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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绿城”展新姿
万里长江呼日出，千年绿岛应潮生。扬中地处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长三角板块，作为长江岛城，面积仅332平方公里，

资源要素匮乏，环境承载力弱，土地开发强度高，特殊的市情决定了必须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长期以来，扬中深入践行“生态领先、绿色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传统能源、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以分布式光伏建设为重
点，积极打造独具特色的“绿色能源岛”，为新时代能源变革提供了“扬中样本”。

“

”

自2016年被国家能源局批准创建高比例新
能源示范城市以来，扬中因地制宜、扬优成势，大
力推进新能源应用，截至目前，已建设工商业屋
顶光伏项目近500个，居民屋顶光伏1万余户，渔
光互补项目2个，风电项目1个，新能源装机容量
共334兆瓦。突出政策激励，激发投资热情，扬中
先后制定出台《关于加快分布式光伏发电示范应
用的实施意见》《关于创建高比例新能源示范城
市实施意见》，设立专项引导资金，鼓励分布式光
伏项目建设，2015-2023年共发放市级光伏补贴
6026万元。

“绿色GDP”已成为扬中城市发展的价值追
求，通过调整能源结构，整治突出环境问题，大
力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扬中仅用占镇江
全市5%的能耗总量创造了12%的生产总值。建
成滨江“零碳公园”，光伏桥、光伏路、光伏伞、风
光互补路灯等光伏应用项目，实现了光伏与自
然景观的完美融合，塑造了绿色低碳的鲜明城
市标识。

扬中光伏产业起步于 2007 年，经历了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从爆发式增长到遭遇寒冬再逐
步复苏的过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产
业基础扎实，发展步伐稳健，在全国县级市中独
树一帜。同时，扬中市在现有产业体系基础上，
进一步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推动资源利用集约
化、生产过程低碳化，创成省级及以上绿色工厂
7家。构建“4+X”先进制造业体系，2022 年末扬
中市四大主导产业规模达 515.6 亿元。加大引
导、支持力度，推动光伏骨干企业进军资本市
场，打造资本市场“扬中光伏板块”，大全、威
腾、通灵相继在上交所科创板和深交所创业板
成功上市。

2022 年扬中市新能源发电量约 3.3 亿度，占
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 17.36%，在当前“双碳”和

“双控”大背景下，为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
电力能源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获批全国首批
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后，在江苏省成立首家配
售电公司，市场化售电量累计达52亿千瓦时，为
客户节约电费成本1.2亿元。持之以恒引导企业
压减高能耗、低产出的项目，能耗管控工作成效
持续提升。全面淘汰非电行业燃煤锅炉，使用清
洁能源替代，扬中主岛已实现“无煤化”。

下阶段，扬中市将在现有先进制造业产业体
系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调整产业结构，通过政策
奖补、项目支持、人才保障等形式，促使新型电力
（新能源）产业联盟，实现强企带弱企，提升产业
链水平和竞争力。

以技术为核心，推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
造”升级。推动新能源产业迭代升级，注重提升
铸锭切片、组件封装、集成应用等核心环节技术
创新能力，加快切割线、逆变器、接线盒等辅助部
件加工设备和制造工艺的智能化升级改造，在智
能光伏设备制造、光伏电站智能化运维及应用领
域实现核心技术研发实质突破，全面提升产业发
展能级。

以企业为主体，推动“传统领域”向“新兴领
域”进军。聚焦产业的细分领域和上下游相关环
节，引导企业积极与国网电科院、上海交大、东南
大学等行业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持续加大
与国内外大企业、大集团的合作，借助他们的品
牌优势，进入产业市场。

以人才为支撑，推动“传统加工”向“创新
引领”提升。建立创新型人才柔性引进机制，
结合华电研究生院的设立，大力引进、培养科
技型企业家和高层次领军人才团队。通过研发
平台示范、科研成果展示、先进经验推介等，为
本土企业个性化定制、装备远程运维、网络协
同制造、工业创新设计等转型升级提供路径和
方向。

以产品为媒介，推动“传统应用”向“绿色发
展”转型。坚持创新服务、多元发展，聚焦清洁替
代、电能替代、多能互补，通过多种途径推进清洁
能源在扬中市融合互补发展、高效智慧利用。持
续探索以新能源应用带动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
促进企业创新，以企业创新助力转型升级的可持
续发展路径。

举目已是千山绿，宜趁东风扬帆起。面向未
来，扬中在擦亮生态底色上还将彰显更实担当，
书写更多精彩。

（何锦璇 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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