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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枣庄供电开展
党建联盟竞赛

本报讯 近日， 随着国网山东枣庄
供电公司运检部党支部和变电运维中
心党支部、建设部党支部、项目管理中
心党支部等结成帮扶对子并郑重上台
签字，标志着该公司党建联盟竞赛活动
正式启动。

据了解， 竞赛包括政治理论联学、
过硬支部联创、党员队伍联建、实践活
动联办、业务管理联带五方面内容，采
取“一对一”“一对二”的方式，推动该
公司所属 82 个基层党支部联手深化
“党建+”实践活动，形成互学、互比、互
促的浓厚氛围。 （鞠同心）

武威供电开展
职工技能竞赛

本报讯 国网甘肃武威供电公司近
日组织开展了第三届职工技能运动会优
质服务技能竞赛活动。

竞赛采取积分制，共分四个环节进
行： 理论知识考业务储备；“我是谁，为
了谁，依靠谁”主题演讲比赛谈优质服
务感想；视频纠错对比日常工作看服务
细节；情景剧模拟与客户互动，旨在全
方位、多维度考察竞赛选手的综合业务
能力及优质服务水平。 该公司要求营销
专业职工通过竞赛查找短板、 认识不
足，在以后的工作中改进提升、持续发
力；永葆初心、牢记使命，将真、善、美体
现到优质服务的方方面面，用心用情用
力坚持做好优质服务工作。 （赵薇 王霞）

滕州供电中心举办
职工创新交流座谈会

本报讯 9 月 18 日， 国网山东滕州
供电中心举办职工创新交流座谈会，进
一步整合青年员工创新力量， 推动中心
创新工作全面开展。

在座谈会中，“齐鲁工匠” 李强针对
什么是创新、怎样去创新等课题，联系自
己的创新发明经历， 与广大青年员工进
行了交流……本次座谈会前期共收集
来自中心青年员工提出的创新问题
40 余条 ，在会上 ，中心青年员工针对
收集的创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
交流， 并精选 10 条进行揭榜组队，摆
擂 PK，明确创新项目开展的时间节点，
确保创新工作再结硕果。 （徐同超）

思茅供电“四个一”
打造技能人才培养平台

本报讯 南网云南普洱思茅供电局
日前透露， 为推动人才工作各项部署落
地见效，该局以“四个一”打造技能人才
培养平台。

主要包括：坚持一个底线，抓紧抓
牢教育“牛鼻子”；突出一个重点，分步
有序推进人才培养； 整合一切力量，形
成教育培训体系；营造一个氛围，激发
干事创业热情。 通过“四个一”机制，思
茅供电局技术技能专家逐年增长，高技
能人才占比逐年上升，技能人员整体素
质逐步提高，初步形成与改革发展相适
应的技能人才梯队。 （朱云霞）

临漳供电丰富
供电所评价体系

本报讯 为深入开展供电所负责人
评价工作， 国网河北临漳县供电公司
近日将省公司“8+7”指标完全纳入供
电所负责人评价考核体系， 助力公司
提质增效。

据了解，该公司将供电所提质增效
的“8 个效益指标+7 个效率指标”进行
了细化分解，融入供电所负责人评价体
系，对综合评价、业绩管理、队伍素质、
个人测评四个维度的 25 项月度管控指
标进行了修订。 同时，建立月度考核与
供电所负责人年终考核结果挂钩机制，
使得供电所长主动及时掌握指标完成
情况及在省市公司的位次，通过日常的
过程管控来达到年终供电所整体排名
至少提升 10%的目标。 （姜聪聪 张爱峰）

滦平县供电开展
物资集约化管理

本报讯 9 月 22 日，国网冀北电力
滦平县供电公司利用跨工厂调拨功
能，调拨 10 千伏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
备，共价值 14.5 万元设备至平泉公司，
不仅助力优化承德地区小微企业营商
环境， 还顺利完成库存物资区县调拨
业务，为实现库存“零积压”目标奠定
了基础。

据了解，为持续有效降低库存物资，
该公司结合本单位实际， 进一步深化物
资集约化管理， 在开展库存资源集中处
置和盘活利库工作中， 完善库存资源调
配相关制度。 下一步，该公司将总结库存
资源利用经验， 建立库存资源调配和高
效利用常态机制，实现跨项目、跨县、跨
省资源调拨。 （刘鹏 魏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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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行业全方位推进“北斗”应用
国网加快构建电力北斗精准时空服务网

