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全国首个承
载 5G 电力专用核心
网的 I 型集中器在深
圳投运，开启了电力行
业“计量+5G”的篇章。
作为计量自动化终端
“家族”的一分子，I 型
集中器主要用于采集
低压电能表数据，可与
计量自动化终端的“控
制中枢”———计量主站
保持双向通信 。 此次
5G“加持”的 I 型集中
器搭载业内领先的 5G
通信模组，即 5G 基带
芯片、射频、存储、电源
管理等硬件整体封装，
具备 5G 电力专用核
心网的传输能力。图为
深圳供电局工作人员
安装集中器 5G 通信
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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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电网·产业22
□ 2021 年 6 月 21 日

□主编：张子瑞 □版式：李立民
□电话：010-65369485��□邮箱：gjgdzk@163.com

加加快快农农网网升升级级改改造造 提提升升农农村村供供电电水水平平

““电电动动力力””驱驱动动乡乡村村振振兴兴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苏苏南南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 “十四
五” 时期和本年度的重点工作之
一。 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半年来，电

网企业正加快推进现代化农村电
网建设、提升农村地区供电能力与
服务水平，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注入“电动力”。

在受访的业内人士看来， 电力与农民
生活、农业生产、农村繁荣息息相关。 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必须有产业
带动。 推动乡村电气化，建立以电力为中心
的清洁、低碳、高效的农村能源体系，是加
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
的有效路径。

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曾是国家 “三区
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永靖县西部山区
大力发展黄芪产业， 如今黄芪已成为西部
山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永靖县 17 个乡
镇中，黄芪种植规模最大的是红泉镇。 该镇
通过调整种植结构， 积极引导群众发展黄
芪种植，以树湾村为中心，辐射带动红泉、
他崖、滩子、朱山等周边村，全镇黄芪种植
面积达到 4500 亩， 全年约实现收入 2300
多万元。 为精准服务“三农”用电，电网公司
员工深入田间地头和乡村道路， 对农排线
路和用电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和维护， 并了

解用电需求。
刘家峡农业开发集团副总经理孔维虎

介绍， 公司是永靖县提升黄芪生产加工能
力和附加值的依托，2020 年， 加工黄芪
2800 吨，年产值达 3200 万元。 “为确保黄芪
加工所需供电安全可靠， 我们项目建设前
期， 供电公司就主动与三塬镇政府对接供
电事宜，及时跟进项目建设过程，为我们提
供了快速、高效的供电服务。 ”

河北唐山市丰南区黑沿子镇黑北村是
以海淡水养殖、育苗孵化、海产品冷储加
工为主的渔业村。 冀北唐山供电公司发挥
电网技术优势， 为渔民提供用能技术指
导、运维保障、新能源并网接入等服务，助
推黑北村向“渔业+产业”现代化沿海强村
迈进。 “渔光一体” 产业园总经理陈明介
绍， 目前他们已建成光伏发电阵列 75 兆
瓦， 不仅能满足养殖设备的用电需要，还
能带来丰厚的卖电收入。 如今，每亩综合

效益超 6 万元。 2020 年，该园区水产养殖
产量达 8000 吨，发电量约 1.2 亿度。 “有了
电网公司优质高效的供电服务， 我们的发
展也更有底气。园区二期工程快开工了，总
规划面积 1.2 万亩。 ”

国网四川电力凉山供电公司相关负责
人向记者表示， 对具备条件的地区试点开
展农业大棚电保温、农业产品电烘干、仓储
冷库电制冷的地方，推广智能家电、打造智
慧用能全电社区，拓展示范工程典型经验，
提升乡村电气化水平。 今年将持续打造好
定点帮扶的喜德县阿吼村国网扶贫示范产
业基地、 盐源县塘泥湾村花椒苹果产业基
地和会东县天坪村雪洋芋产业基地 3 个产
业示范基地。 重点打造“阿吼甜百合”“阿吼
川贝母”“天坪村雪洋芋”“塘泥湾大红袍花
椒”“塘泥湾苹果”等农产品品牌，做好商标
注册，并争取取得“四川扶贫”商标，逐步提
高产品的知名度，提升品牌效应。

记者采访发现，半年来，“乡村振兴，电
力先行” 的理念使得电网企业不断因地制
宜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

