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网约车平台下调抽成比例

本报电 交通运输新业态平台企业抽成、会员费等事

项，与从业人员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

着力推动平台公司降低过高的抽成比例或会员费，印发专

项工作方案并明确目标任务和进度安排。截至 7 月底，各

主要网约车平台、互联网道路货运平台公司均已公告下调

抽成比例或会员费上限，各主要平台公司下调幅度普遍在

1 到 3 个百分点。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持续指导各地交通

运输部门及时跟踪掌握有关举措落实情况，定期调度各交

通运输新业态平台企业，持续巩固提升工作成果，切实保障

网约车、道路货运行业从业人员合法权益。

（晓 寒）

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驱车两个

多小时，先绕“山路十八弯”，再爬“二十七道

拐”，终于抵达海拔 4600 米的扎拉托桑山。

登上山顶，豁然开朗。一块块蓝色光伏

板绵延不绝，1600 万平方米的场址面积，相当

于 2000 多个标准足球场。

今年 6 月，全球最大、海拔最高的水光互

补项目——国投雅砻江柯拉一期光伏电站在

这里投产。电站通过输电线路接入 50 公里外

的两河口水电站，实现光伏发电和水电“打

捆”送出，首次将全球水光互补规模提升到百

万千瓦级，为迎峰度夏注入绿色能量。

在高寒高海拔地区建设大型光伏项目，2
万多名建设者面临着哪些挑战？又是如何一

一化解的？记者进行了采访。

施工难度大
投产后可满足约 70 万

户家庭年用电需求，但环境
恶劣、条件差、工期紧

水能、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资源丰

富，推荐实施项目规模近 2.5 亿千瓦，约相当

于 11 个三峡电站的装机容量，甘孜州可谓“绿

能富矿”。然而，风光发电具有随机性、波动

性、季节不均衡性，大规模接入电网，会对电

网安全稳定带来挑战。将光伏发电接入水电

站，借助水电的灵活调节性能，平抑光伏输出

功率的波动性——水光互补方案，恰能破解

难题。

“从季节性差异看，甘孜州光伏‘冬春季

出力大、夏秋季出力小’，与水力发电‘夏季丰

水期、冬季枯水期’形成天然的年内互补。”国

投雅砻江公司两河口建设管理局局长王金国

介绍，水库库容决定了水电站的调节能力。

两河口水电站总库容达 108 亿立方米，相当于

770 个西湖的水量，既可以实现短期的日调

节，也可以实现中长期的季调节、年调节。水

光“打捆”后输出稳定电力，有助于电网接纳

更多新能源。

2022 年 7 月，柯拉一期光伏电站开工建

设。按照设计，电站投产后，年平均发电量 20
亿千瓦时，可满足约 70 万户家庭年用电需求，

每年可节约标准煤超 60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超 160 万吨。

既能保障电力安全供应，又能促进绿色

低碳发展，项目综合效益巨大，但挑战也不容

小觑——

自然环境恶劣。施工区域海拔 4600 米，

紫外线辐射比平原地区高 90%、氧气含量低

50%，一年有 1/3 的时间最低气温低于零下 20
摄氏度。“刚上山时呼吸不畅、总是咳嗽，睡个

好觉都很奢侈。”项目部工作人员罗义东说，

冬季八九级的大风吹在脸上，如同刀割。

施工条件差。高寒高海拔地区人工、机

械降效严重，机械故障率升高 50%左右。尤

其电站配套建设的 500 千伏汇集站送出工程，

途经 20 公里的无人区，沿线植被茂密，三次跨

越两河口库区，没有通信网络。建设者穿梭

在荆棘密林中，攀爬超过 45 度的斜坡，攻坚克

难、立塔架线。

建设工期紧。柯拉一期光伏电站的支架

用 钢 量 近 5 万 吨 ，相 当 于 再 造 一 座 北 京“ 鸟

巢”；52.7 万根光伏基础桩连在一起，总长超

过 1400 公里；设备及物资运输总量超过 1 万

个车次，累计行程约 1000 万公里。为了赶在

今年迎峰度夏前投运，如此庞大的工程量要

用不到 1 年的时间全部建成，殊为不易。

“通过创新施工工艺，我们将工程设计之初

的 3 个月‘冬歇期’科学转化为‘大干期’，1000
多名建设者选择就地过年。”项目部项目经理杨

志伟说，开工以来，建设者平均每月坚守一线的

天数超过 26天，最长的连续坚守了 120天。

创新办法多