■本报记者 王旭辉

企企业业建建设设

近日，我国海拔最高的电力北斗基准
站在海拔 4200 米的西藏那曲 110 千伏变
电站建成投运；浙江杭州 220 千伏方圆变
电站、110 千伏新街变电站等 6 座变电站
电力北斗地基增强系统设计施工方案通
过评审……记者从国网信通产业集团获
悉，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的部署下，该集
团加快构建电力北斗精准时空服务网，电
力北斗基准站在全国 26 个省（市、区）正
如火如荼地建设中。

“电网安全生产和业务管理与时间、
空间息息相关。 ”国网信通产业集团副总
经理孙德栋此前指出，通过建设电力北斗
基准站，形成覆盖广泛的电力北斗精准时
空服务网，可为无人机自主巡检、变电站
机器人巡检等提供高精度的位置服务，为
电力设备状态分析、电力调度中的时间同
步提供授时授频服务。

应用前景广阔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
独立运行的的卫星导航系统，是为全球用户
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
授时服务的国家重要时空基础设施， 建设
电力北斗地基增强系统是国网 “数字新基
建”十大重点任务之一，也是该公司推进北
斗在电力行业全方位应用的具体体现。

根据国网相关部署， 该公司今年将初
步搭建布局科学、分布广泛、能力强劲、自
主可控的电力北斗精准时空服务网，为电
力客户提供米级、分米级、厘米级实时定
位，毫米级事后定位和纳秒级授时服务。

其中，米级定位应用主要包括电网生
产和公务车辆管理、 电网资产定位等场
景；分米级和厘米级定位主要应用在输电
线路无人机自主巡检、变电站机器人自主
导航、 作业现场安全监管等业务领域；事
后毫米级定位主要应用在输电线路塔基
沉降和线路走廊地质灾害监测方面。 同
时，在电网调度上，时间同步精度直接影
响着电网设备统一调控，尤其是在新能源
并网方面，纳秒级时间同步可以使并网电
力的相位角差大幅减小，提升输电效益。

例如，西藏日喀则聂拉木 220 千伏输
变电项目施工人员的安全帽就融入北斗
基准定位技术，业主项目部副经理韩振振
介绍，北斗安全头盔可实时定位施工现场
作业人员，了解其行动轨迹，提高基建现
场施工安全管理水平。

标准引领克服“兼容”问题

据了解，国网注重通过标准引领推动
北斗技术与电力业务融合，此前，该公司
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已发布 2 项北
斗国家标准和 2 项行业标准。 “这是北斗
授时和定位技术在电力行业应用的成功
经验总结。 ”国网信通产业集团相关人士
介绍，“后续将结合北斗系统全球组网，全

面推进北斗技术在电网业务深入应用。 ”
上述人士还表示，电力系统对北斗技

术应用的认知有一个过程，而且，电力原
有业务标准与北斗技术标准并不完全匹
配，同时，电网各专业需求相对较零散，具
有需求种类多、数量少的特点，这将影响
北斗技术在电力行业大规模推广应用。为
此，国网信通产业集团将积极争取北斗技
术应用政策支持，加大北斗技术应用推广
力度，同时，推动制定各类电力设备融合
北斗技术的标准，促进在电力一、二次设
备中扩大北斗技术应用。

此外，为做好北斗与地理信息服务业
务， 国网信通产业集团还于 2017 年 8 月
整合内部地理信息、卫星通信、导航等相
关产业优势资源成立了国网思极神往位
置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5G 等新技术赋能电力北斗服务

随着“新基建 ”出台 ，5G、大数据中
心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将加快发展、
落地，这将赋能“电力+北斗”融合发展，
提升电力北斗精准时空服务网在电力运
检、营销服务、基建安全、调度运行等方
面的应用水平， 提升电网运行管理和安
全可靠水平。

如在电力调度领域， 利用北斗技术构
建的的统一时频网能实现全网系统纳秒级
时间同步， 再结合 5G 高可靠、 低时延特
性，可实现电力调度实时可控，支撑电力实
时上网交易。同时，“北斗+5G”组合导航定

位技术可大幅降低北斗高精度定位的启动
时间，提升导航的定位精度和可靠性，能为
电网各类物联终端赋予精准的时空属性，
推动设备管理互联互通和智能化。

此外， 随着含有 5G 基站、 数据中心
站、北斗基准站等设施的“多站融合”项目
加快建设，以及体制机制、政策、商业模式
等不断完善，电力北斗精准时空服务网的
服务对象有望外延至能源以外的行业，提
高其他客户的“获得电力”水平。

