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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滇交界的金沙江峡谷中，白鹤滩水

电站巍峨耸立，滔滔江水被拦截于此，一湖

澄碧映青山，蔚为壮观。

2023 年春节，是白鹤滩水电站全面投

产后的第一个春节。从紧锣密鼓的配套建

设、高效运行的供电保障，到有条不紊的生

态保护，白鹤滩的春节和平时一样，忙碌而

有序。

浩荡江水在这里汇聚成的巨量绿电，

顺着密布的特高压线穿越山河，7 毫秒左右

就被“闪送”到 2000 公里之外的江南，点亮

万家灯火，照亮无数人的新年。

精益求精，建设大国重器

一大早，三峡集团白鹤滩大坝项目部

工作人员李将伟就赶往大坝平台——尽管

办公室能看到智能建造监测数据，可春节

假期，他还是坚持到大坝这样的重点部位

现场巡查。

随着 16 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白鹤滩

水电站工程建设进入收尾阶段，地面偶尔

才有重卡驶过，曾经世界上最大的缆机群

如今也只剩 3 台。

眺望两岸，一层一层阶梯状的山体向上

延伸，直接天际。站在 100 层楼高的拦河拱

坝上，难抑心潮澎湃。“咱们脚下踩的，可是 3
条时速 170 公里的‘高速公路’。”李将伟所

指，正是为确保万年一遇特大洪水工程安全

而建造的世界规模最大的无压泄洪洞。

单机容量 100 万千瓦居世界第一，无压

泄洪洞群规模居世界第一，地下洞室群规

模居世界第一，300 米级高坝抗震参数居世

界第一，首次在 300 米级特高拱坝全坝使用

低热水泥混凝土……在规模巨大、综合技

术难度位居世界第一的白鹤滩水电站工程

中，中国创造了多项世界第一、开辟多个首

例。“发电机组单机容量 100 万千瓦是什么

概念？一个小时 100 万度电，够一家人用

400 年！”李将伟骄傲地说。

如今，枢纽工程完工，建设人员还要为

后续配套项目忙碌。“发电设施全部投产

后，我们甚至比之前还要忙。”最近，李将伟

经常加班，消防等附属工程尚需推进，竣工

验收资料尚需梳理，智能建造经验还需总

结，“想要精益求精，就有干不完的事情。”

大 水 电 建 设 工 期 长 、工 作 苦 、交 通 不

便，但李将伟乐在其中：“参与大国重器建

设的那种自豪感无与伦比，我还是想继续

干大水电！”

持续优化，保障节日供电

当前，正是迎峰度冬关键时期，供电关

系着国计民生。白鹤滩水电站为江浙两省

提供电源，是“西电东送”的骨干电源之一。

这段时间，为了高效输电，白鹤滩工程

建设部党委书记何炜忙前忙后。“一个

城市通了高速，但想及时疏散货物，县乡道

路也得畅通。电力也是如此，不仅要靠主

干电网，还需线路配套，否则可能‘窝电’。”

