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是世界上鸟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国

家 之 一 ，也 是 全 球 候 鸟 跨 境 迁 徙 的 重 要 通

道 ，全 球 九 大 候 鸟 迁 飞 通 道 中 有 4 条 途 经

我国。

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系统，35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长度超过 226 万公里。

如何在保障电力供应的同时，让鸟类在输电

铁塔等地安全栖居、繁衍生息，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记者进行了采访。

加速、俯冲，一只猛禽的利爪捕捉到猎

物。进食结束，盘旋一番，它落在了一处输电

铁塔上，110 千伏高压线穿过铁塔。塔顶一

角，由藤条编织而成的人工鸟巢，便是这只猛

禽的“家”。

这里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

尔 盖 县 。 在 这 个 平 均 海 拔 约 3500 米 的 地

区，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阿坝供电公司工作

人员，为猎隼、黑鸢等猛禽筑起了一个个人

工鸟巢。它们孵化、喂食、抚育幼鸟等行为，

也 被 高 清 摄 像 头 记 录 下 来 ，回 传 到 供 电 公

司 ，为 加 强 对 鸟 类 的 保 护 提 供 大 量 第 一 手

信息。

“若尔盖湿地水草丰美，有 200 多种鸟类

在这里生活。过去，它们经常衔来铁丝、牛毛

等材料，在输电铁塔上筑巢，涉鸟故障已成为

除雷击和外力破坏外，引发线路跳闸的第三

位原因。”阿坝供电公司数字化工作部主任刘

勇介绍。

草原缺乏高大树木，输电铁塔成为许多

鸟类筑巢的首选。过去，当地常在塔中设置

防 鸟 驱 鸟 装 置 ，避 免 鸟 类 停 留 ，但 效 果 不

佳。电力工作者琢磨，“堵”不如“疏”，能不

能搭建人工鸟巢，引导鸟类在安全位置筑巢

和活动？

去年 4 月，阿坝供电公司在 110 千伏若真

线，安装了 32 个人工鸟巢、14 套高清视频装

置，针对大型鸟类在杆塔顶部活动时，会触碰

裸露带电导线的问题，还对杆塔本体做了局

部绝缘化处理。

“我们造的人工鸟巢舒适宽敞，安装位置

也 有 讲 究 ，通 常 布 置 在 线 路 杆 塔 非 带 电 区

段，引导鸟类在安全范围活动，确保鸟类与电

网都安全。”刘勇说。

在青海可可西里，电力工作人员对人工

鸟巢的筑造材料不断升级换代。“刚开始，我

们在竹筐里铺稻草做鸟巢，但可可西里地区

风沙大，稻草容易被刮飞，竹筐也容易风化破

损。”国网青海电力检修公司电力天路运维班

班长田龙介绍。

田龙说：“后来，我们试着把稻草换成椰

棕垫，把竹条改为柳条，用细铁丝牢牢绑扎在

一起；再往后，又将编织材料升级为藤条，并

提前用防腐药水浸泡，进一步增强鸟巢的耐

用性。”