“电保姆”服务桑葚之乡产业升级

中卫供电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护航秋收

本报讯 近日，秋收保电工作拉开序
幕，为保障农户秋收顺利，国网宁夏中卫
供电公司开展线上线下服务， 多项举措
保秋收。

该公司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进行安
全用电宣传，解答用户咨询，检修维护用
电设施，排除安全用电隐患；配备充足的
抢修物资，加强值班在岗；供电所员工通
过微信平台线上推广及线下主动上门为
农户下载“网上国网”APP，让农户们用
上及时电，杜绝私拉乱接现象。 （田晓春）

晋城供电当好
农民秋收“电保姆”

本报讯 金秋九月，广大农民迎来第
三个“丰收节”。 国网山西晋城供电公司
将保秋收用电、 促颗粒归仓作为一项政
治任务，在负荷预测、隐患排查、深入宣
传等方面进行周密部署， 为农户检修秋
收用电设施、解决用电难题，全力当好农
户秋收的贴心“电保姆”。

期间， 该公司组织所辖 5 个县供电
公司对辖区秋收用电负荷进行预测，制
定秋收保电方案； 对农村供用电设施开
展隐患排查， 对秋收秋种线路及用电设
施进行重点维护， 及时发现并消除缺陷
隐患。 （王佳宁）

宁城县供电“党建+”
服务秋收安全用电

本报讯 随着秋季到来，辛苦了一年
的农民又将迎来收获的季节。 为更好地
服务“三农”，国家电网蒙东电力（赤峰宁
城） 共产党员服务队近日深入一线开展
秋收保供电各项工作。

期间， 该党员服务队对存在安全隐
患的线路、配电箱进行了认真整改，对不
符合要求的低压保险片进行了更换；为
用电客户发放安全用电宣传手册， 义务
讲解如何合理选择保险片的大小、 严禁
使用铁丝或铜丝代替保险片、 不要用湿
手操作农机具按钮等安全用电知识；帮
助用电客户详细了解配电箱内的控制按
钮、石板闸、漏电保护器等配电设备的正
确使用方法；提醒农户在装卸、运送农作
物时要考虑电力线路的对地距离， 防止
因装卸、 运送农作物的车辆超高而出现
剐蹭线路导致线路短路起火、 导线断落
而造成人身触电事故发生。 （刘铁柱）

新疆电科院
安全知识进乡村

本报讯 “上摩托车一定要佩戴头
盔，不能超载。 ”……近日，国网新疆电科
院党员服务队队员帕尔哈提在策勒县玛
合玛勒村给村民普及安全用电知识。 据
了解， 本次安全知识进乡村活动涵盖国
网新疆电力驻策勒县的 8 个深度贫困村
及 3 个工作队村，直接受益群众近万人。

下一步， 国网新疆电科院将持续深
入开展设备物资、人才、思想、教育、农产
品销售等方面的帮扶工作。 （高翔 张敏）

■通讯员 李海涛

“你们可给我帮了大忙，本以为是线
路问题，没想到是加热管坏了，要是等厂
家师傅来给换， 我这一车间桑黄不知道
要损失多少呢！ ”9 月 20 日，山东省夏津
县尚品园桑产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民握着
夏津县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队员于风青
的手感激地说。

原来，天气渐凉，李民发现恒温的桑黄
车间不能保持正常室温，按照习惯启动机
器，但合闸后没有一点反应，于是就怀疑
线路出了故障， 便打通了于风青的电话。
经过一番检查，才发现配电设施和电压都
没问题，是设备的原因。 通过查看说明书，
最终在于风青的帮助下，修好了设备，车间
恢复如常。

夏津以桑葚、桑茶和桑黄闻名，被称
为“中国桑葚之乡”，特别是桑黄属于真菌
类且可以入药，是国际公认的生物防癌与
治癌领域中有效率的产品，近年来市场价
格水涨船高，因此人工培育桑黄也受到追
捧。尚品园桑产业合作社凭借天时和地利
的天然优势， 从小作坊发展成为有着炒
茶、桑黄培育、桑葚烘干的合作社。

尚品园桑产业合作社是于风青服务的
重要客户， 合作社成立第二年就打算上马
桑黄项目， 一次性增加空调等设备 54 千
瓦，但配变容量小、导线线径细，连同开关
等配电设施都需要扩容。李民犯了难，正当
愁眉不展时，老于带来的一张《增容申请》，
让他转忧为喜。为了让小微企业放心、满意
用电， 夏津县供电公司乡村振兴服务队提
前对合作社所在的前屯村进行了农网改造

升级， 村里由原来一台 125 千伏安变压器
增容为两台 200 千伏安配变，原来 35 平方
毫米的裸铝线也换成了现在的 120 平方毫
米绝缘线， 李民成了电网助力乡村振兴的
受益者。

