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堰市清洁能源产业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一主四优多支撑”产业发展的安排部署，

特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贯彻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

战略，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重点做好“源、

储、网、平台”四篇文章，促进清洁能源大规模发展、高比例利用，为

建成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提供充足的能源保障。

二、主要目标

（一）总体思路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能源安全为核心，立足现有能

源产业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重点做好“源、储、网、平台”四篇文章，

大力发展光伏发电，有序推进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加强能源基础设

施建设，支持国有平台公司与各县市区合作，统筹推进新能源开发、绿

能指标争取等相关工作，为我市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建设提供坚强的清

洁能源保障。



（二）发展目标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到 2025年，清洁能源装机规模

达到 705万千瓦，清洁能源发电量达到 185亿千瓦时，清洁能源产业

产值达到 100亿元。

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预期目标

1．加快清洁能源开发。推进光伏、抽水蓄能、生物质能等资源开发

利用，清洁能源装机规模达到 705万千瓦，产值达到 70亿元。

2．补强能源系统短板。推进天然气利用、电力通道和热力管网建设，

新增天然气储气能力 150万立方米，新增天然气管道长度 1700公里，



新增 500千伏变电站 1座、220千伏变电站 6座，扩建 220千伏变电

站 3座。

3．创新能源消费模式。推进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到 2025年，充

电桩达到 1.2万个；到 2025年，建成 5座加氢站，氢燃料电池汽车运

行规模力争达到 200辆，氢能产业链年产值突破 30亿元。

三、重点任务

（一）实施清洁电源提升行动

1．统筹推进光伏发电规模化发展。大力发展集中式光伏发电，加快

推进南北两个新能源百万千瓦基地建设，北部重点推进郧阳区 22万千

瓦光伏、丹江口市习家店 20万千瓦农光互补、郧西县夹河光伏项目建

设；南部重点推进竹山县麻家渡 20万千瓦光伏项目建设。积极支持分

布式光伏发电，支持具有较好屋顶资源和较好消纳能力的县市区利用党

政机关屋顶，学校、医院、村委会等公共建筑屋顶，工商业厂房、农村

居民屋顶开展屋顶分布式开发试点，促进清洁电能就地消纳。力争到

2025年，新建公共机构建筑屋顶等光伏覆盖率达到 50％。（牵头单位：

市发改委；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相关县市区）

2．科学推进水电保护性开发。抓好现有水电站增容挖潜，争取丹江

口、小漩等水电站扩机增容项目纳入国家长江流域水电站建设方案并尽



快实施，力争到 2025年扩机增容装机 15万千瓦。加强小水电整合运

营，加大小水电清理整改力度，开展小水电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创建，

以县为单位整合运营，提高安全管理水平，做大县域资源平台。（牵头

单位：市发改委、市水利和湖泊局；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相关县市区）

3．稳步推进其他清洁能源开发。有序推进风力发电，在做好生态保

护的前提下，结合用电负荷需求和接入条件，在风能资源丰富区有序推

进集中式风电开发，在负荷中心周边建设以就地消纳为主的微风发电，

力争到 2025年风电装机达到 20万千瓦。稳步推进生物质发电，加快

推进丹江口市、房县、张湾区 3个省级规划布局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

设，力争到 2025年生物质发电装机达到 5万千瓦。积极探索地热能开

发利用，在有条件的区域开展分布式地热能取暖项目建设。（牵头单位：

市发改委；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网十堰供电公司，相关

县市区）

（二）实施清洁能源调峰能力建设行动

4．有序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加快竹山县潘口 30万千瓦抽水蓄

能电站项目建设，力争 2026年内建成发电。支持张湾区黄龙滩 50万

千瓦抽水蓄能电站相关专题编制和审批，争取 2023年 3季度核准年内

开工。积极争取房县吴山沟 120万千瓦、竹山县天池岭 120万千瓦抽

水蓄能电站项目调规，加快项目核准。做好郧阳区花蛇沟、三岔，房县



土地垭，竹山县霍河、龚家沟、龙背湾，竹溪县鄂坪、陈家坪等 8座纳

入省级储备电站站址保护，适时启动前期工作。（牵头单位：市发改委；

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水利和湖泊局、市林业局、市生态

环境局，相关县市区）

5．积极推动储能发展应用。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开展电化学储能示

范，探索储能应用商业模式，建设移动式或固定式储能设施。新能源项

目储能设施配建比例不低于装机容量的 10％，探索电网侧、用户侧和

增量配电网改革试点园区的新型储能电站建设，提高系统调峰调频能力。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国网十堰供电公司；责任单位：市经信局，各