辽宁省海城市西四镇， 以水为魂、以
绿为韵，依托三岔河湿地保护区，深入融
合田园风光、民俗风情、历史文化等资源，
重点打造湿地旅游产业优势， 打造水鸟
家园、动物乐园、农业生态园。“这一切，都
离不开供电公司的支持。 在坚强电网和优
质服务的强力支撑下， 西四镇超级稻、设
施农业、稻田养蟹、畜禽养殖四大农业产
业齐头并进；涌现出北海、八家、耿隆等一
批省、市级典范村。 ”西四镇农业办负责人

介绍。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南方电网广西

电网公司计划投入农村电网建设资金超
500 亿元， 力争至 2025 年广西县域客户年
均停电时间不超过 8 小时、 户均配变容量
不低于 2.5 千伏安/户。

“2021 年，国网四川电力凉山供电公
司投资 1.38 亿元全力推进农网改造升
级，重点巩固脱贫攻坚农网基础，助力乡
村振兴， 提升农网线路自动化水平和供
电可靠性，及时感知故障停电情况，提高
抢修效率。 ”该公司上述相关负责人向记
者表示， 今年将深化智能电能表非计量

功能应用，积极推广停电范围自动分析、
精准通知到户、 故障报修进程可视等智
能化、精准化、互动化服务，为乡村振兴
贡献坚强电网力量。

河北省保定供电公司营销部负责人表
示，今年计划打造阜平乡村振兴示范点，现
已成立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工作小组，编
写建设方案， 结合阜平骆驼湾村区域特色
及发展需求，遵循“电网主推、多方共享”的
原则，通过提高农村供电服务水平、推广智
慧用能技术、推动特色用能项目建设、推介
智能用电产品等方式， 提升当地乡村产业
及百姓生活电气化水平。

■■■

站在河北省保定顺平县望蕊
鲜桃产业基地， 满眼绿油油的桃
树。 全国劳动模范、河北顺平南台
鱼村党支部副书记、望蕊鲜桃农民
专业合作社社长张国桥指着桃树
向记者表示：“为了眼前的 1.8 万
亩桃树， 我今年刚扩建了 3000 平
方米的冷库，顺平县供电公司安阳
供电所副所长刘文建听说后特意
实地走访。 ”

“张国桥是顺平县脱贫带头人
之一，是保电的重点客户。 ”顺平县
供电公司安阳供电所副所长刘文
建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安阳供电所
负责 36 个行政村、20 来个自然村
的供电服务任务， 目前主要以农
业、林果业为主。 “为保障乡村振兴
战略落地，我们必须主动跟踪用电
大户需求。 ”

据悉， 顺平县曾是国家级贫困
县，“十三五”期间的 8805 户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 顺平有“中国桃乡”的
美誉，桃树种植面积达 14 万亩。 盛
产的鲜桃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年
产量 2 亿公斤，产值达 4 亿元，桃产
业成为山区群众增收致富的 “绿色
银行”。 张国桥带动 1300 多户近万
人，形成了以鲜桃种植为主导，生产
服务为基础， 桃园休闲为补充的产

业链。
张国桥对记者直言，6-8 月旺

季时，每月用电 8-9 万度。 2015 年
以前，浇地时电压还不稳定，受益于
农网改造，如今，机井、电器同时用
也不会出现跳闸等现象。 “我们现在
浇水开闸、 合闸只需要在手机 APP
上一点即可。 ”

安阳供电所的供电服务只是
我国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如
今，在农村，已经实现从“用上电”
到“用好电”的转变。 在辽宁，为保
证鞍山市西河村春灌顺利开展，国
网鞍山供电公司到村里进行带电
作业，保证一千多亩农田灌溉用水
不受影响；在福建，建瓯市供电公
司小松供电所党员服务队经常深
入种植基地， 大棚内 24 小时用电
都很稳定；在冀北，为全力保障“渔
业+产业”现代化沿海强村建设，国
网冀北电力共产党员服务队在黑
北村挂牌成立“社会联络站”，建立
起长效服务机制，提供安全用电咨
询、技术指导、应急抢修、志愿公益
等服务……

采访中，记者听到最多的是：“让
农民用上安全电、可靠电、优质电、经
济电是我们的责任，为乡村振兴提供
充足电能保障是我们的义务。 ”

从“用上电”到“用好电”

电力精准服务带动产业

因地制宜打造示范点■■■

■■■

本报讯 6 月 14 日， 青海海西地区天
气阴晴交错， 位于海西地区的中国绿发与
上海闵行两个共享储能电站在调整充放电
控制策略后，双双首次实现“三充三放”，利
用效率大幅提升。

