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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人类朋友：
你们好！
我是朱鹮，见字如面，念念为安。
你们常常寄来关切的信，问及我的家庭情

况、生活状况等，我甚是感激。
我是一种鸟类，腿长嘴尖，一袭嫩白，柔若

无骨，展翅腾空，宛若掠过天边的云霞。我的脸
是红色的，因此而得名“朱鹮”，老百姓又称我为

“红鹤”，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朱鹭也是我。我们
诞生于大约6000万年前，今天，能见到我们已不
是什么难事，然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曾让
我们繁衍生息的环境遭到破坏，我们一度销声
匿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科学院朱鹮野外考察队
在3年多的时间里，走遍大江南北，寻找我们的身
影。1981年5月，考察队队长刘荫增在近乎绝望
的情况下，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的山林里发现了
我的7位兄弟姐妹。此消息十分振奋人心，后来，
经过精心保护和悉心呵护，我们的家族出现了物
种复苏的吉兆，我们的家人越来越多了。

刘荫增队长当时在洋县发现的是我们在野外
仅剩的 7 只，其中 3 只是嗷嗷待哺的小鸟。“华
华”是当时的3只雏鸟之一，那一天，爸爸妈妈离
巢觅食，哥哥姐姐出巢锻炼，“华华”百无聊赖，
索性也试着飞向广阔天地，不料跌落在地，因此
与刘荫增队长“偶遇”。

经过20余年的就地保护，到21世纪初，我们
的数量已经慢慢恢复。此时，有一个问题必须科
学面对。如果我们始终“偏居一隅”，一旦突发疾
病或自然灾害，后果将不堪设想。

所以，为了让我们的种群对环境的适应力更
强，减少环境变化对我们生存产生的风险，陕西
开始分步骤把秦岭南麓的我们向秦岭北麓以及中
国多地扩散。

2007年，在你们人类的帮助下，我们实现了
异地重建野外种群，26只小伙伴被放飞在陕西省
安康市宁陕县的野外。次年，有的小伙伴晋升为
父母，标志着我们迈出重返家园的第一步。

我们自己也在为回归大自然时刻准备着。
犹记得2008年的冬天，天气很冷，积雪造成

楼观台的大网笼发生局部坍塌，4只“英雄”伙伴

勇敢地冲向蓝天，在渭河支流的黑河湿地扎下
了根。

2013年，我们的32只小伙伴从洋县出发，一
路北上，来到位于黄土高原、渭河支流的沮河湿
地，成为第一批野放在黄河流域的幸运鸟，这是
濒危动物保护史的又一座里程碑。幸运的是，10
年来，共有202只“铜川籍”鹮宝出生，其中，今
年的18个家庭孵出的39只小鹮宝振翅飞出。

我必须夸赞自家的好儿女。“虎父无犬子”是
我家庭的写照。小鹮宝出生后，父母的育雏时长
在40到45天之内。如果小鹮宝不思进取，或因不
眼观六路而从巢里掉落，或吃饭时挑肥拣瘦而挨
饿，或飞行时力气不济而掉队，父母不会为它花
费更多精力。小鹮宝长到2个月龄后，基本就能够
自食其力了。

我们除了吃泥鳅，也吃二化螟等水田的害
虫。尤其在冬季，我们还会翻稻田埂，吃害虫。
所以我们在你们眼中是纯纯的益鸟、吉祥之鸟，
我们终身一夫一妻，你们结婚的时候也经常用我
们的图案来寓意喜庆吉祥。

我们和你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也一样会生
病。感冒、肠胃病等疾病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
烦。很庆幸的是，当我们在生病或受到外界伤害
时，你们没有弃我们于不顾，而是积极救治我
们。特别要感谢洋县的白衣天使，他们会在我们
需要的时候，给我们喂药、静脉输液、拍CT，甚
至做手术，让我们早日康复。

砥砺前飞的我们，可能是全东亚最大的“置
业者”。截至2022年底，我们不仅在陕西省内的宝
鸡、铜川、安康等9个地点安家落户，还重返浙
江、四川、北京、上海、河北、广东等老家筑巢。

今天，群山环抱、绿水绕行的洋县八里关镇
姚家沟村，宛若世外桃源。不经意间就会有一抹
淡红自天空掠过，掩映在青山绿水中的一抹灵动
的红，便是我们啦。

在保护我们过程中，洋县探索出一条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洋县为保护我们，涵养
出了优越的自然环境，为发展有机产业创造了良
好条件，我们也成了给当地百姓带来致富希望的