县市区）

（三）实施能源网络建设补短板行动

6．完善天然气输配体系。有序拓展天然气市场，加快引入国家西气

东输三线（河南西峡至十堰）天然气管道与现有西气东输二线枣十支干

线管道互联互通，形成多气源环网结构，提升天然气安全供应能力。推

动丹江口市六里坪镇至竹溪县输气管道早日建成，改善房县、竹山县、

竹溪县等南部三县的用气环境。加快推进储气调峰设施布局、建设，在

十堰全域建设百万立方米储气基地。（牵头单位：市发改委；责任单位：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城管执法委、市生态环境局，相关县市区）



7．构建智慧坚强电网。建成以 500千伏十堰变、汉水变为支撑，

形成南、北 2个 220千伏环网，中部 3条 220千伏链路“两环三链”结构

的坚强主电网，保障十堰电力可靠供应与外送。争取十樊一、二回 500

千伏线路武当山段同塔改造工程落地，进一步提升电力外送能力。争取

丹江口市北部汇集站落地，在北部形成“汇集站＋汉水变”的新能源消纳

通道。争取竹溪县汇集站落地，在南部形成“汇集站＋潘口”外送线路的

新能源消纳通道。（牵头单位：国网十堰供电公司；责任单位：市发改

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各县市区）

8．加大热力管网建设。构建多元化热源供应体系，综合利用京能机

组供热能力，构建“以热电联产集中供热为主、分布式能源供热为辅”的

多元化、多模式热源供应体系。在非集中供热区域大力推进分布式热源

建设，形成集中供热与分散式供热相互补充完善的供热格局。（牵头单

位：市城管执法委；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

县市区）

（四）实施新能源平台建设行动

9．做大做强新能源平台。以十堰绿能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为服务咨

询支撑单位，以市城控新能源开发公司为主力军，加快建设新能源产业

平台，支持平台公司与各县市区优质企业战略合作，统筹推进我市新能

源开发、微电网建设、绿能指标争取等相关工作，为绿色低碳发展示范



区建设提供有力支撑。（牵头单位：市城控集团；责任单位：国网十堰

供电公司，相关县市区）

（五）实施清洁能源消费模式转变行动

10．加快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依托“互联网＋”智慧能源，提升充

电基础设施智能化水平。加大物流、公交、环卫等公共服务领域以及党

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充电设施建设力度。按照“慢充为主、快

充为辅、鼓励充电”的原则，逐步在全市中心区域内形成以住宅小区、

办公场所、公交场站、物流园区自（专）用充电设施为主体，以公共停

车场、商业配建停车场、独立充电站等公用充电设施为辅的城市充电服

务网络和沿高速公路的城际快速充电服务网络。到 2025年，力争建成

1.2万个充电桩。（牵头单位：市发改委；责任单位：市住建局、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国网十堰供电公司，

各县市区）

11．培育壮大氢能产业链。积极发展绿色氢能，聚焦“制、储、运、

加、用”全链条关键环节，重点开展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试点，支持

氢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应用，拓展氢能在工业、储能领域应用。推动山西

鹏飞集团与东风特汽（十堰）客车有限公司合资建设 3万辆氢能汽车生

产基地、支持格罗夫与三环集团合资建设氢能生产基地。有序推进氢能

在交通领域的示范应用，拓展在储能、分布式发电、工业等领域的应用，

在城市公交车、物流配送车、环卫车等公共服务领域，试点应用燃料电



池商用车。到 2025年，力争建成 5座加氢站，氢燃料电池汽车运行规

模达到 200辆，氢能产业链年产值突破 30亿元。（牵头单位：市发改

委、市经信局；责任单位：相关县市区）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统筹协调。由市绿能特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清

洁能源产业发展各项工作，建立由市发改委（市能源办）牵头，自然资

源和规划、生态环境、经信、农业、林业、住建、交通运输等部门配合

的工作协调机制，定期调度，确保方案顺利实施。组建清洁能源产业发

展咨询团队，加强产业政策和前沿信息研究。

（二）推进政策落实。全面落实国家、省各项优惠政策，加大对清

洁能源产业发展的财政、金融、土地等方面政策支持力度，引导和规范

能源利用和开发行为。争取金融机构支持、鼓励社会资本加大清洁能源

产业投资。

（三）加强项目服务。加快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设，完善清洁能源

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能源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

交通运输、水利和湖泊等部门，加强重点能源项目跟踪服务，及时调度，

协助解决项目建设运行中的各种问题。强化能源项目全过程监管，保障

清洁能源项目建设规范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