当日，中国绿发储能电站共充电 19.04
万千瓦时，放电 15.96 万千瓦时，该站设计
额定容量为 10 万千瓦时，利用率达 190%；
上海闵行储能电站共充电 12.73 万千瓦时，
放电 10.54 万千瓦时，该站设计额定容量为
6.4 万千瓦时，利用率达 200%。

为充分提升共享储能资源利用效率，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开展了大量开创性研
究，不断创新优化储能充放电模式，结合海

西、 海南两个新能源基地阴晴不定的天气
特点和新能源发电间歇性、 波动性强的特
性，经过大量研究论证，得出了利用率更高
的“按断面负载率”充放电的控制策略。 今
年 2 月份， 国网青海电力正式将共享储能
电站由此前实施的“固定晚高峰”放电模式
调整为“按断面负载率”放电模式。

调整前， 共享储能电站在午间光伏大
发时段充电，18 时用电高峰开始放电，每日
最多实现一次满充满放。 调整后，综合考虑
海西、宁月塔青新能源送出通道负载情况，
通道满载时，储能电站开始充电，负载率小
于等于 80%时，储能电站进行放电，充放电
模式由此前的每日“一充一放”转变为“多

充多放”“浅充浅放”，大幅提升储能电站利
用率。 据统计，今年 2 至 5 月份，青海电网
实施“按断面负载率”放电模式期间，共享
储能电站满充满放率由 2020 年的 71.00%
提升至 90.08%，提升幅度近 20%，效果十分
显著。

青海是清洁能源大省。 截至 5 月底，该
省清洁能源装机规模达到 3657 万千瓦，清
洁能源和新能源装机占比分别达到 90%和
61%，均位居全国各省份第一。 发展储能产
业是支撑青海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的重要
手段，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可
或缺的要素。 国网青海电力在推进储能产
业发展方面开展了深入探索， 在国内率先

提出“共享储能”概念，并将储能电站作为
独立主体纳入市场， 构建了双边竞价和双
边协商两种市场化交易模式； 率先开展了
大规模储能研究， 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空
白；优化充放电模式，进一步提升储能资源
利用率， 均为推动储能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开辟新路径。 截至今年 5 月底，青海电网共
享储能市场化交易累计成交 2394 笔，增发
新能源电量 6395 万千瓦时。

下一步， 国网青海电力将继续推进共
享储能产业发展，不断丰富交易品种，持续
优化充放电模式， 全力推动储能产业在支
撑新能源开发利用和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
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 （王国栋 王莲芳）

国网青海电力创新优化储能充放电模式———

青海共享储能电站首次实现“三充三放”

南阳-荆门-长沙
1000千伏特高压
工程（河南段）开工

本报讯 记者韩逸飞报道：
日前，在南阳市唐河县张店镇秦
刘庄村 1145 号塔基开挖现场，
南阳—荆门—长沙 1000 千伏特
高压交流线路工程 （河南段）开
始了首基基础开挖工作，这标志
着该工程河南段全面进入现场
施工阶段。

据悉，该工程是河南省“十
四五” 期间开工建设的首条特
高压工程，是华中“日”字型环
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工程途
经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其中
河南段长 101.1 千米，投资 5.8
亿元。

我国华中地区能源匮乏，需
要大规模外来电力送入。 为了满
足多回直流接入后华中电网的
安全稳定问题、提高华中地区能
源资源配置能力、扩大清洁能源
消纳范围，华中电网将建成“日”
字型特高压交流主网架， 而南
阳—荆门—长沙 1000 千伏特高
压交流工程，则是华中“日”字型
环网的重要一环。

据悉，该工程明年 6 月建成
投运后， 将进一步巩固南阳在全
国联网中“咽喉要道”的重要地
位，显著提高华中地区能源电力
资源配置和鄂豫、鄂湘省间电力
交换能力，大幅提升河南电网安
全稳定运行水平。

截至目前，河南在运的特高
压工程共有 4 项，还有 6 项特高
压工程过境。 南阳—荆门—长沙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工程
河南段开建，标志着河南特高压
建设迈出了新步伐。 此前，途经
河南并为河南输电的特高压工
程分别是 1000kV 晋东南—南
阳—荆门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
工程、天中直流工程（哈密南—
郑州±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工
程）、 青豫直流工程 （青海—河
南±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
1000 千伏驻马店—南阳交流特
高压输变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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