何炜说，好不容易建成的“国之重器”，必须

通过科学运营提高其运行效率。

“春 节 假 期 ，除 了 安 全 巡 查 与 数 据 监

测，发电情况也需要实时监测。”走进忙碌

的地下厂房，白鹤滩电厂运行部值班主任

赵碧诚介绍，节日期间保电送电，要有人守

着中控室与两个地下厂房，盯着仪表盘。

全场设备每天至少 3 次巡检，哪台机组开、

什么时候开、电站运行情况如何，样样都需

要工作人员时刻监测。

为了电站安全运行，电厂运行部工作

人员王斌和班组同事进行了封闭管理。“目

前开机运行机组台数 10 台，日均发电 1.65
亿度，大概能满足 20 万户居民一年的用电

需求。”王斌介绍。

早在机组投产前，王斌就提前参与了

试运行。当时，一半以上员工在金沙江峡

谷连续坚守 100 多天，最终实现“一次安装

完成、一次启动成功、一次调试成功”。“高

达 50 米、重量超过 8000 吨的庞然大物，每

分钟 111 圈高速转动，还能在上面立硬币而

不倒，这是大型水电机组安装历史的最优

纪录。”王斌十分自豪。

白鹤滩水电站装机容量 1600 万千瓦，

运行专业人员仅有百余人，其背后是高度

的智能化、自动化支撑。由于是世界上首

批百万千瓦机组，赵碧诚和班组同事作为

守护者，依然在摸索电站运行的“最优阈

值”。“以瓦温为例，如果报警阈值设置过

宽，容易频繁触发警报，影响运行效率；要

是过窄，就会威胁运行安全。”赵碧诚说，正

是在持续优化中，中国发电技术从跟跑实

现了领跑。

和谐共生，谱写生态新篇

江水潺潺，如画隽永。“趁着冬季鱼类

休息，我们抓紧时间开展集鱼系统的自动

化改造，等开春鱼类洄游繁衍时就能投用

了。”漫步江边，白鹤滩工程建设部技术管

理部张昺榴说。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江里的鱼或许最

有“发言权”。白鹤滩水电站工程建设了集

运过鱼系统、分层取水设施、鱼类栖息地生

态修复工程、增殖放流站等。200 多米的高

坎，鱼根本游不过去，必须建立集鱼站，通

过收集、分拣暂养以及保护放养，保证金沙

江上下游鱼类顺利生存、产卵、繁殖。“收集

上来的鱼必须第一时间分拣，否则小型鱼

类很容易被金沙鲈鲤这样的肉食性鱼类捕

食。”张昺榴介绍。

春节假期，集鱼站雷打不动开展鱼类

转运：每两天转运一次下游鱼类到上游放

流，帮助圆口铜鱼、长薄鳅、中华金沙鳅等

产漂流性卵鱼类翻坝，努力实现枢纽上下

游鱼类及水生物生态平衡。半年时间，白

鹤滩水电站集鱼站已帮助 1.5 万条洄游鱼

实现翻坝，其中不乏珍稀濒危鱼类。

溯流而上，距主坝上游约 4 公里处，青

山环抱一片超过 14 万平方米的植物园。古

木参天、绿荫叠嶂，映入眼帘的是粗壮高大

的黄葛、木棉……枝繁叶茂、次第舒展。张

昺榴告诉记者：“在这儿安家的，是白鹤滩

水电站海拔 825 米蓄水线下挂牌保护的 57
棵古树。”

为保护施工区、淹没区的古树，电站建

设者专门修建了这片园林。除了古树，还

有不少有观赏、利用价值的树被移栽到移

民安置区、公园等地，妥善保护起来。

图①：工作人员在白鹤滩水电站左岸

地下厂房巡检。 吴爱萍摄（影像中国）

图②：工作人员在白鹤滩水电站中控

室监控操作。 吴爱萍摄（影像中国）

图③：白鹤滩水电站。

赵 健摄（影像中国）

本期统筹：郭雪岩

版式设计：张芳曼

探访白鹤滩水电站全面投产后的第一个春节—

金沙绿电送万家
本报记者 杨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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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黑龙江铁塔公

司监控中心灯火通明。

由 101 名平均年龄不到 27
岁的年轻人组成的省市两级

监控调度团队，承担着黑龙江

省内 4 万座通信基站 7× 24 小

时监控任务，他们对接的 1500
多名通信基站维护人员随时

待命。

1 月 21 日夜间，省级监控

中心运维监控系统传出告警，

大 兴 安 岭 地 区 加 卧 公 路 沿 线

所 有 通 信 基 站 全 部 停 电 。 省

级 监 控 调 度 值 班 人 员 刘 泽 宇

第 一 时 间 将 告 警 信 息 通 知 大

兴 安 岭 地 区 监 控 中 心 和 区 域

经理曲维波。随后，大兴安岭

监 控 调 度 值 班 人 员 王 静 同 步

对接当地供电公司，确认停电

原因和预计恢复时间。

1 月 22 日 00:30 左右，曲维

波带着另外 3 名维护人员代立

航、田辉、朱林赶到重点保障

基站附近。积雪阻挡，车辆无

法直达基站。“雪太厚，没过膝

盖了，只能把油机抬到机房。”

曲 维 波 说 。 油 机 加 满 油 后 重

约 220 公斤，虽然这段路不到 100 米，4 人走到基站后，身

上的棉衣早已被寒风吹透。

“这是全省今天处理的第三十七个告警。”刘泽宇

说。一般来说，每名调度员一天需要处理各类告警 30 至

50 个，拨打电话上百次。

黑龙江铁塔公司省级监控中心负责人曹锐介绍，这

个冬天属于极寒天气，公司加大基站巡检、维护力量，确

保千家万户通信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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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下，海水拍打着渤海湾的海

岸。晚上 6时 30分，程宝刚迈着轻快的步

伐，走进河北港口集团秦皇岛港九公司集

控中心。这个春节，作为集控中心乙班值

班主任，程宝刚丝毫不敢懈怠，与班组的

10名同事一起坚守在电煤运输一线。

“ 在 港 船 舶 6 艘 ，设 备 状 况 良

好 ……”集控中心内，程宝刚指导同事

抄录下交接班装船、卸车情况以及设

备状况，“不仅要熟悉自己班次的生产

情况，还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上个班次

的生产信息，信息量越大，组织生产就

会越全面、越细致、越精准。”

