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瑜阳 陈书忠

3 月 23 日，在武夷山市兴田镇，国网南
平供电公司技术人员正在为制茶设备安装
“智慧制茶系统”模块，从而实现做青工艺
的全流程控制。

今年，为了更好地服务茶企，国网福建
电力公司率先在武夷山市茶企推广“智慧
制茶系统”，即加装温湿度传感器，茶农通
过 APP 就可实现生产全流程 “一键式”监
测与控制，还能保障茶叶品质稳定。 预计
在 4 月 15 日前，在武夷山完成 100 台“智
慧制茶系统”的安装工作，可为茶企节约
劳动力 66%。

福建是全国产茶大省。 那么，如何保障
茶产业、助力茶科技，更精准及时服务于茶
企、茶农，是国网福建电力一直关注的一个
重要课题。

投资 5.8 亿改造电网
供好电 保障茶产业

“以前我们家手工制茶的时候，一年最
多只能生产 2000 斤的成品， 机械化以后，
现在年产量是原来的产量的 5 倍以上。 ”武
夷山市青狮岩茶厂第四代传承人吴俤仙脸
上挂满了笑容。

制茶机械化的日益普及带来了用电量
的激增。每年 4-5 月，是武夷山春茶全面采
摘、加工制作的时期，风干机、晒青机、摇青
机、揉捻机一齐上阵，用电负荷是平时的 2
至 3 倍，武夷山全市迎来用电高峰。

据悉，自 1999 年荣获“世界自然与文
化双遗产地”以来，武夷山市供电公司投资
5.8 亿元，用于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 2019
年以来，国网武夷山市供电公司对星村镇、

武夷镇等 9 个乡镇的 68 个重点台区低电
压进一步加大整治力度， 共新增安装变压
器 76 台，扩容 28000 多千伏安，架设 10 千
伏线路 10.2 公里，0.4 千伏线路 38 公里，农
网供电能力提高，保障了武夷山 5000 多家
茶企制茶用电。

如今，武夷山拥有茶山 14.8 万亩，涉茶
人员 12 万，注册茶企业 5103 家，茶叶产值
22.63 亿元， 茶产业主题实现税收 8499 万
元，近 9 万茶农走上了致富路，当地茶产业
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

电能替代 5900 万千瓦时
服好务 坚持生态优先

山多地少的福建， 如何实现经济发展
和生态保护的相得益彰？ 在供电能力不断
增强的同时，武夷山供电公司积极推动“电
制茶”服务。

目前， 南平地区制茶产业电能替代率
已超过 95%。 仅 2020 年，武夷山市供电公
司通过推广 “以电制茶” 实现电能替代
5900 万千瓦时，为全市减少二氧化碳减排
4 万吨。

“先复电、后抢修”，制茶期间大力推
广不停电作业，也是武夷山供电公司一直
遵循的服务标准。 同时，该公司打造“大红
袍”共产党员服务队，组建“茶保姆”服务
小分队，驻村驻点 24 小时值班，根据茶企
生产岩茶和红茶等不同制作特点，专门设
计保供电流程，建立茶企、茶农微信群，实
现抢修信息实时共享，缩短用电流程办理
时限，推行“一趟不用跑、最多跑一趟”业
扩服务，及时为茶企、茶农解决制茶用电
问题。 同时，2020 年，该公司积极贯彻落实
阶段性降低用电成本政策，累计为武夷山

茶企减免电费支出 148.44 万元， 惠及 207
户茶企。

科技赋能
协助调整茶产业布局

“我们可以通过供电公司提供给我们
的电力大数据， 分析出每个县市的产茶量
及茶企业的多少， 从而制定相应的惠农政
策，《茶产业用能可视化看板》 大数据是我
们茶产业的晴雨表。 ”南平市农业农村局局
长徐春晖说。

据悉，基于茶企用电量、用户数等数
据 ，去年 6 月 ，国网福建电力采用时间
序列算法预测出 2020 年全年该省制茶
产量达 46.29 万吨， 与今年统计局公布
全省茶叶产量为 46.1 万吨的真实值仅
差 0.4%。

此外，通过《茶产业用能可视化看板》，
茶企、 茶农可以准确了解自身制茶用电情
况。 通过茶产业用能指数，可以准确把握各
茶系制茶用能高峰区间。

“有了《茶产业用能可视化看板》，我可
以很直观的看出茶产业发展态势及市场变
化趋势，结合上下游相关生态链，及时有效
做好营销决策，同时，借助看板分析，我还
可以灵活做好企业制茶和设备检修安排，
便捷高效。 ”武夷山市皇龙袍茶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剑锋说。