攻 克“ 冻 豆 腐 ”里 打 桩

等 10 余项技术难题，创造施
工先例

施工现场，“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

苦”的标语十分醒目，这正是柯拉一期光伏电

站建设者精神面貌的写照。面对诸多挑战，

他们巧思创新、精益求精，先后攻克 10 余项技

术难题，创造了大型光伏项目在高寒高海拔

地区冬季连续大规模施工的先例。

创新打桩工法，矗立更牢固。

牢固的基础桩，是光伏板在恶劣环境中

稳定矗立的关键。入冬后，项目现场日最大

温差超过 30 摄氏度，土壤反复冻融，地层如

“冻豆腐”一般，下面还有岩石碎块，打桩施工

难度成倍增加。

“传统方法直接打桩，容易造成桩静压后

移位、桩变形等问题。”杨志伟介绍，项目团队

创新研发了“先引孔、再静压、后回填”的工

法，将原本疏松的土壤夯实、稳固，有效提升

了成桩质量与施工效率。

为混凝土“盖被子”，结构更耐久。

巨大的温差，会导致混凝土浇筑出现结

构松散、强度不足等缺陷。项目团队反复试

验，一方面给混凝土“盖被子”，薄膜、棉被、防

尘布、电热毯多种“武器”齐上阵；另一方面通

过热水拌和，添加速凝剂、抗冻剂等，提高混

凝土入仓温度及抗冻性，确保施工质量。

“那段时间，经常要凌晨两三点去现场盯

着，确保保温措施到位。不过，为了迎峰度夏

和成都大运会电力保供，再辛苦也值得。”罗

义东说。

安装追光支架，发电更高效。

在柯拉一期光伏电站，部分光伏板安装

了平单轴跟踪支架，仿佛向日葵追着光调整

角度，最大程度捕捉太阳能，提高发电效率。

杨志伟介绍，平单轴支架最大跟踪角度为 45
度，能够增加约 10%的发电量。不仅如此，光

伏板采用了双面双玻材质，不只向阳的一面

可以发电，下雪天时，背面也可以吸收雪面反

射的光，发电效率能提升约 20%。

借力智能系统，运维更高效。

占地面积广、高寒高海拔等特点，给 200
多 万 块 光 伏 板 的 运 营 维 护 带 来 不 小 挑 战 。

在柯拉一期光伏电站的智能运维一体化平

台上，光伏场区、输电线路、变电站等区域的

设 备 实 时 运 行 数 据 一 目 了 然 ，通 过 传 感 互

联，系统可以进行故障智能诊断、分析，并实

现安全预警。“我们还运用无人机自动巡检

代替人工作业，对自动采集到的红外及高清

可见光图像进行智能识别，辅助运维人员快

速 处 理 故 障 ，提 高 巡 检 效 率 、降 低 作 业 风

险。”杨志伟说。

在不足 6 个月的有效施工期内，柯拉一

期光伏电站的建设者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川

西高原，开启追光之旅，将“光伏海”从蓝图

变为现实。

带动作用强
通过“光伏+就业”“光

伏+基础设施提升”等模式，
提升项目发展综合效益

“以前就在附近放牧，到电站工作每天能

赚 200 多元，一个月下来有五六千元。”帮着施

工单位修建营地、组装支架，雅江县柯拉乡益

因村村民曲批家的生活改善不少。杨志伟介

绍，电站建设期为当地提供了超过 3000 个工

作岗位，助农户增收近 1000 万元；投运后还将

继续提供光伏清洗维护、治安、保洁等岗位。

采访中，记者发现柯拉一期光伏电站的

光伏组件离地高度大于 1.8 米，有的甚至达

到 3 米，比一般光伏电站的离地高度高出不

少。项目部工作人员陈仁军告诉记者，光伏

板能降低风速和水分蒸发量，提高土地保水

率和植被生长率，牧民可以将牛羊赶到电站

吃草，之后还准备种植一些经济作物，帮助

村民增收。

打通 15 公里乡村公路，修建入户路；提升

村庄风貌，实现 5G、宽带入农户；施工单位与

村 里 的 困 难 户 联 系 结 对 ，开 展 一 对 一 帮 扶

……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柯拉一期

光伏电站通过“光伏+就业”“光伏+基础设施

提升”“光伏+志愿帮扶”等系列措施，提升了

项目发展综合效益。

“在柯拉乡，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要去

西俄洛镇的寄宿制学校上学。过去汽车车程

要 50 分钟，一到下雨天，路面十分泥泞。电站

建设打通了 4.5 米宽的乡村柏油路，车程缩短

约 20 分钟，还加装了防护栏，孩子们的上学路

更加方便安全。”柯拉乡乡长毛知玛说，接下来

将依托柯拉一期光伏电站发展旅游项目，助推

乡村振兴。

随着柯拉一期光伏电站投产，国投雅砻

江公司的清洁能源装机超过 2000 万千瓦，占

