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年度试点工作计划表
序

号
重点任务 2024 年度试点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1 建立酒泉市减污降碳协

同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并

组织开展年度评价。

印发酒泉市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评价指标体系。 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革委、市

工信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

等部门
2 组织开展 2024 年度减污降碳协同度评价。

3

1.建立新能源就地消纳

模式。

以玉门、瓜州、肃北为重点，打造第二个千万千瓦级风

电基地。

市能源局、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

委、各县（市、区）政府

4
以肃州、金塔、敦煌、阿克塞为重点，启动建设 1000

万千瓦以上光伏基地。

市能源局、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

委

5 积极探索无补贴光热发电项目建设模式。
市能源局、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

委

6 加快推进玉门昌马 120 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
市能源局、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

委、市水务局

7
有色金属行业推进清洁能源替代，提高水电、风电、太

阳能发电等应用比重。

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革委、市

能源局、市工信局



序

号
重点任务 2024 年度试点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1.建立新能源就地消纳

模式。

8 扩大“绿电+高载能”产业规模。
市交通运输局、市发展改革委、市

住建局、市能源局、市机关事务局

9
推广电动汽车和公共交通电气化，减少化石能源的使

用。开展物流运输业电动重卡先行区试点。

市交通运输局、市发展改革委、市

住建局、市能源局、市机关事务局

10
大力发展热电联产集中供热和“可再生能源+供暖”，

组织实施供热管网改造提升、分布式光伏电站等项目。

市住建局、市能源局、市农业农村

局、市生态环境局

11
加快推进金塔和玉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完成“陇

电入川”工程预可研编制，力争年内获得核准。

市能源局、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

委

12 加快推进巨化“源网荷储一体化”等项目示范应用。
市能源局、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

委、国网酒泉供电公司

13 2.形成“氢能+”全产业

链减污降碳协同创新模

式。

以玉门为中心，加快“绿电+工业生产”示范。

市交通运输局、市能源局、市发展

改革委、市工信局、市住建局、市

文旅局

14 完成玉门油田 160 兆瓦可再生能源制氢示范项目。 市能源局、市发展改革委、市住建

局15 启动酒泉—哈密西部氢高速氢走廊建设工作。

16
3.探索传统产业减污降

以低热值余热余压综合回收利用和工艺节能为重点，推

动重点行业能源转型和节能降耗，建立详细资源台账。

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生态

环境局



序

号
重点任务 2024 年度试点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碳协同增效技术路径

3.探索传统产业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技术路径。

17
依据能效标杆水平，推动电解铝等行业改造升级，提高

再生铝比例，推广高效低碳技术。

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生态

环境局

18

紧抓国家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机遇，

大力推动有色、化工、铸造等重点行业应用电锅炉、电

窑炉、电加热等技术，开展高温热泵、大功率电热储能

锅炉等替代。

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生态

环境局

19
4.开展新能源产业固废

再生利用协同创新。

完成第一批风电场改造升级和退役申报工作。
市能源局、市科技局、市生态环境

局、市工信局

20
积极争取“十四五”第二批风光电项目指标，专门安排

支持老旧风场改造试点。

市能源局、市科技局、市生态环境

局、市工信局

21 5.推进相关科技创新和

成果转化。

收集、整理国家、省、城市、产业园区以及行业企业层

面有关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政策、法规、实践案例及技

术手段。

市生态环境局、市科技局、市发展

改革委、市能源局、市工信局

22 编制完成酒泉市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库。 市生态环境局

23

6.创新有利于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的财政金融政

策。

统筹安排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减污降碳协同创新重点项

目建设。

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生态

环境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

人行酒泉市分行



序

号
重点任务 2024 年度试点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24
将减污降碳综合效益纳入绿色金融项目的绩效评价体

系。

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生态

环境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

人行酒泉市分行

25

7.创新减污降碳协同管

理机制。

发挥酒泉市减污降碳协同试点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作用，强化主体责任，将城市试点主要任务列入议事日