集控中心由中控室、取装集控室、

卸堆集控室组成，可以对 3 台卸车机和

4 台装船机进行远程集中控制。“智能

化带来巨变，我和同事们不用再到生

产作业现场操作设备。”程宝刚介绍，

这里是秦皇岛港首个完全自主建设的

生产作业一体化集控中心，也是河北

港口集团智慧港口、绿色港口、平安港

口建设的集成化探索。

换班人员陆续到岗，程宝刚召集

大家开班前会。晚上 11 时 30 分，一名

同事赶来，语气急促地报告：“卸车机

三号漏斗报警，请您指示！”程宝刚立

即小跑赶到集控室，“控制翻转速度，

降低流量，让煤流缓一缓，保持观察。”

10 分钟后，警报解除，“继续恢复正常

作业，注意观察料位情况……”

肩负着“北煤南运、西煤东送”的

重任，河北港口集团 2022 年累计完成

煤炭吞吐量 2.9 亿吨，占环渤海港口煤

炭下水量的 38.6%。

河北港口集团秦皇岛港九公司—

调度运行稳 电煤运输忙
本报记者 史自强

春节假期，阳光照进村庄。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岭保护区南开

管理站护林员符惠全一如既往起了个

大早，跨上摩托车，和同伴们向雨林深

处驶去，开始一天的巡山工作。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我国首

批设立的 5 个国家公园之一。作为护

林员，符惠全的主要任务是森林管护、

防火、宣传、协助科研等工作。

跋山涉水数小时后，细细的汗珠从

额头沁出。“雨林里坡陡苔滑，摩托车只能

开到山脚，剩下的路程都得靠脚力。”符

惠全和同伴一个月有 22天上山巡护，每

天背着 20多公斤的装备徒步几十公里。

2011 年，22 岁的符惠全从部队退

伍，回到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

乡，成为鹦哥岭保护区南开管理站的

一名护林员。“这 12 年的春节，我大部

分 时 间 都 是 在 山 上 度 过 。 火 灾 高 发

期，巡山护林歇不得。”符惠全说。

保护雨林的力量正在不断壮大。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鹦哥岭

分局局长李大江介绍，目前，鹦哥岭共

有村民巡护员 490 人，分别来自 10 个

乡镇，39 个村委会。

“ 这 叫 坡 垒 ，是 国 家 一 级 保 护 植

物……”指着远处 20多米高的树木，符

惠全介绍。年复一年在雨林中行走，如

今，符惠全已经能准确识别 300 余种动

植物，还获得了林业助理工程师职称、

考了无人机驾照、担任鹦哥岭多套图鉴

编委以及多所学校的雨林课堂讲解员。

临近中午，巡山小队席地而坐，拿

出本地特色食品鱼茶，聊起新年的畅

想。“希望新的一年山更绿、水更清、生

活 更 好 。”“ 最 好 能 再 发 现 几 个 新 物

种！”欢声笑语，在雨林间回荡。

海南鹦哥岭保护区护林员—

行雨林深处 护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 曹文轩

“抢到啦！”一见面，浙江盛发纺织印

染公司业务经理史颖就报上喜讯。1 月

20 日，赴德国参展归来，来不及倒时差，

史颖早早来到公司梳理“战果”：拿下 70
万美元的新订单，相当于近 160 万米布，

能装满 10个集装箱。

过去 3 年，受全球疫情蔓延和欧洲

能源危机影响，从“订单一度接到手软”，

到最差时“工厂开机率只有一半”，出口

企业盛发纺织仿佛坐上“过山车”。再看

浙江湖州，去年前 11 月进出口总额同比

增长 13.7%，同时外贸企业在手订单连续

8 个月处于下降趋势，12 月单月出口额

同比下降约 18.6%。

迎难而上开新局。早在去年 9 月，

湖州市政府就组织 8 家外贸企业飞赴越

南抢订单。造访德国、奔赴大洋洲、远至

墨西哥，3 个月里，政府带团做后援，3 批

次 40 多家外贸企业跨海赶集拓市场。

“政府组团，商务对接机会更多，还

有实打实的红利。”史颖说，有个业务员

护照到期，商务局开通绿色通道，现场办

理。更重要的是，还能享受到 80%的展

位费补贴，折算下来，能省近 15 万元。

同行的浙江美欣达纺织印染公司

也在摩拳擦掌。“我们专门请知名设计

师打印了一系列服装样品。”公司副总

经理王鑫告诉记者，2 月是春夏订单下

单季，开拓市场刻不容缓。“目前意向订

单已有 80 万美元，最终突破 150 万美元

不成问题。”