“吉祥鸟”。
至于我是否属于候鸟，说来话长。
长着大长腿、大长嘴，作为松鹤延年美好画

面之原型的我，原本不全是留鸟。我们有留鸟型
和候鸟型两个类型。过去，西伯利亚、中国东北
三省都是我们的根据地。冬天我们会到南方越
冬，春季又会返回那里进行繁殖。由于秦岭南麓
气候湿润、农业机械化程度相对较低、有冬水
田、1月份平均气温在0℃以上等综合因素，我们
不必迁徙。

这些年，关于我们的好消息越来越多了。继
我们的30只小伙伴于2022年10月在黄河入海口安
家后，今年10月，40只小伙伴前往黄土高原北部
的延安和榆林定居。知道了我们一路向北的“壮
举”，刘荫增写道：“朱鹮再次北上，逐步恢复朱
鹮的迁徙习性，培养朱鹮在寒冷地区的适生能
力，为北方地区朱鹮再引入寻找途径、积累经
验，标志着我国重建朱鹮种群进入新的阶段。”

你们有句俗话：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按照你
们的习惯来说的话，刘荫增就是我们的知己，我
们都特别喜欢他，更特别感谢他。40多年前，刘
荫增踏破铁鞋来到洋县寻找我们。此后，他在这
里夜以继日地开展保护我们的工作。退休后，为
了能够时常与我们相伴，刘荫增更是从北京直接
移居到了洋县。

现在，我们在中国大江南北、沿着大河上下
展翅腾飞，相信总有一天，我们沉睡的迁徙习性
会苏醒，会飞向更远的世界，为我们的故事续写
新的篇章。

我期待着我们在长城脚下和黄河三角洲等地
繁衍出更多子子孙孙，生生不息，继续书写“东
方宝石”的佳话。

根据你们人类的最新统计，我们在全球的种
群数量已达1.1万只，突破1万只大关，受危等级
由极危调整为濒危，栖息地由最初发现时的中国
陕西洋县姚家沟逐步向东亚历史分布地恢复，种
群数量和栖息地面积双增长，这是一个举世瞩目
的生态奇迹。而我们，很荣幸成为这一奇迹中的
主角。

从孤羽7只到万鸟竞翔，比1万这个数字更值
得高兴的，是你们和我们和谐相处，共享同一个
美丽地球。

再次感谢你们的爱和暖！
朱鹮

2023年冬
下图：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沮河流域刺槐林

中的野放朱鹮。 石铜钢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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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塘安澜”工程是浙江省宁波市
实施的重点项目之一，旨在保护和修
复海岸带生态，提高防洪御潮能力。
近年来，宁波市镇海区以推进“海塘
安澜”工程为抓手，协同推进海洋生
物多样性保护、工业园区“污水零直排
区”建设等，不断探索绿色发展路径，
打造了一条沿海生态带。在这条生态
带上，活跃着各种鱼蟹鸟类，其中包
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嘴鸥等珍稀鸟
类，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图为宁波
市镇海区十里海堤一角。

王振才摄影报道

山海入画卷
海塘护安澜

作为支撑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
重要电能输送通道——“西电东送”
北、中、南三路通道，将源源不断的清
洁电能从西部输送至广大的东部地区，
不仅把西部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而且对中国合理配置资源、优化能
源结构、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
重要贡献。

在“西电东送”三路通道中，南通
道从云贵高原横穿广西腹地，跨崇山峻
岭，抵达广东腹地及沿海，最长线路近
2000公里之遥，将绿电传送至粤港澳大
湾区电力负荷中心，助力大湾区经济社
会高质量绿色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

清洁能源超80%

时间回溯至 1993 年 8 月 3 日，当
天，鲁布革—天生桥 220 千伏交流输变
电工程顺利投产，云南开始向广东输送
季节性电能，标志着“西电东送”南通
道工程正式迈出第一步。

云南和贵州开始向广东送电，是一
代又一代电网人艰苦卓绝、攻关创新的
成果，让“西电东送”工程成功突破科
技难题，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中。作为“西电东送”南通道重点工程的

建设和运维主体，南方电网超高压输电
公司持续开展科研攻关，在输电技术上
不断取得新突破，打造出一批重点工
程：实现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在世界上
正式商业应用的云广特高压直流输电示
范工程，建成中国首个超高压、长距
离、大容量的海南联网工程，解决线路
穿越重冰区导线选型难题的溪洛渡右岸
电站送电广东直流工程，重点攻克高海
拔、高地震烈度叠加世界性技术难题的
滇西北直流工程，从自主设计到自主调
试全过程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云贵互联
直流工程，顺利推进世界首个特高压柔
性直流工程——昆柳龙直流工程……

30年来，从煤炭、水能资源丰富的云
南、贵州，到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一条
条高压输电线、一座座高压输电塔，连
结了西部与东部地区的电能资源，也打

