务“最后一公里”，运行
管理水平直接影响着用户的供电质量。厦门
供电公司积极推进高能级新型配电网建设，不
断提升服务、品质，不少举措在全省、全国领
先：纵向在国内率先实现500千伏变电站至
400伏用户全电压等级图模贯通，横向整合调
控云和省级智慧能源平台；构建全国领先的

“配电自动化主站-智能融合终端-光、储、充、
可控负荷设施”的云边协同管控模式；在省内
率先实现11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一键顺控”
全覆盖，为配电网安全可靠运行提供支撑。

一系列举措下，厦门供电可靠性在全国
50个主要城市中处于领先水平。数据显示，
2022年，国网厦门供电公司开展不停电作业
6984次，不停电作业化率96.74%居全省第
1。在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2022年全
国质量标杆名单，厦门供电公司“通过构建

‘115全业务、全流程质量管控模式’提升供电
可靠性的经验”入围2022年全国质量标杆服
务业典型经验。

接下来，厦门供电公司将持续以现代化供
电服务准则为指引，以云边端协同的运行控制
技术为支撑，打造全研判、全顺控、全场景的新
一代配电调控体系，构建高效抢修、快速复电
的现代运维管理体系，为客户提供“少停电、不
限电、供好电”的优质电能和多层次、高质量、
个性化的优质用能服务。“未来配电网将具有
四大应用场景，需求侧资源广泛参与响应，分
散式储能资源主动调用，多元主体多边自主交
易，能源+排放综合托管服务兴起”。梅超这
样展望。

“传统电网主要依靠发电机，发电特
性比较可控，新能源发电主要靠电子装置
来调节，其特性跟传统电网不一样，与此
同时，新能源出力具有高不确定性，受天
气影响较大。”梅超向记者解释，“比如，太
阳照着来了一片云，发电就少了；风吹着
吹着停了，发电也会少。 这时就需要按照
新能源的出力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全社会
电力用户参与用电负荷调节。”

让电源、电网和用户多方有机协调互
动，这是高能级新型配电网的又一重要内
容。而这，就要求配电网不断提升，变得

更加智能融合、友好互动，具备“自愈、自
我调节”功能。

同安凤岗源网荷储协同自治示范项
目，探索利用V2G充电桩、电化学储能、低
压柔直提升系统调节灵活性，实现了自平
衡、自调整。以电动汽车反向充电为例，
新能源车主用电低谷时充电储能，用电高
峰时对电网反向充电，响应负荷享受2元/
千瓦时基准价补助，从而起到削峰填谷作
用。“电动汽车一小时送电30度，就有30
千瓦负荷，可以满足8户至10户家庭需
要。”梅超介绍。调节用户空调负荷发挥

的功能更大，如果把写字楼500千瓦的空
调温度上调2摄氏度，可节约100千瓦负
荷，满足几十户家庭的用电需求。

深化电力需求侧响应是未来电力系
统重要的调节手段，厦门在省内率先部署
一个看不见的电厂——厦门虚拟电厂平
台，通过市场手段引导全社会可调节负荷
自愿参与电网调节，从而进一步提升电网
运行安全性。截至目前，厦门电网已聚合
社会可调节负荷资源46万千瓦，占全市
最高用电负荷6%至7%，应急时可随时调
用。接下来居民空调等家庭负荷也可以
通过智能家居平台参与用电负荷调节，参
与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并享受需求响
应补贴。

“虚拟电厂本身并不发电，而是一个
智慧能源管控平台，可以聚合各类社会源
荷储资源，破解绿色能源消纳难题，实现
资源可观可测可调和最大化消纳。”厦门
虚拟电厂建设有关负责人蔡鸿斌告诉记
者，厦门虚拟电厂平台可调容量预计达40
万千瓦。根据测算，容量35万千瓦的虚拟
电厂平台，相当于投产3座110千伏变电
站，可为政府节省土地资源和管廊投资约
13.8亿元；每利用100小时，可提供电量
3500万千瓦时，节约标煤1.42万吨/年，减
排二氧化碳4万吨。

既承接“大江大河”，也关注“涓涓细
流”，厦门“大小通吃”，积极消纳“清洁
电”。

当前，以分布式光伏为代表的分布式
能源在厦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它们通常
以“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形式参与电力
调度。这种不稳定的电源，如涓涓细流汇
聚不断。“不管城市哪个边边角角，只要有
清洁能源，我们就把它全部消纳。这也是
我们在做的重要工作。”梅超表示。

