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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雪雪域域高高原原播播撒撒光光明明
——————西西藏藏和和平平解解放放 7700年年电电力力发发展展成成就就综综述述

青青藏藏联联网网工工程程

西西藏藏农农村村电电网网工工程程

阿阿里里联联网网工工程程

藏藏中中联联网网工工程程

■党亚利 索朗多吉 次吉美朵

七秩时光，巨变雪域。 70 年来，西藏从
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
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
开放，经济社会实现全方位发展、历史性
跨越。

光耀高原，电亮西藏。 70 年来，西藏电
力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再
到实现主电网全区覆盖， 形成了以水电为
主，太阳能、风能、地热等多能互补的综合
能源体系， 助力西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里
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

播撒光明的“种子”

电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象征。 然
而，在黑暗腐朽的旧西藏，挣扎在饥饿与贫
困中的百万农奴却从未体验过电力带来的
光明。和平解放前，西藏仅有一座只供少数
上层贵族享用的小电站， 全区电力发展基
本为零。

时间定格在 1951 年，西藏宣告和平解
放， 世界屋脊改天换地， 高原处处百废待
兴、生机盎然。

为尽快推动西藏地方建设事业发展，
和平解放初期，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对西藏电力发展作
过重要指示批示，还专门拨款并派工程技
术人员进藏，于 1956 年 7 月和 10 月先后
建成拉萨电厂（夺底电站）和日喀则火力
发电厂！

在新旧时代的更迭中、一穷二白的现
实条件下，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电力这
颗光明的“种子”在雪域高原播下种、扎下
根，成为乌云散开后照射在新西藏的第一
道光芒。

“为啥树杆立在路旁， 上面布满了
蜘蛛网？ 电线杆子行对行，纳金日夜发
电忙 ，接起线来家家亮 ，拉萨日夜放光
芒呀……” 这首脍炙人口的藏族民歌
《逛新城》，生动描述了拉萨人民第一次
用上电的喜悦心情。

1958 年，国家“二五”计划重点工程、
被誉为“拉萨河畔夜明珠”的纳金电站，在
十八军将领战士和来自全国 16 个省 （市）
的工程技术人员、 藏汉工农及翻身农奴群
众的一镐一钎中开始建设。 1960 年，纳金
电站向拉萨正式送电。

1965 年西藏自治区成立， 纳金电站 6
台机组全部竣工。

纳金电站建成发电， 彻底结束了拉萨
人民用松明子和酥油灯照明的历史， 也推
动形成了西藏历史上最早的 35 千伏拉萨
电网雏形， 更开启了社会主义道路制度下
西藏电力工业起航发展的奋进之路。

织密“星光”点点

西藏自治区成立以后，在党的光辉照
耀下，全区电力事业逐步发展，开启了一

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辉煌
岁月。

这一时期，拉萨西郊电厂、山南沃卡三
级电站、日喀则塘河电厂、林芝八一电厂等
一批具有历史代表性的电站犹如雨后春笋
般拔地而起，点点“星光”照亮了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康庄大道。

特别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 改革
开放的春风拂遍神州大地， 全区社会生产
力得到空前解放和发展， 党中央陆续召开
第一、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历史性开创专
门研究谋划西藏工作的新机制， 明确提出
西藏电力建设要“以水电为主、遍地开花”。

抓住新的历史机遇， 西藏各地又相继
建成投运了羊八井地热电站、 羊湖抽水蓄
能电站、金河水电站、狮泉河水电站及直孔
水电站等一批骨干电源。

同时， 电源建设带动西藏电网发展壮
大。 西藏电网经历了 1985 年首条 110 千伏
输电线路投运、90 年代末拉萨与山南电网
率先联网、 本世纪初藏中电网基本形成等
各个历史阶段，一张张光明网、幸福网在雪
域高原悄然织密……

到 2006 年底西藏电力有限公司成立
前夕，西藏形成了由藏中电网（拉萨、山南、
日喀则、那曲）、林芝电网、昌都电网和阿里
电网组成的“一大三小”4 个区域电网。

西藏电力更大的发展机遇即将到来，
这条电力带来的光明大道将延伸得更宽
更远。

“电力天路”耀屋脊

羊八井、羊湖电厂等电站投运后，西藏
用电需求得到短暂缓解， 但随着西藏各项
事业“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飞速发展，电
力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直到本世纪初，每
当冬春季枯水季节， 以水电为主的西藏电
源结构发电能力严重不足， 致使不少地方
被缺电、电力不稳定所困扰，电力成为制约
西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短板”。

如何将电力能源的供给状态从 “制约
经济社会发展”转变为“引领社会主义新西
藏建设”？这成为摆在西藏电网建设者面前
的一道重大课题。

党中央时刻把西藏缺电问题牵挂于
心，2007 年，由国家电网公司、西藏自治区
人民政府共同组建西藏电力有限公司，标
志着西藏电力企业首次与中央企业建立了
资本纽带关系。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电网公
司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讲政治、顾大局，坚决扛起责任和央企使命
担当， 举全公司之力全方位支援西藏电力
发展， 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
的难题， 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
的大事。

