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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治市首个电网侧独立储能
项目——潞城任和储能电站一期工程正
式投入运行，容量100兆瓦/200兆瓦
时，配套20台5兆瓦/10兆瓦时储能液
冷电池系统、20台储能变流升压一体舱
系统和1套220千伏升压站系统。该电
站将对长治地区新能源消纳起到重要
作用。

该储能电站位于长治市潞城区史
回镇任和村东北，项目建设总容量
300兆瓦/600兆瓦时，分阶段完成一
期、二期的建设。

潞城任和300兆瓦/600兆瓦时独
立储能项目被列为2024年山西省重点

项目，总投资13亿元。项目投产后，可
实现年产值约3亿元，利税3000万元，
对加快长治市新型储能发展，构建长治
市“源网荷储”一体化建设起到积极推
动作用。

为确保该项目顺利投运，国网长治
供电公司组建服务专班，开辟绿色通
道，从项目并网方案、配套并网工程调
试验收到并网投运全流程护航该项目
顺利进行。

“国家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加上长
治市转型发展的政策支持和当地供电
公司的优质服务给予我们发展储能项
目很大信心。”项目负责人长治弘盛源

综合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原浩说。
山西长治是全国首批老工业城市

和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示范区。近年
来，长治市委市政府锚定“打造全国新
能源供给消纳体系示范市，争当全省能
源革命排头兵”目标，依托能源优势，深
入推进能源革命。长治市充分发挥长
治电网能源调配枢纽平台作用，统筹电
源负荷与调度运行各环节，发挥电力交
易与市场调配能动性，探索新型储能与
虚拟电厂调节协同，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发展新路径。

截至2024年 6月底，长治电源以
煤炭发电为主导，总装机13341兆瓦，

发电量204.7亿千瓦时。新能源和清
洁能源装机3841兆瓦，占比28.8%，发
电量26.3亿千瓦时，占比12.8%，外送
电量89.4亿千瓦时，风光电量呈现逐
年上升趋势。根据相关数据，至2030
年，当地新能源将逐步成为发电量主
体，其装机占比超过40%。储能作为
支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消纳与外送，
提升煤电等常规电源调节能力和增强
供电保障能力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助
推长治“源网荷储”多环节深度融合，
满足更高比例新能源消纳需求，推动
局部区域电力电量自平衡，促进长治
地区绿色转型发展。 （据新华网）

长治首个独立储能项目在潞城区正式投运

每逢“三夏”“三秋”时节，就到了大型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销售旺季，而农机上
路前需到襄垣县政务大厅进行挂牌。车辆
在购买地点和办证地点往返，不仅耽误生
产，申请人还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和费用。

“现在真的好方便。买完农机就能直
接在销售点现场上牌，再也不用东奔西跑
办手续了，省时省力又安全。”刚拿到拖拉
机车牌号的农机车主马永清高兴地说。

今年，马永清购买了2台大型拖拉机。
与往常不一样的是，他直接就在销售点快
速完成了上牌业务，让他感到非常惊喜：

“这项服务做到了我们的心坎上，为相关部
门点赞。”

上牌如此迅速，依托的是襄垣县行政
审批服务管理局新设立的农机便民服务
点。为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让群众少
跑腿，把服务送上门，该局与农机销售企业
沟通协商，在山西惠泽垣农机销售有限公
司设立便民服务点，让农机户在购车现场
享受到“买车即上牌”服务。

如今，襄垣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调
拨业务人员常驻农机便民服务点，对购机
申请人的身份信息、购机信息、机具参数等
进行现场核验，及时做好信息审核、系统录
入、查验、登记、发证“一条龙”服务，解决了
农机业务“来回跑”和农机车辆远距离上路
的安全隐患问题，打通了农机服务的“最后
一公里”。同时，位于襄垣县政务大厅的服
务窗口也在正常运行，农机车主可自行选
择上牌地点。截至目前，襄垣县行政审批
服务管理局累计为80多台农机进行了新
牌照办理。