通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南方电网“西电东送”系列重点工

程陆续投产，不仅使送电容量和清洁能
源占比持续扩大，还有效促进粤港澳大
湾区节能减排和大气污染防治。

据了解，截至 2023 年 11 月底，南
方电网“西电东送”累计送电突破 3.1 万
亿千瓦时，其中向广东、广西送电分别
达 2.73 万亿千瓦时和 0.36 万亿千瓦时，
约占两省区全社会用电总量的 25%和
13%，水电等清洁能源超 80%，相当于
减少广东、广西标煤消耗超 7.1 亿吨，
减排二氧化碳约19亿吨。

目前，南方电网超高压输电公司运
行管理着南方电网“八交十直”西电东送
大通道，以及全网唯一的双回 500 千伏
交流海南联网系统，送电能力约5320万
千瓦。其中，近三年南方电网向广东、广
西年售电量稳定在2000亿千瓦时左右。

突破科技难题

一个个输电工程的落成，为“西电
东送”打下坚实基础，但电能远距离输
送始终是个世界级难题。

本世纪初，伴随着中国“西电东
送”工程逐步发展，南方电网陆续建成

投产天广直流、高肇直流等一批±500
千伏超高压直流工程。随着澜沧江、金
沙江等水电站陆续开发，近4000万千瓦
水电需要远距离、高效率、低损耗送到
珠三角负荷中心，但当时的±500 千伏
超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已不能满足大规模
清洁电力输送要求。

“在此背景下，契合新发展需要的
新型输电技术亟待研究，特高压直流输
电技术也应运而生。通过特高压直流输
电技术进行远距离、大规模电力输送，

‘西电东送’先后增添了不少工程。”南
方电网超高压输电公司创新部副总经理
夏谷林介绍，2006年开工建设云南送广
东的±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示范工
程，2010年正式投运。这是世界上第一
个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标志着中国进
入特高压直流输电时代。

光实现技术突破远远不够，还要实
现国际领先，为此，中国一系列柔性直
流技术取得突破。其中，2020年底正式
投产送电的昆柳龙直流工程在国际上率
先攻克±800 千伏特高压混合多端柔性
直流输电关键技术，创造 19 项世界第
一，实现理论突破、技术创新、装备创
新，引领直流输电技术迈入特高压柔性
直流新领域。

除此之外，南方电网超高压输电公
司近些年还大力推进关键核心设备的研
制，并将这些科技创新最新成果武装到

“西电东送”重点工程中：2021 年 6
月，中国首支 800 千伏柔直穿墙套管投
入运行，相较同类进口设备性能更优；
2022 年 11 月，首台采用国产有载分接
开关的换流变压器投运，有效化解了换
流变压器有载分接开关“卡脖子”难
题；2023年11月，首台国产±800千伏
直流高速开关投运，填补了中国直流高
速开关设备系列产业链空白。

随着“西电东送”工程的持续推
进，清洁能源的使用度扩大，以云南为
例，30 年来，通过促进能源清洁转型，
实现清洁电力大规模、跨区域消纳，推
动东部地区电力清洁低碳转型，优化电
力结构，云南“西电东送”电量超过
1.5 万亿千瓦时，为东部地区减少标煤
消耗约 4.5亿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12 亿
吨。

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西电东送”工程“建得起、接得下、
管得好”，离不开电网人对科技创新的
不懈追求与企业深厚的科研技术积淀。

近年来，作为肩负优化电力资源配
置、促进东西部协调发展重任的国家重
大战略部署，“西电东送”工程在延续
历史责任的基础上，被赋予了新的使
命，成为能源低碳转型的中坚力量。

中国明确提出深入推进能源革命、
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中国
从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不断迈进，在此
要求下，南方电网超高压输电公司围绕

“西电东送”主网架在新型电力系统建
设中的“四个平台”定位，深化“西电
东送”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中清洁能源
优化配置的枢纽平台作用、电网安全托
底的保障平台作用、建设数字电网的示
范平台作用、引领输电技术创新的核心
平台作用，确保主通道安全和电力可靠
供应。

“我们将着眼于南方五省区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全力推动引入全国大型清
洁能源基地电力送往南方区域，推动更
大范围、更大规模跨省份跨区域项目实
施，实现电力资源更大范围共享互济和
优化配置，助力打造清洁能源消纳比重
最高的世界级湾区电网，为构建新型能
源体系添砖加瓦，支撑和服务‘双碳’目
标实现。”南方电网超高压输电公司党
委书记赵建宁表示。

题图：溪洛渡右岸电站送电广东±
500千伏同塔双回直流输电工程线路。

毛 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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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至广东±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示范工程楚雄换流站直流场设备。
杨 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