乡村振兴电力先行，像尚品园这样的
桑产业合作社在前屯村有好几家。桑产业
加工所有环节都离不开电，为保障桑产业
发展，夏津县供电公司在开展常规服务的
基础上，还通过细分客户类别，分门别类
开展专属服务。 该公司一方面在电网现
状、台区布局、电力负荷等方面认真评估
论证用电需求，统筹做好线路改造、台区
增容工作；另一方面，建立微信群，推出片
区经理制、日常排查制、定点服务制，实行
服务网络全覆盖、服务时间全天候，改进
和完善服务手段，解决各种用电问题。

技术带来变革。 能源革命要求电
网转型升级，不仅要输送电能，还要传
输信息，支撑能源电力安全、稳定、高
效流动。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企业客
户 、居民客户及电动汽车 、储能等电
网末端设备数量巨大、 分布广泛，且
设备之间差异化很大，以往只能通过
人工方式或传统网络获取简单信息，
数据的完整性 、实时性 、准确性难以
保障，甚至还有大量的电网设备处于
无网络覆盖区域。 北斗短报文、5G 等
技术联合应用作为一种新的 、 可靠
的、安全的通信方式，将为收集信息、
数据共享 、 客户模型分析等提供条
件 ，进一步实现水 、电 、气 、热等多源
信息感知融合，推动综合能源服务开
展，提高客户能效。

编后

数字电网

■通讯员 曹桂彰

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辛庄村是远近
闻名的“拖把村”，家家户户生产拖把，因
产品做工精良、耐用性好，很受周边群众
热捧。“我们村以前是出了名的贫困村，后
来转型生产拖把， 给村民打开一条致富
路， 现在我们制作的拖把不仅在当地销
售，还销往济南、北京等城市，这离不开充
足电力的支撑。 ”自豪说出这些话的正是
村里第一个转型生产的村民赵立文。

赵立文介绍， 从最初的木质拖把到
现在的金属拖把， 杆身是拖把质量的关
键。 以前手工打磨的木质拖把由于不轻
便、易腐蚀等特点逐渐退出市场，而现在
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动化设备， 杆身打
造既标准又耐用。每当踏入这个村子，都
能听到机器的轰鸣声， 赵立文打趣道：

“这就是我们的奋斗致富曲。 ”
“他们天天过来巡视检查，保障拖把生

产。 ”黑里寨高峰清洁用品厂厂长赵高峰
热情招呼着高青县供电公司黑里寨供电所
人员，他们是来检查厂区用电线路的。

村民赵德行也是新庄村的拖把生产
户，2012 年，他因病返贫，出行不太方便，
在其他人进城打工时，他按捺下心中的不
甘，在家乡默默制作着拖把：“其实那时生
产拖把挣钱真不多，都是辛苦钱，一家老
小都在干，也就刚温饱，以前使用的木质
材料易发霉，制作流程慢，价格相对高。 ”

说起电力带来的实质性改变，赵德行
有着切身感受：“以前主要是体力活和手
工活，那时生产效率慢，制作水平也参差
不齐。现在全自动化生产，产品整齐又美
观， 就连我这腿脚不便的老汉子都学会
了机器操作， 以前出去打工的伙计们也

开始回乡工作，现在很多问题他们还需要
向我请教呢！ ”

自动化生产，随之而来的是用电量剧
增，高青县供电公司花沟供电所台区经理
赵伟伟介绍：“拖把实现自动化生产后，村
子用电量是以前的 2-3 倍， 而辛庄村处
于电网末端，村里仅有一台变压器，负载
不了村民生活和拖把厂运作同时用电。 ”
对此， 高青县供电公司结合农网改造，对
新庄村和周边村落进行了扩容改造，仅辛
庄村一个村便新增一台配电变压器，架设
高压线路 0.4 千米、低压线路 1.6 千米，彻
底解决了电压不稳、用电不足的问题。

“生产经营这几年，不仅把房子翻新
了一遍 ， 还给儿子在县城里买上了房
子！”赵高峰自豪地说。在新庄村，靠着拖
把赚来“拖把车”“拖把房”的村民不在少
数，拖把生产成为村民致富的法宝。

“拖把村”念起致富经

日前， 福建省
宁德市首个海岛光
伏储能微电网在霞
浦县北礵岛建成 ，
至此 ，仅有单回 10
千伏海底电缆供电
的北礵岛实现双电
源保障， 供电可靠
性 得 到 进 一 步 提
升。 据了解，该微电
网由 2 座 10 千伏
第 二 电 源 工 程 组
成， 预计日发电量
为 224.24 千瓦时 。

雷美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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