今年以来，襄垣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
局出台了众多便民审批政策，让群众少跑
腿、政府多跑路，精准把脉群众需求，主动
推送政务服务，把服务放到离老百姓最近
的地方，使审批更便捷，服务更优化，真正
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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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颜值”一起抓
“气质”“品质”双提升

沁县漳源镇羊庄村
襄垣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设立
农机便民服务点延伸服务触角

小站点解决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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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户在购车现场享受到“买车即上牌”服务。

焕然一新的羊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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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万物丰茂，沁县漳
源镇到处是一派葱茏浓郁、蓬勃
生长的景象。近年来，漳源镇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提升
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
平、乡村治理水平为重点，强化农
民增收举措，打好乡村全面振兴
漂亮仗，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新画卷。而羊庄村也正在经历一
场美丽嬗变，围绕产业旺、环境
美、乡风和等方面，走出一条产业
兴旺有“奔头”、生态宜居有“颜
值”、乡风文明有“气质”的乡村振
兴路子。

提升村庄建设水平提升村庄建设水平
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乡村振
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乡
村生活品质、打造宜居宜业的美
丽乡村具有重要意义。

强基础。2024年羊庄村新建
1500余平方米的村民文化广场，
铺设排水渠1000余米，安装路灯
60盏。建设拆除旧水泥路面603
平方米，砌筑毛石挡墙156.5米。

修筑排水渠93米，安装排水渠空
心沟盖板336米。村内道路硬化
1416.35 平方米，浆砌花池 53.6
米。同时更换262户村民家中的
智能水表，总投资200余万元，实
现了村容村貌有效改善。

优环境。羊庄村突出绿化为
主，结合庭院经济，发展绿色蔬菜
和经济瓜果，如种植核桃、山楂、
桃、苹果、杏等。还在路边种植精
致实用干果林200余棵，绿化了裸
露地块2000平方米。通过完善村
内基础设施，不断提升村民生活
获得感和满意度。

提升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培训新型经营培训新型经营““生产力生产力””

截至目前，羊庄村以入股合
作、土地流转、种养循环带等发展
模式，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增收，
达到10余万元，同时带动群众增
收。2018年沁县潞宝万家福农牧
开发有限公司租用村内河湾地约
67亩，年租收入12560元；同年9
月18日，村级产业资金34万元入
股潞宝金和生肉鸡养殖场，分红

44200元；入股沁县惠而旺食品有
限公司20万元，入股五年，按照
8%分红，每年可增收16000元；
2019年入股布可鲜粮45650元，
入股三年，每年分红8%，一年增
收3652元。同时，羊庄村不断完
善联农带农机制，健全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和涉农企业扶持政策与
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机制，吸引更
多村民参与村集体产业发展，分
享产业增值收益，为村集体增收
壮大力量。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注入发展注入发展““新血液新血液””

羊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大抓
基层导向，健全完善党组织领导
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
村治理体系，建设充满活力、和谐
有序的乡村社会。据了解，羊庄
村支村两委班子健全，村干部6
人，支村两委委员各2人。为了加
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展乡村
文化，羊庄村持续推进农村移风
易俗活动，明确“什么事可办”“什
么事不可办”“什么事在什么范围
办”，使村规民约从“选择性遵守”
变为“强制性约束”，潜移默化地
对村民进行移风易俗教育。通过
践行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不断提升村民文化素养。羊庄村
还不断完善矛盾纠纷源头预防、
排查预警、多元化解机制，近年来
有效调解矛盾纠纷8起，文明新风
扑面来，乡村发展劲头足。

农民身边的一件件“关键小
事”，正在汇聚成巨大的变化。如
今，“千万工程”在羊庄村遍地开
花，羊庄村也将乘势而上，以昂扬
姿态和拼搏干劲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把乡村振兴画卷描绘得
更加绚丽，力促农业高质高效、乡
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