下一步， 国网福建电力将以茶产业生
产设备改良为基础，逐步推进种植、生产、
经营、管理、服务等各环节的应用服务，汇
聚茶叶生产管理系统基础数据， 实现茶叶
生态产业链与茶叶产销情况展示一体化，
打造茶产业大数据平台， 构建茶产业物联
网+电力大数据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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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陇东东至至山山东东±±880000 千千伏伏特特高高压压直直流流外外送送工工程程获获进进展展——————

甘甘肃肃再再添添特特高高压压外外送送通通道道
政企搭台“绿电”交易

陕西智慧车联网平台成交
5.68 亿千瓦时新能源

本报讯 日前， 陕西智慧车联网平
台成功组织 77 家充电设施运营商与 69
家光伏和风电发电站完成 5.68 亿千瓦
时“绿电”交易签约，交易电量和参与交
易的市场主体均创下国内新纪录。

此次“绿电”交易以市场机制促进新
能源消纳，降低社会用能成本，为充电站
运营商和电动汽车用户节约用电成本约
3500 万元，有力地推动了电动汽车和充
电服务快速发展，也促进了陕西光伏、风
电等新能源的健康发展。

“十四五”开局之年，陕西“绿电”首个
交易成果，创下国内新纪录达 5.68亿千瓦
时，得益于政府对市场的引导和电网企业
的积极行动。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积极撮
合光伏和风电企业与充电运营商，通过陕
西智慧车联网平台进行年度“绿电”电量直
接交易。 陕西电力交易中心专门研究制定
了详细的“绿电”交易、结算方案，吸引了
77家充电设施运营商和 69家光伏和风电
发电站参与到交易中。

据介绍， 陕西省智慧车联网平台是
陕西省发改委主导， 依托陕西电力行业
协会建设的服务陕西省内充电运营商和
电动汽车用户的互联网平台，协同营销、
交易、发电企业、充电设施运营商共同打
造了 “电动汽车生态圈”， 提供导航、充
电、结算、交易等增值服务。目前，已累计
接入 118 家充电运营商，2.1 万个充电
桩，覆盖全省 90%的公共充电桩。平台为
“绿电” 市场交易提供了平台和数据支
撑， 也让全省的电动汽车用户直接使用
来自陕北的光伏、 风电等清洁电能成为
可能，大幅降低弃风、弃光率。

（薛怡 郭鑫 张宇航）

山东开展全电压等级
电网模型数据治理

本报讯 日前，根据调控中心工作安
排， 国网山东电科院技术人员依托仿真
数据管理平台开展了山东电网全电压等
级电网模型的数据治理工作。

全电压等级电网模型是指涵盖 10
千伏-1000 千伏所有电压等级电网设备
的仿真模型， 涵盖了通过 10 千伏-220
千伏并网的新能源场站， 是准确分析新
能源的运行特性的数据基础。

目前， 仿真模型部分数据参数设置
异常， 存在模型无法进行暂态稳定计算
以及短路计算结果异常等问题。 针对此
问题，根据省调要求，该院技术人员对全
电压等级电网模型开展数据治理工作，
确保全电压等级仿真数据能够用于短
路、潮流和稳定计算，为精细化仿真新能
源动态特性奠定基础。

此次主要针对存量模型数据开展。
后续， 国网山东电科院技术人员将结合
2021 年基建里程碑计划，滚动更新2021
年计划投运的设备模型， 确保电网模型
与实际电网的一致性。 （蒋哲 张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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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网中卫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深入农户家中排查用电问题，处理用电隐患。 图为
工作人员在检查大棚中滴灌系统的用电安全。 马君/摄

本报讯 记记者者韩韩逸逸飞飞报道：甘肃陇东
至山东±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外送工程
有了最新进展。 3 月 22 日，国家电网公
司在兰州召开陇东至山东±800 千伏特
高压直流外送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
评审会议， 就特高压选址、 线路走向、
750 汇流站、配套电源等重点进行了说
明，与会专家及有关单位发表了意见。会
后， 国网经研院将依据有关意见对预可
研进行修改完善后报国家能源局。

记者了解到，陇东至山东±800 千伏特
高压直流工程是甘肃省继±800 千伏祁韶
特高压直流输变电直流工程之后建设的
又一条能源外送大通道。 该工程将从甘肃
庆阳起始，途经陕西、山西、河南，最终到
达山东，输送距离长达 1000 余公里。

