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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晋能科技：打造山西“绿色能源”新名片

山西作为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推进能源革命、提升能源产业质效、加快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一直行进在路上且步

履铿锵。

山西省深入践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发展战略，紧紧抓住能源革命科技创新主动权，积极推进全省能源产

业转型升级。 近年来，晋能科技作为山西省新能源产业代表企业，在转型征程上筚路蓝缕，提高能源供给体系质量效益，构

建清洁低碳用能新模式，推进能源科技创新，深化能源体制改革，扩大能源对外合作，打造山西“乌金”变身“绿色能源”的

新名片。

2013 年， 经过淘汰部分过剩落后

产能， 加之各项利好政策适时推出为

产业发展注入活力， 中国光伏产业逐

渐走出低谷。 同年，原晋能集团按照省

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注册成立晋能

清洁能源科技（有限）股份公司，吹响

“争当能源革命排头兵” 的冲锋号角。

晋能科技的成立， 为山西省能源转型

项目推进、开发利用清洁能源、优化产

业结构、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走出坚

实的一步。 2014 年上半年，山西太阳能

发电突破 1 亿千瓦时，达 1 . 36 亿千瓦

时， 同比增长 645 . 91% 。 仅用半年时

间，在吕梁市文水经济开发区一座“智

能制造”现代化工厂就拔地而起，晋能

科技实现当年建厂、当年生产、当年见

效，创造了当年业界佳绩，成为山西新

能源产业一颗耀眼的新星。 2015 年，晋

能科技入围由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

局牵头的光伏“领跑者”计划，并为山

西大同采煤沉陷区 1GW“领跑者”基

地提供 45MW 组件。

工业 4.0 时代， 借助数字技术加速

转型成为新趋势。 晋能科技坚持迭代发

展，从成立之初便立志打造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先进品牌， 布局全球重点市场，

使更多客户了解山西综合能源产业的

先进性，扭转国际市场对山西的一贯认

知 ， 为此后更多领域的合作创造新机

遇。 晋能科技紧盯发展大势，积极布局

数字化生产，生产工序均采用智能化闭

环控制， 通过数字平台协调内部协作，

增加生产效率与客户服务水平，产品实

现全生命周期可追溯，产品品质获得国

内外客户一致认可。

得益于在产业领域的持续探索与成

绩突破，晋能科技 2023 年获评山西省重

点产业链“链主企业”。 产业链“链主”企

业需处于产业链核心位置，对产业链资

源配置、技术产品创新和产业生态构建

发挥关键且重要作用。 随着晋能科技成

长为山西地区新能源产业代表企业，公

司积极协同上下游全面发展， 从原料、

工艺等方面寻找突破口， 自主创新，开

发自主知识产权，帮助产业链伙伴共同

成长，反哺区域先进制造业，助力行业

高质量发展。 晋能科技每年研发投入占

营收的 4%，联合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

合作伙伴共建创新生态，将核心创新能

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多年深耕光伏

技术的研发与突破，将成果通过先进制

造产业化转化为可落地的新产品，引领

推动行业发展。

能源是工业的粮食 、 国民经济的

命脉 ， 中国实现经济快速腾飞离不开

能源产业的砥砺支持。 山西持续承担

着能源保供重任 ， 2022 年， 山西保供

24 省市共计 6 . 2 亿吨煤炭 ， 其中晋能

控股集团保供量为 2 . 3 亿吨 ， 约占全

省总量三分之一。

砥砺十年，在母公司晋能控股集团

雄厚实力支持下，晋能科技不断突破自

我，聚焦光伏行业前沿技术，布局异质

结、 钙钛矿叠层电池等新技术领域，正

向循环形成良好带动作用。 作为晋能控

股集团旗下新能源旗舰，晋能科技在技

术迭代、智能生产、全球化等方面取得

阶段性成绩。 未来，晋能科技将奔赴更

具发展价值的低碳未来，为山西能源转

型及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

的力量。

（王礼杰 刘夏）

让乡村人才落地生根

———山西省构建高素质农民培训新体系

以农民需求为导向

2023 年 11 月中旬，天镇县 2023 年

高素质农民技能提升培训班在玉泉镇

南河堡村芳芳生态专业合作社开班，来

自南河堡村及周边村从事蔬菜种植专

业的从业人员 50 余人参加了培训。 这

次培训采取专家授课 、现场观摩 、线上

教学和交流研讨等多种形式，让参训人

员全面了解现代农业和乡村振兴的重

要性，提升农业技术和经营管理理念。

为做好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 山西

省农业农村部门结合实际，制定年度实

施方案，明确培育总体思路、目标任务、

工作重点、培训重点等内容。 按照计划，

山西省 2023 年培育高素质农民 6.5 万

人，5.2 万人取得高素质农民技能证书，

持证率达 80％以上。

要实现培育目标， 必须以农民需求

为导向。 2023 年以来，聚焦夏粮丰收专