四川省清洁能源总装机的 1/5，每年贡献清洁

电力近 1000 亿千瓦时。

不只如此，国家首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

目腊巴山风电即将投产发电，全球最大的混合

式抽水蓄能项目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项目

开工建设，总装机 30 万千瓦的牙根一级水电

站获得核准、计划年内开工……雅砻江沿线，

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如火如荼、有序推进。

“我们正加速开发雅砻江流域的绿色能

源，未来装机规模将超 1 亿千瓦，每年可贡献

清洁电力约 3000 亿千瓦时，预计将带动万亿

级产业发展。”国投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祁宁春介绍。

上图：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

柯拉乡的柯拉一期光伏电站。

新华社记者 薛 晨摄

探访全球最大水光互补项目国投雅砻江柯拉一期光伏电站

绿电源源出高原
本报记者 丁怡婷

首都北京，京雄大桥实现合

龙，为年内京雄高速全线通车奠

定基础；南海之滨，我国最长深水

油气管道铺设完工，“深海一号”

二期工程再迎新进展；西部腹地，

川青铁路青白江至镇江关段启动

联调联试，进入工程验收关键阶

段……今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

建设有条不紊，一批重大工程扎

实推进。

重大工程，保障和促进经济

发展的“压舱石”，优化区域生产

力布局的“先手棋”。加快实施和

部署一批重大工程，既有利于当

前稳增长、稳投资、稳就业，又有

利于提高基础设施水平、惠及各

地长远发展。

国内需求不足是经济运行的

突出矛盾之一。交通、能源、水利

等重大工程投资金额大、周期长，

能够有效扩大内需、吸纳就业，助

推经济企稳回升。以水利工程为

例，今年前 7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

投资 6204 亿元，重大水利工程开

工 26项，均好于去年同期。

重大工程覆盖环节广、涉及

技术多，能对许多行业产生有力

的 辐 射 带 动 作 用 。 北 京 东 六 环

改造工程、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

等都用到了国产盾构机等“大国

重器”。不少重大工程还广泛应

用了智慧工地、数字仿真、北斗

导 航 等 先 进 技 术 。 新 技 术 新 产

品加快应用，既有利于工程自身

提 质 降 本 增 效 ，也 为 装 备 制 造

业、数字产业等发展壮大创造了

巨大空间。

重大工程往往体量大、难度

高，是各类新装备、新技术的“练

兵场”，给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

出了新要求、新课题。为建好北

山地下实验室主体工程，工程团

队 研 发 出 全 球 首 台 大 坡 度 螺 旋

隧道掘进机“北山 1 号”；为安放

巨型钢壳混凝土沉管，深中通道

工 程 推 出 全 球 首 艘 沉 管 浮 运 安

装一体船“一航津安 1”……面对不少业内罕见甚至前

所未有的建造难题，许多工程师和研发人员在前沿地

带 甚 至“ 无 人 区 ”攻 坚 克 难 ，创 新 工 艺 工 法 ，加 快 突 破

“卡脖子”技术，推动了中国建造、中国制造能力水平的

进一步提升。

放眼长远，重大工程将有力支撑国家战略实施和各

地发展。沪宁沿江高铁开通后，长三角地区沟通往来将

更加紧密；引汉济渭调水工程通水后，将润泽秦川大地、

惠及上千万居民；兰州机场扩建后，将使新丝绸之路的

“空中走廊”基础更牢……一些重大工程之所以被称作

“世纪工程”，正因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能为一些区域

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带来利好。

展望未来，我国新型城镇化还有较大增长空间，人

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相比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中