程，定期研究。

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革委、市

工信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

市文旅局、市财政局等部门

26
加快构建减污降碳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

体考核的制度机制。

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革委、市

工信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

市文旅局、市财政局等部门

27
8.构建多元化减污降碳

新格局

在完成国家下达任务基础上，有序推进自选任务落地实

施。

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革委、市

工信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

市文旅局、市财政局等部门



序

号
重点任务 2025 年度试点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1

建立酒泉市减污降碳协同

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并组织

开展年度评价。

组织开展 2025 年度减污降碳协同年度评价。

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革委、市

工信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

等部门

2

1.建立新能源就地消纳模

式。

持续推进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向特大型风光电基地迈进，

力争年发电量突破 1000 亿千瓦时。

市能源局、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

委、各县（市、区）政府

3 加快玉门、瓜州、肃北等区域光伏项目开发。
市能源局、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

委

4
以敦煌、玉门、阿克塞为重点，谋划实施长时储热型光热发电

项目，推进多能互补一体化项目。

市能源局、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

委

5 开展肃北东、肃北党河 2个抽水蓄能项目前期工作。
市能源局、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

委、市水务局

6
推进水泥等传统建材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型建材，提高

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

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革委、市

能源局、市工信局

7 提升火电、钢铁、煤炭等重点行业企业清洁运输水平。
市交通运输局、市发展改革委、市

住建局、市能源局、市机关事务局8
鼓励车企对淘汰低速电动车、摩托车等购买新能源汽车提供置

换补贴，增加电动汽车保有量。



序

号
重点任务 2025 年度试点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1.建立新能源就地消纳模

式。

9
以“疆煤外运”为契机，推广应用换电重卡，带动货运重卡新

能源化。

10
依托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创建，推广应用一批新能源城

市货运配送车辆。 市住建局、市能源局、市农业农村

局、市生态环境局
11

到 2025 年公共机构新建建筑、新建厂房可安装光伏屋顶面积，

力争实现光伏覆盖率达到 50%。

12
开展库姆塔格沙漠风光电大基地前期，谋划阿克塞、肃北等 750

千伏输变电工程。

市能源局、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

委

13 实施瓜州寰泰、敦煌沙洲能源、南都电源等共享储能电站项目。
市能源局、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

委、国网酒泉供电公司

14
2.形成“氢能+”全产业链

减污降碳协同创新模式。

推进酒泉市绿氢生产及综合利用先行示范区建设。 市交通运输局、市能源局、市发展

改革委、市工信局、市住建局、市

文旅局
15 聚焦煤化工等行业，推进“氢能+工业生产”示范。

16

3.探索传统产业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技术路径。

提升中低品位热能利用水平，推动用能设施电气化改造，合理

引导燃料“以气代煤”，适度增加富氢原料比重。

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生态

环境局

17
到 2025年列入全省能效改造提升的重点企业全部升级到基准水

平以上，力争达到标杆水平。

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生态

环境局



序

号
重点任务 2025 年度试点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18
4.开展新能源产业固废再

生利用协同创新。

聚焦退役风电叶片、光伏组件、动力电池等关键部件的批量化

处置问题，探索规范回收、绿色循环、高值利用的新兴产业废

物利用途径。

市科技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工信

局

19

5.推进相关科技创新和成

果转化。

发放《重点行业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关键技术与应用》调研表，

对关键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和筛选。 市生态环境局、市科技局、市发展

改革委、市能源局、市工信局
20

编制完成重点行业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技术目录（新能源及新能

源装备制造行业）

21
形成涵盖各行业各种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清单编制规

范体系。
市生态环境局

22

6.创新有利于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的财政金融政策。

深入开展“绿色支行”“绿色网点”示范创建。
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生态

环境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

人行酒泉市分行

23 加快建立绿色产业重点企业（项目）信息库。

24 探索酒泉特色的气候投融资模式，建设市级气候投融资项目库。

25 引导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支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项目。

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生态

环境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

人行酒泉市分行



序

号
重点任务 2025 年度试点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26

7.创新减污降碳协同管理

机制。

依托排污许可和环评制度，强化钢铁、化工、建材、有色金属

行业碳排放管控。

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革委、市

工信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

市文旅局、市财政局等部门

27
落实减污降碳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制

度机制。

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革委、市

工信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

市文旅局、市财政局等部门

28
8.构建多元化减污降碳新

格局
在完成国家下达任务基础上，有序推进自选任务落地实施。

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革委、市

工信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

市文旅局、市财政局等部门



序
号

重点任务 2026 年度试点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1

立足新能源基地、能源战

略通道和产业结构偏重

城市特点，聚焦新能源多

元场景创新、传统产业提

质增效等重点领域开展

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实践。

形成绿电富集型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创新示范模式。

市能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工信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住建局、市交通运