项培训行动，山西省成立小麦“科技壮

苗”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在冬小麦主产

区，开展小麦促弱转壮 、强化春季田间

管理等技术培训，为夏粮丰收提供技术

支撑； 围绕大豆油料产能提升工程，我

省编制《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手

册》及技术模式挂图 ，按农时季节分段

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针对重点区域产

业带头人的实际需求， 山西省在太谷、

临猗两个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

（区）培养高素质产业发展带头人；针对

“机田证”一体化实施项目，山西省将高

性能农机、高标准农田 、高素质农民融

合， 培训农机合作社带头人农机操作

手 ； 结合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培育工

作，在全省培育 1000 名农村学法用法示

范户， 有效提升农民群众办事依法、遇

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

的能力。

打造培训新平台

2023 年 10 月下旬， 省农业农村厅

对当年遴选出的全省高素质农民培育

示范基地、金牌教师和技能农民进行公

示。 公示显示，全省共遴选出 50 所高素

质农民培育示范基地（省级田间学校）、

98 名高素质农民培育金牌教师和 100

名高素质农民培育技能农民。 此次遴选

活动是山西省在培育高素质农民方式

上的一种创新。

近年来，省农业农村厅将山西省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专家、科研院校教授学

者、 市县两级农技站专家、 龙头企业

主、乡村土专家纳入了高素质农民培育

工作师资库 ，围绕现代企业制度 、资本

运作、品牌创建、风险防控等新知识整

合全省社会师资资源， 推动新产业、新

业态渗透到培训体制中，满足高素质农

民培训需求。 同时，打造高素质农民培

育示范基地（省级田间学校）， 让基地

与课堂耦合成为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实

践平台。

59 岁的王维彪 1986 年从山西农业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右玉县农业农村局

工作。 近年来，他为朔州市各县粮食生

产高素质农民培训班授课， 在课堂上，

创设情境，或小组合作、或展开辩论，着

重激发学员的主观能动性。

这种创新方式让一批专家学者、龙

头企业主 、 乡村土专家纷纷走向“讲

台”，以集中学、分组研、现场练等方式，

推进参与式、启发式、互动式教学，确保

学员听得懂、用得上、有收获。

构建培训新机制

山西省创新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

的机制建设 ，实行教育培训 、评价管理

和政策扶持“三位一体 ”培育 ，经营管

理、专业生产、技能服务“三类协同”推

进， 并建立了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顶

层设计了富有山西特色的培育制度体

系，形成了“两精、三教、四结合”的培育

模式。

“两精 ”，是指创新培训内容上突

出精准培育和精细培训，就是精准锁定

培育对象 ，精细化制定培训规范 、培训

课程、培训标准。“三教”，是指创新培

训方法上突出因材施教、 因需施教、因

时施教，开展差异化培训。“四结合”，

是指突出培训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培训

与农民需求相结合，培训新型经营主体

与兼顾普通农户相结合，培训与评价扶

持相结合。

与此同时， 山西省制定评价标准体

系，发布了玉米种植、生猪养殖、中药材

栽培等 20 个高素质农民生产技能评价

地方标准和 23 项新业态评价规范，实现

从农业主导产业到农村社会治理、传统

产业到新产业新业态评价标准规范全

覆盖。 并将技能评价颁证作为高素质农

民培训的重要环节和考核衡量培训质

量的重要依据，纳入山西省“十四五”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每年省委 1 号

文件及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考核。

山西省紧扣高素质农民培育这一核

心任务，建机制、出政策，一大批思想水

平高、生产技术高、管理能力高、经营水

平高的高素质农民通过培育脱颖而出，

成为山西省创新创业的领头雁、产业振

兴的排头兵 、 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生力军”。 更多的乡土人才，正在山西

省高素质农民培育的机制下 ， 孕育成

长，破土而出。 （柳飞）

山西农业的出路在于“特”和“优”。“特”“优”战略的实施一靠人才、二靠科技、三靠投入。 为实施“特”“优”战略

提供人才支撑和科技力量，山西省按照“需求导向、产业主线、分层实施、全程培育”的总体要求，精心谋划、全力推

动，以教育培训为路径，以评价颁证为手段，以从业增收为目标，持续加强高素质农民培育示范基地和师资建设，着

力打造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

【晋能科技十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