西部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等地基础设施建设还有

不少短板。这也意味着，还有不少重大工程等待我们

去实施、去完成。瞄准短板弱项，科学长远谋划，重大

工程建设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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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宁波，野马电池公司生产车间，自动

化生产线一刻不停地“吐出”一只只电池。紧

接着，智能机器人将打包成盘的电池搬运至

指定区域、码放整齐，再将空盘放回生产线，

每道流程紧密衔接、井然有序。

2017 年研发出“近无人化高速电池生产

线”，2018 年建成年产 2 亿只碱性锌锰电池数

字化车间，2021 年 5G 智慧工厂一期项目通过

验收……近年来，野马电池积极实施数字化

改造，碱性电池生产线效率提高 20%，交货周

期从 45 天缩短到 30 天。

大信家具自主开发云设计平台，让用户

一键生成三维户型图，实现家具个性化定制；

杰克缝机自建数字化服装工厂，搬运传输、剪

裁缝制都能交由智能设备“一手包办”……近

年来，造纸、皮革、食品装备等行业广泛应用

信息技术研发设计，家具、家电、日化等行业

重点企业全面实施柔性制造、智能化生产。

数据显示，2022 年，轻工企业入选国家智能制

造试点示范工厂 15 家，入选智能制造优秀场

景 35 家。

“目前，全国轻工业企业智能化生产比例

达 12.2%，平台化设计比例达 16.3%，分别高于

制 造 业 平 均 水 平 5.6 和 5.7 个 百 分 点 ，数 字

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 77%。”中国轻工

业联合会会长张崇和告诉记者，近年来，通过

树立数字技术标杆榜样，大力推进智能工厂

建设，轻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所加快，“同

时也要看到，未来发展仍有较大空间，需要多

措并举、持续发力。”

“轻工业行业中，不少中小企业还面临

‘资金不足、人才匮乏、技术欠缺’等问题，需

要进一步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推动生

产管理变革。”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信息化推

进处处长李玮告诉记者，在江西景德镇，卡奥

斯与当地合作搭建陶瓷产业数字化平台，已

吸引上万家产业服务商、300 余位陶瓷大师、

3000 余家陶瓷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入驻，“未来

应更好发挥工业互联网平台作用，打破中小

企业转型困境。”

前不久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发布的《2023
轻工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报告》显示，总体看，

目前我国轻工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水平较

高，在全国工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各

行业生产流程、装备不同，数字化转型难易

程 度 不 一 致 ，转 型 进 度 存 在 差 异 ，食 品 、家

电、日化等行业设备智能水平较高，转型较

快，照明、五金、文教等行业对产品个性化要

求较高，不易形成统一的生产流程，行业数

字化转型难度较大。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商务部等联合印发的《轻工业稳增长工作

方案（2023—2024 年）》提出，推动重点轻工行

业数字化改造，建设一批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和优秀场景，培育若干 5G 工厂。张崇和表

示，下一步将研究提出轻工业数字化转型方

案，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

向国家重大需求，建立重点消费品追溯标准，

设立工业互联网节点，遴选先进数字化解决

方案，树立数字化转型标杆，培育数字化人

才，推动轻工业数字化发展步入新阶段。

智能化生产比例达 12.2%，高于制造业平均水平 5.6 个百分点

轻工业数字化转型加快
本报记者 韩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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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实施和部署一
批重大工程，既有利于
当前稳增长、稳投资、
稳就业，又有利于提高
基础设施水平、惠及各
地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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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新能源装机占比超 1/3

本报电 日前，陕西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 3000 万千瓦

大关，达到 3054 万千瓦，占陕西电网总装机容量的 34%，创

历史新高。陕西省地处西北腹地，风能、太阳能资源丰富，

2023 年，陕西新能源进入大规模高质量跃升发展新阶段，

风电发电量同比增长 23.75%、光伏发电量同比增长 9%。结

合陕西新能源并网容量持续增长，当地电力部门持续加宽

电网输送通道，深挖网内调峰能力，推进市场化交易等方

式，保障新能源有序开发、及时并网、高效利用。据悉，2023
年陕西并网新能源预计达到 4300 万千瓦，到“十四五”末预

计达到 5950 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的 50%。

（原韬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