一场瑞雪过后，信心在生长——

新年伊始，史颖的全年行程便已排

满。筹备 2 月初由政府组团在英国伯明

翰举行的展会，4、5 月份奔往欧洲拜访客户，7、8 月份赶赴南非、南

美开拓市场，“今年产品线更丰富，全力以赴争取全年红。”

即将启程，王鑫心中有底，眼中有光。美欣达持续进行技术研

发，不断向产业链中高端升级，开发了多款新面料，“不少意向客户

表示今年将来厂洽谈，来一场供需对接的双向奔赴。”

新征程、新奋斗、新气象。强主体、拓市场、稳增长。

翻开湖州 2023年拓市场抢订单行动方案，长长的清单上，149项

境内外重点展会名录清晰在列，涵盖纺织、建材、装备等多个行业。

“今年，我们将组织超过 1000 家次外贸企业参加各类境内外

展会，计划助推企业获取外贸订单总额超过 1000 亿元。”湖州市商

务局有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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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电梯贴着桥塔缓缓上升，在顶部稳稳停住。推开电梯门，

刘豪一步跨上近 200 米高的桥塔平台，向下俯瞰，北盘江在贵州花

江大峡谷间流淌。

39 岁的刘豪是花江峡谷大桥项目总工程师。2021 年 1 月大桥

正式开工以来，刘豪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工地上。目前大桥的两座

主塔已完工，未来主塔相连后，将形成跨径 1420 米的主桥，桥面与

北盘江的垂直距离达 625 米——这意味着花江峡谷大桥建成后，

将成为主桥跨径和高度世界第一的山区桥梁。

2005 年，贵州开始建造世界首座山区峡谷千米级大桥——坝

陵河大桥，刚毕业的刘豪参与了建设。尽管坝陵河大桥解决了山

区峡谷千米级大跨径桥梁建设中的许多瓶颈，但仍有一个问题让

刘豪念念不忘：“猫道抗峡谷风的问题。”

猫道是悬索桥施工时架设在主缆之下、平行于主缆的线形临

时施工便道，被称为“悬空的生命线”。“峡谷风风速变化快，变化突

发性非常强，影响施工安全。”刘豪一直致力于解决猫道抗峡谷风

的问题，花江峡谷大桥给了他一个机会，“解决方法在理论计算上

已经通过，并且正在申报专利，就等着实践了。”

作为六安高速的主要控制性工程，花江峡谷大桥建成后，贞丰

县平街乡营盘村和对岸的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花江镇五里村之

间的行车时间将由 1 个小时左右缩短到 2 分钟。

一座座飞架的桥梁，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源源不断的人流、

物流和资金流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贵州省交通运

输厅总工程师许湘华说。

贵州花江大峡谷建造世界最高山区桥梁——

桥高路畅促发展
本报记者 汪志球 陈隽逸

新春到，年花俏。农历腊月二十八下午 3 点，云南昆明市民何

秀珍专程到斗南花卉市场挑选年宵花，为春节增色添彩。每到春

节，玫瑰、百合、冬青、蜡梅等年宵花都备受追捧。

“买点鲜花装扮家里，赏心悦目，讨个吉利。”刚走进花市没一

会儿，何秀珍怀里就抱满鲜花。

斗南花卉市场里人头攒动，花商刘育正在将蝴蝶兰一棵棵组

合起来放进花盆。早上开市后，她几乎没怎么休息，已经卖了数百

盆蝴蝶兰，“颜色越艳丽，卖得越好。”在刘育的摊位前，何秀珍精挑

细选了好几盆粉色的蝴蝶兰，花姿娇俏，犹如群蝶飞舞。

随着鲜花经济的回暖，春节前斗南花卉市场日均客流量超 3
万人，鲜切花日均交易量超 2000 万枝，不少主播通过直播、录制短

视频等方式，在线推销鲜花。

为了让鲜花尽快抵达消费者手中，斗南花卉市场的物流体系

也在升级提速，从单一的公路运输转向航空、高铁运输等方式。

2022 年，斗南花卉产业园区年交易量再创新高，鲜切花交易量突

破 110 亿 枝 、同 比 增 长 7.6% ，交 易 额 突 破 12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04%。

源源不断的鲜花从斗南花卉市场出发，为许多家庭带去春节

的祝福。“鲜花越来越美，我们的生活也会越过越好。”手里抱着、肩

上扛着，何秀珍满载而归。

云南昆明斗南花卉市场交易量创新高——

幸福花开又一春
本报记者 李茂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