国家电网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2016 年

起，国家电网推出“生命鸟巢”公益项目，研

究掌握高原草原地区输电线路周围珍稀猛

禽的习性，研制适合不同区域猛禽的人工鸟

巢，并为每个鸟巢标注“门牌号”，方便监测

管理。

目前，国网“生命鸟巢”项目已推广至内

蒙古、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 6 个省

份的高原草原地区，累计安装人工鸟巢超过

5200 个，孵化幼鸟近 4000 只，有效保护了我

国高原草原生态环境。

条条银线，绵延千里。输电线路距离长、

杆塔位置分散，很多分布在交通不便地区。

如何提升防护效率和精准度？江苏等地利用

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构建起筑巢点预测模型，

发挥了显著作用。

江苏盐城条子泥湿地，一些候鸟已告别

这里的大片红蒿子，继续南迁，留下越冬的鸟

儿，享用着沙蚕、小虾、贝类等丰富食物。这

里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的关键

节点。每年 11 月至次年 6 月，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等大批鸟类，会在此

停留或越冬。

国 网 盐 城 供 电 公 司 输 电 运 检 中 心 ，大

屏 幕 上 ，传 来 了 90 多 公 里 外 、条 子 泥 湿 地

附 近 一 座 输 电 铁 塔 的 实 时 画 面 ：一 对 拥 有

白色羽毛、火红长腿的东方白鹳，正忙着筑

造新巢。

“这是电网生物多样性监测系统，摄像头

每发现一处鸟巢，都会自动调用无人机前去

巡视并拍下影像，工作人员确定有东方白鹳

等珍稀鸟类活动的迹象，会立刻前往现场安

装防护设备，不仅提升了防护有效性，也降低

了巡护成本。”国网盐城供电公司科技数字化

部工作人员宋彦秋说。

国网盐城供电公司还与地方湿地管理部

门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利用电力大数据和鸟

类观察记录，构建针对东方白鹳等鸟类筑巢

点的预测模型，综合分析铁塔位置、高度、历

史筑巢情况等，研判其可能筑巢的铁塔位置，

并提前进行专项防护。

宋彦秋介绍，凭借电网生物多样性监测

系统，线路护鸟装置的利用率提升了约 20%，

综合运维成本降低超过 500 万元，实现了对

鸟类“看见而不打扰、守护而不干预”。

在安徽，电网工作者开展鸟类仿生光发

射 科 技 项 目 ，利 用 可 视 化 微 拍 设 备 识 别 鸟

类、发射生态光束，对鸟类飞行路径进行无

伤害性引导；在山东，研制出新型复合绝缘

防鸟罩，让电网涉鸟故障率大幅降低……科

技手段的不断运用，让电网护线爱鸟行动取

得更多实效。

2021 年以来，在天津、江苏、安徽、江西、

山东等 18 个省份的 23 个项目点，国家电网开

展“候鸟生命线”项目，推动多方联动、技术创

新、巡护救助等，已累计救助各级保护鸟类超

1.3 万只。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至 2023 年，

国家电网输电线路铁塔上的鸟巢里，孕育了

580 多只东方白鹳幼鸟。

在护线爱鸟行动中，电网工作人员不仅

安装人工鸟巢、绝缘防鸟罩等装置，还通过助

力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变防鸟驱鸟为招鸟引

鸟，让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浙江象山韭山列岛的中铁墩屿，中华凤

头燕鸥研究基地坐落于此。白衣胜雪、冠羽

似墨的中华凤头燕鸥，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列为极度濒危物种。

“趁着鸟儿们南飞过冬的空档，我们对岛

上的观鸟设备和用电线路等进行维护，减少

海风侵蚀等造成的影响。”国网宁波供电公司

象山海岛义工大队队员江炳杰登岛后，直奔

净零碳观鸟屋。

屋顶由光伏瓦搭建而成，提供“绿电”；外

墙与周边植被融为一体，可抗 14 级台风；屋

旁配置移动储能装置，提供应急电源……去

年，净零碳观鸟屋在中铁墩屿建成，替代了传

统的木质观鸟屋。

“新的观鸟屋不仅可以提供照明，还能为

观测设备供电，条件好了很多。”护鸟志愿者

韩臻说。

中铁墩屿位置偏远，岛上难以架设供电

线路，曾经主要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柴油

发电机供电噪声大、污染重，会惊扰鸟儿栖息

繁殖，观测设备也没有电力保障。

2022 年，国家电网“绿电方舟”公益项目

在浙江落地，通过与相关机构合作，建设绿色

电力供应系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工作

提供可靠的清洁电能。

“我们和鸟类保护专家一同登岛勘测，

选址建设了零碳智慧微电网，在没有光照的

极端天气下，也可供岛上电气设备正常运转

7 天。”江炳杰说。眼下，他们正规划实施 10
千 伏 联 网 工 程 ，通 过 海 底 电 缆 连 接 陆 地 网

架 ，避 免 架 空 线 路 与 候 鸟 活 动 路 径 产 生

矛盾。

如 今 ，越 来 越 多 的 电 网 工 作 者 积 极 投

身爱鸟护鸟志愿活动。“这是一份沉甸甸的

责 任 。”在 安 徽 池 州 ，国 网 池 州 供 电 公 司 员

工汪湜和同事们一起成立了“汪湜护线爱鸟

创新工作站”，为珍稀鸟类建造爱心小屋，开

展伤病鸟类救护、鸟巢监护等。结合多年观

鸟经历，他们还联合相关组织开展鸟类保护

和电力安全科普活动，让珍爱自然的种子在

更多人心中生根发芽。

“我们将继续推进国网‘生命鸟巢’‘候

鸟生命线’‘绿电方舟’等公益项目，协同推

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助力加快建设

美丽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我国多地在输电铁塔上安装大量人工鸟巢，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

为鸟类安家 保电网安全
本报记者 丁怡婷 姚雪青 刘军国 游 仪

改善当地生态，变防
鸟驱鸟为招鸟引鸟

借助技术手段，提升
鸟类保护和输电线路安
全保障水平

高 大 的 输 电 铁 塔 是 不 少 鸟

类喜爱的筑巢地点，但鸟儿在输

电铁塔上筑巢，容易引发线路跳

闸，也威胁其自身安全。怎样解

决 这 一 难 题 ？ 电 网 工 作 人 员 不

断探索，化“堵”为“疏”，在线路

杆塔非带电区段搭建人工鸟巢，

还 采 取 了 对 杆 塔 进 行 局 部 绝 缘

化处理等有效举措。如今，这样

的 做 法 在 多 个 省 份 广 泛 推 行 。

输电铁塔上，鸟儿们在一个个爱

心筑成的鸟巢里“安家落户”，成

为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一 道 道

美丽风景。

近 年 来 ，随 着 生 态 文 明 理

念 日 益 深 入 人 心 ，人 们 对 自 然

的 态 度 发 生 深 刻 转 变 。 人 与 自

然 是 一 种 共 生 关 系 ，对 自 然 的

伤 害 最 终 会 伤 及 人 类 自 身 ，对

自 然 的 尊 重 、顺 应 和 保 护 则 会

让 人 类 受 益 无 穷 。 电 网 工 作 人

员 由 防 鸟 驱 鸟 变 为 筑 巢 引 鸟 、

护 线 爱 鸟 ，正 是 这 种 转 变 的 一

个生动缩影。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

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生态文明

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根本大计，开展一系列开创性

工作，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

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

性变化。从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取得显著成效，到中国海洋塑

料废弃物治理新模式“蓝色循环”