输局、市文旅局

2

建立酒泉市减污降碳协

同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并

组织开展年度评价。

组织开展 2026 年度减污降碳协同度评价。

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工

信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等部

门

3

到 2026 年，形成一套相对

完善的减污降碳协同创新

管理机制、模式路径和政策

举措，碳排放强度下降与生

态环境质量改善协同推进

取得明显成效，减污降碳协

同度达到同类型城市领先

水平。

形成一套相对完善的减污降碳协同创新管理机制、模式路径和

政策举措，碳排放强度下降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协同推进取得

明显成效。

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工

信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等部

门



序
号

重点任务 2026 年度试点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4

1.建立新能源就地消纳

模式。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例超过 30%。
市能源局、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委、

各县（市、区）政府

5 力争打造千万千瓦级光伏基地。 市能源局、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委

6
加快金塔、瓜州、肃北区域光热开发，建成百万千瓦光热发电

基地。
市能源局、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委

7 力争阿克塞 80 万千瓦抽水蓄能项目开工建设。
市能源局、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委、

市水务局

8
聚焦玉门油田等石化和精细化工企业，以用热、用气和工艺节

能为重点，加快绿色低碳和清洁生产技术应用。 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能

源局、市工信局
9

力争全市再建成 5G 基站 1000 个以上，实现酒泉云计算大数据

中心一期项目机架上架率达到 100%。

10
布局建设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优先建设公交、出租、物流

等公共服务领域充电基础设施。 市交通运输局、市发展改革委、市住

建局、市能源局、市机关事务局11 持续做大铁路物流吞吐量，增加铁路消纳电量。

12 增加国家管网西部分公司消纳电量。

13
探索建设集光伏发电、储能、直流配电、柔性用电为一体的“光

储直柔”建筑。

市住建局、市能源局、市农业农村局、

市生态环境局

14 新建通道可再生能源电量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50%。 市能源局、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委

15 积极推进玉门 30 万千瓦/180 万千瓦时空气压缩储能项目。
市能源局、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委、

国网酒泉供电公司



序
号

重点任务 2026 年度试点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16

2.形成“氢能+”全产业

链减污降碳协同创新模

式。

到 2026 年，全市产氢能力争取达到 35 亿立方米，实现年运输

煤炭 200 万吨的氢能重卡运力。
市交通运输局、市能源局、市发展改

革委、市工信局、市住建局、市文旅

局17
围绕城市公共交通、环卫车、重点旅游景区区间车等应用场景，

推动“氢能+交通”示范。

18 依托热源改造项目，推进“氢能+民用”示范。 市能源局、市发展改革委、市住建局

19

3.探索传统产业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技术路径。

实施一批二氧化碳规模化捕集封存、驱油和制化学品等低碳示

范项目。

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生态环

境局

20 推动冶炼副产能源资源与建材、石化、化工行业深度耦合发展。

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生态环

境局21
大力推进绿色工厂建设，在装卸、转运、传输、加工、包装、

仓储等环节实施全电升级改造，实现能源消费 100%电气化。

22

4.开展新能源产业固废

再生利用协同创新。

完善酒泉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制度，出台风电机组、光伏组件

等固废回收处置办法，制定地方标准、技术规范等。

市科技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工信局

23
有针对性地开展项目示范，对开展回收和使用再回收产品的项

目给予政策倾斜，催生合理的商业模式。



序
号

重点任务 2026 年度试点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24

5.推进相关科技创新和

成果转化。

编制完成重点行业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技术目录（石化、煤化工、

有色行业）。

市生态环境局、市科技局、市发展改

革委、市能源局、市工信局

25
注重融合因子库的研究与应用，强化因子库在减污降碳管理中

的应用。
市生态环境局

26
6.创新有利于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的财政金融政

策。

实施光热发电等可再生能源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开发。
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生态环

境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人

行酒泉市分行
27

到 2026 年，实现全市新开工绿色项目融资对接率 100%，每年

碳减排支持工具贷款规模不少于 30 亿元。

28
7.创新减污降碳协同管

理机制。

各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负责本部门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任务

的落实，及时总结经验，提出相关建议。

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工

信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

文旅局、市财政局等部门

29
8.构建多元化减污降碳

新格局
在完成国家下达任务基础上，有序推进自选任务落地实施。

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工

信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

文旅局、市财政局等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