走进鼓浪屿的大德记直流供用电示
范项目，只见绿树掩映下，一面20多平方
米的薄膜光伏幕墙，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
辉。这是厦门首个新型电力系统示范项
目，项目集光伏建筑一体化、台区柔性互

联、分布式储能、直流供电于一体，相当于
一个小型发配电系统直流微电网。国网
厦门供电公司鼓浪屿供电所副所长方颖
颖介绍，项目分布式光伏总功率为3000
瓦左右，“气温不高时，基本可以实现自发
自用。”

厂房屋顶“变身”光伏发电站，打造低
碳“阳光经济”。今年1月11日，祥达光学
（厦门）有限公司分布式光伏工程全容量
发电并正式投入并网使用。项目装机容
量21.1461兆瓦，是福建省最大光伏建筑
一体化项目，日发电量最高达9.3万度，预
计可实现年均发电2150万度，节约标准
煤6988吨，减排二氧化碳21436吨。

该项目的投用，也标志着《厦门市电

力系统企业申请技术创新基金》首次落
地。“融资成本仅为2%，每年可以节约100
万元财务成本，极大地鼓励我们投资新能
源项目的信心。”厦门宸鸿科技集团财务
资金处副处长李少华说。

据介绍，厦门供电公司全力做好新能
源并网服务，开展分布式能源消纳能力评
估，支撑海沧、同安、翔安3个区光伏接入，
保持清洁能源100%消纳。数据显示，截
至2022年底，全市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
369.5兆瓦。

0.4 千伏分布式光伏、储能、电动汽
车、空调负荷……厦门电网大平台接入海
量分布式资源，发展多形态微电网，逐步
实现了多元分布式源荷的可观可测。

高可靠
建设坚强智能电网

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
眼下，省市重点项目220千伏下峰（玥

珑）变电站项目现场建设正酣，正进行紧锣密
鼓的配电室装饰装修，厦门供电公司项目管
理中心业主项目经理黄昭斌介绍说：“3月
份，变电站转入电气设备安装，力争6月份竣
工投产。”

下个月，集美区灌口镇的220千伏金辉
（集美）—深青线路工程将投入运行，这意味
着“金辉变”8回220千伏输电线路，将投入
运行 6 回。“金辉变”是厦门地区第四座
500kV变电站，是福建电网重要的骨干电
网节点之一。

“高能级新型配电网作为构建新型电力
系统的关键环节，首先要提高配电网的可靠
性和分布式电源消纳能力。”梅超告诉记者，
厦门新能源资源发掘有限，但背靠福建省大
电网，“我们把电网建得坚强可靠，就可以消
纳省内的核、风、水、气等多种清洁能源”。
近年来，厦门清洁能源利用水平持续提升，
用通俗的话来说，每100度电就有30度来
自清洁能源。

从2023年总体安排来看，厦门主干电
网将投产220千伏下峰（玥珑）变电站等15
项重点工程，变电容量210.9万千伏安、线
路117.97公里。

根据部署安排，接下来，厦门将持续以
高标准引导城市配电网建设，加大柔性合环
等中压高可靠接线方式，其中，思明区在
2025年达到国际领先水平，10千伏电网
N-1通过率和网架标准率均达100%，湖里
区在2025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电动汽车向电网反向送电 用户空调纳入电网柔性调控

厦门新型配电网就是这么神奇
今年，国网厦门供电公司推出221个项目，总投资3.3亿元，加快建设高能级新型配电网

接入海量分布式资源
支撑岛外三区光伏接入

电动汽车可对电网反向充电
从而起到削峰填谷作用

打造全研判全场景配电调控体系
提供少停电不限电优质电能

看不见的电厂
在省内率先部署一个看

不见的电厂——厦门虚拟电
厂平台，通过市场手段引导全
社会可调节负荷自愿参与电
网调节从而进一步提升电网
运行安全性。

不停电作业
去年，国网厦门供电公司开

展不停电作业6984次，不停电
作业化率96.74%、居全省第1。

高聚合

1

高融合

高品质

厦门祥达光学分布式光伏建筑一体化项目厦门祥达光学分布式光伏建筑一体化项目。。

42

3

电动汽车可电动汽车可
通过通过VV22GG充充
电桩向电网电桩向电网
反向送电反向送电。。

厦门厦门220220千伏舫山变电站工程千伏舫山变电站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