按照工程前期工作进度安排， 计划 3
月底完成预可研收口，5 月份启动工程可
研编制，10 月底完成工程可研， 并取得相
关协议，力争实现年内核准。

2018 年以来，甘肃省电力公司与甘肃
省发改委、山东省能源局及山东省电力公
司共同成立前期协调推进工作组，配合国
网经研院完成陇东换流站现场选所工作，
委托相关咨询单位完成《甘肃陇东交直流
电网发展规划及电力外送方案》研究并通
过专家组评审。

2019 年 6 月， 甘肃省与山东省签署
《甘肃省人民政府、 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
推进陇东-山东特高压直流工程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联合推进陇东—山东特高压
直流工程规划建设。 同时在涉及电力市场

空间、清洁电力占比、配套电源开发、工作
机制等多方面达成一致意见，为陇东至山
东±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加快可研、设
计、立项等后续工作有效推进提供了坚强
保障。

据了解，甘肃是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基
地，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超过 2000 万
千瓦。 曾经打造出有“风电三峡”之称的我
国首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但也一度面
临着风电大规模建设后出现的高比例弃
电难题。

近年来，甘肃新能源消纳形势逐年向
好，消纳水平逐步提升。 近 5 年，新能源发
电量增长 84%，2020 年， 新能源发电量创
纪录达 38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24%。 与
此同时，甘肃新能源弃电率下降，利用率

同步增长，由 2016 年的 60.2%提升至 2019
年的 93.65%，2019 年上半年国家解除甘肃
风光红色监测预警，2020 年新能源利用率
达 95.28%。 而利用率的提升离不开外送通
道的建设。

2017 年投运的±800 千伏祁韶特高
压直流工程将甘肃河西风电、 光伏能源
直送湖南， 逐步带动了甘肃新能源大规
模外送。

据悉，陇东至山东±800 千伏特高压直
流工程将对陇东煤电、风电、光伏新能源
打捆外送山东， 规划输电容量达 800 万千
瓦。 该工程将陇东能源基地电力送往山
东， 有助于进一步消纳甘肃的新能源，同
时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并助力推
动山东省能源结构优化调整。

电网赋能“小茶叶” 撬动武夷“大产业”

宁夏中卫：排查用电隐患到农家

■■董珊 杨勇

“以前一到用电高峰时，家里的大功
率电器都用不了，现在好了，供电公司对
我们村的变压器和线路进行了改造，电
力足了、电压稳了，各种大功率电器都能
正常使用了， 人民电业是真心为人民想
事谋事办事的！ ” 河北唐山丰润区杨官
林镇郭庄村党支部书记郭宝庆这几天逢
人就聊上几句。

日前，冀北唐山丰润区供电公司相
关部门和杨官林镇供电所人员为郭庄
村更换了 250 千伏安变压器 1 台、JP 柜
1 面，改造线路 1121 米，大幅度提升了
电压质量， 彻底消除了用电低电压问
题，用电高峰时段末端电压由 167 伏提
升至 220 伏。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农村百姓生活
水平逐渐提高，家用电器大量增添，尤其
是空调、 电暖气等大功率家用电器的广
泛使用， 使得郭庄村的用电负荷逐渐增
加。再加上该村住户分布不均，前几年农
网改造的小容量变压器、 小线径导线明
显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负荷需求， 电压
低的情况时有发生。 冀北唐山丰润区供

电公司了解到郭庄村的用电问题后，立
即组织人员深入到村民家中， 查看各类
家用电器运行情况， 并就村民提出的电
压低问题进行解答， 明确了整改意见和
时间。 同时，对原有线路、变压器等设备
进行现场勘查，制定施工方案，尽全力满
足客户需求，从源头上根治低电压问题，
保障老百姓正常用电。

为提高供电质量和客户满意度，
冀北唐山丰润区供电公司按照“我为群
众办实事 让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庆
祝建党 100 周年系列活动要求， 积极开
展民生服务工程，组织各供电所制定低
电压台区排查计划，到客户家中进行实
地走访。在负荷高峰期实地测量末端电
压，并做好记录和影像资料备份，对发
现的异常情况及时统计汇总， 按轻重
缓急原则制定措施。2021 年上半年，低
电压台区专项改造项目共计 142 个，
截至 3 月 17 日， 共有 17 个台区完成
改造， 其余 125 个台区按照施工计划
于 6 月 30 日前完成改造。 同时，结合
农网改造升级、 煤改电配套工程等对问
题台区进行全面整改， 力争短时间内全
面提升供电质量。

唐山丰润：

上半年将完成低电压台区
专项改造项目 142 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