等荣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

中国经验、中国智慧赢得全世界

赞誉。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

国式现代化，对自然生态的尊重与敬畏之心不可或缺。以

往，一些地区的人们盲目“向沙漠进军”，围湖造田，填海造

地……结果不但没有征服自然界，反而破坏了生态环境，导

致生态系统失衡。如今，人们高度重视自然生态保护，像保

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而且在保护修复生态环境时，注重遵循自然规律，注重利用

大自然自身的力量，综合运用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两种手

段，因地因时制宜、分区分类施策。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

负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生态系统日益恢复生

机活力。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同步推进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是必由之路。既不在发展经济

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竭泽而渔，也不在保护生态环境的

过程中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而是坚持走绿水青山

和金山银山双赢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新时代以来，我国

以年均 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超过 6%的经济增

长，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和清洁发电体系，煤炭占

能 源 消 费 比 重 下 降 至 56.2%，清 洁 能 源 消 费 比 重 增 长 到

25.9%，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已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协同

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绿色日益成为高质

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锚定目标、锲而不舍，蓝天白云重新展现，城乡环境

更加宜居，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同时也要看到，我国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结 构 性 、根 源 性 、趋 势 性 压 力 尚 未 根 本 缓

解，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同人民群众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期 盼 以 及 建 设 美 丽 中 国 的 目 标 相 比 还 有

差距。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之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系统部署了 2024 年经济工作，

明确要求“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党

中央、国务院近期将对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作出系统

部署。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牢固树立和

践 行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的 理 念 ，尊 重 自 然 、顺 应 自

然、保护自然，我们将以一个个动人中国故事描绘美丽中

国新画卷，以一项项扎实有力行动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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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水车间，河水

“哗哗”地流到“九宫

格”般排列的大沉淀

池。顺着水流方向来

到最后一个净水间，

只见水已经变得很清

澈 。“ 中 水 来 到 水 厂

后，经过混合、絮凝、

煤 砂 过 滤 等 处 理 工

艺，达到工业用水标

准，成为用途更广的

水资源。”山东省聊城

市冠县工业用水厂副

总经理肖胜儒说。

冠 县 工 业 用 水

厂 自 2021 年 开 始 建

设，设计日处理规模

为 7 万 立 方 米 ，主 要

服 务 冠 县 经 济 开 发

区各生产企业。

“原 来 我 们 一 直

用地下水，现在全部使用工业用水厂的水，不

仅生态环保，成本还低，每立方米比地下井水

便宜 2 元多，每年可为公司节约 40 多万元。”

冠县坤昇环保有限公司负责人李腾说。

冠县经济开发区多措并举推进中水使

用，多次召开中水使用推广现场会，拿出 500
万元用于改造奖补，鼓励企业进行工业用水

设备改造。目前，使用工业用水的企业已有

85 家，整个园区每年可节约生产成本 2000 多

万元。

举办节水知识讲座，开展节水主题活动，

评选节水生产标兵……冠县经济开发区营造

节水、惜水、爱水浓厚氛围，引导企业通过水

源置换、节约用水，提高再生水的循环利用水

平，有效保护生态环境。

“我们将全力以赴抓好工业用水推广使

用，坚持不懈引导企业、群众增强节水意识，

助力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提升水安全保障

水平。”冠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闫海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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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近年来引进投资 12.7 亿元，将 4710
亩尾矿库开发成光伏发电厂。“我们盘活存量土地，优化电力

供应结构和清洁能源占比，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让昔日的

尾矿库变成了聚宝盆，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分宜县生态环境局局长彭财清说。

光伏发电厂年输电量约 2.1 亿千瓦时，年产值达 2.28 亿

元，年节约标准煤 7.14 万吨，促进当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过来吃点蜂蜜吧！”家住分宜电厂旁的村民任凤牙，从一

窝野蜜蜂的巢中割了一大桶蜂蜜，招呼大家来品尝。如今这

里的电厂灰库被关闭，植树种草，美化环境，蜜蜂又飞回来筑

巢了。

光伏发电厂还提供了组件清洗等就业岗位，助力当地群

众增收。据统计，3 家光伏发电厂每年支付劳务费达 300 多万

元，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

尾矿库变成聚宝盆
本报记者 朱 磊

本版责编：董丝雨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是全国首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

新基地，该县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不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推动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图为水清岸绿的泗洪县石集乡瓦房村，美丽乡村景色宜人。

陈 玉摄（人民视觉）

美丽乡村 景色宜人

国家电网工作人员在输电铁塔上的安全区域安装人工鸟巢。

国家电网公司供图

筑造人工鸟巢，引导
鸟类在安全区域繁衍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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