在国家电网公司和西藏自治区党委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国家有关部委、全国兄
弟省（市）和电力企业的支援帮助下，一代
又一代西藏电力人前仆后继、艰苦奋斗，西
藏电力事业迈入历史上发展最快、 投资规
模最大、成效最明显的新时期。

2010-2020 年 10 年间， 先后有 20 万
余名电力建设者冒严寒、顶风雪、战缺氧，
投资近 500 亿元在世界屋脊先后架起青藏
联网工程、川藏联网工程、藏中联网工程和
阿里联网工程 4 条“电力天路”：

2011 年 12 月， 青藏联网工程建成投
运， 标志着西藏电网长期孤网运行历史彻
底结束， 并通过青海电网首次实现与全国
大电网互联互通；

2014 年 11 月， 川藏联网工程建成投
运， 标志着西藏昌都电网孤网运行历史彻
底结束，并实现与四川电网联网运行；

2018 年 11 月， 藏中联网工程建成投
运， 标志着西藏藏中电网与昌都电网联网
运行， 西藏由此迈入 500 千伏超高压大电
网时代；

2020 年 12 月， 阿里联网工程建成投
运，标志着西藏电网迈入全区“一张网”的
统一电网新时代， 全国大陆地区最后一个
地级行政区正式接入国家大电网。

大电网的升级跨越与迅猛发展， 不仅
从根本上解决了西藏长期以来的缺电问
题， 同时也为全区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发展优势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三五”期
间，在 4 条“电力天路”的直接拉动下，西藏
电网用电负荷连年刷新历史纪录， 年均增
幅近 20%，达 170 万千瓦；全社会用电量连
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达 82.5 亿千瓦时。
同时， 西藏电网还积极参与全国范围内的
电力电量平衡和跨区交易，自 2015 年首次
实现“藏电外送”以来，截至 2021 年 6 月 15
日， 累计实现区内水电等清洁能源外送超
过 67 亿千瓦时， 直接带动全区经济增长
17.4 亿元、 减少西藏二氧化碳排放 668 万
吨， 几代西藏电力人终于实现了光耀世界
屋脊的雄心壮志！

光明铺就小康路

无论城市还是乡村， 电力能源发展建
设始终关系着国计民生与群众冷暖， 是我
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基础和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全国范围全面打
响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
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 党的十九大在党
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
变革的基础上， 发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动员令。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西藏作为全
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地广人
稀、交通不便、环境恶劣，贫困程度最深、基
础设施最不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最不普及，
是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难中之难”
“坚中之坚”和“最难啃的硬骨头”。

小康路上， 是电力架起了党和人民群
众的“连心桥”。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 电力工业从零起
步，农牧区用电无从谈起。 70 年来，中央始
终把解决农牧区用电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
重中之重， 西藏农村电网建设步伐也从未
停歇。 期间， 曾有过西藏自治区成立初期
“小水电遍地开花”的奋斗历程，也有过上
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至三期农网建设”的
峥嵘岁月。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电网公司更是
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挑战一个又一个极
限，以不计得失、不计成本的责任央企担
当，坚定不移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
业宗旨，先后完成“户户通电工程” “农村
电网改造升级暨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工程”
“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 ‘两年攻坚战’”以
及“ ‘三区三州’西藏深度贫困地区电网
建设”等一系列惠民工程、德政工程，为全
面解决西藏农牧区用电问题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光明铺就小康路，幸福生活甜如蜜。
2021 年 2 月 25 日，这是值得每一名国

家电网人铭记的日子：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
结表彰大会上，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农
电工作部获得“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的至高
荣誉！

沉甸甸的奖牌， 不仅是对国家电网
公司助力脱贫攻坚的工作肯定， 更是对
西藏电力建设者接续奋斗、 顽强拼搏的
崇高致敬！

截至 2020 年底，西藏依托 4 条“电力
天路” 建设和一系列农村电网建设工程的
相继实施， 主电网不断向偏远和艰苦地区
延伸，实现全区所有 74 个县（区）和主要乡
镇的全面覆盖，全区供电可靠率达 99.33%，
用电人口近 330 万人。

茫茫雪域高原， 一盏盏昏暗的油灯换
成了明亮的电灯， 一个个贫困县乡改变了
落后面貌，一个个幸福的笑脸灿烂绽放，电
力为西藏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
供了坚强的动力与支撑。

昂首迈向“星河”灿烂的明天

春华秋实、 斗转星移，70 年岁月沧桑。

今天的西藏早已“换了人间”，正昂首阔步走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

俯瞰高原大地， 这里是国家重要的
生态安全屏障和“西电东送”清洁能源接
续基地， 具有得天独厚的清洁能源资源
禀赋和发展优势， 水资源理论蕴藏量位
居全国首位， 同时也是世界上太阳能资
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电力已日益成为
引领和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的能源命脉。

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 党和
国家领导人站在全局与战略的高度， 提出
要把 “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
态文明高地”，为西藏电力事业和清洁能源
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指引了一条
光明大道。

新时代，新挑战，新机遇。站在我国“一
带一路” 建设面向南亚开放大通道的前沿
阵地，推进西藏清洁能源科学开发，已成为
维护国家能源安全、 促进能源结构调整的
内在要求， 也是西藏发展经济增强造血功
能、实现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风好正是扬帆时，不待扬鞭自奋蹄。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王罡表示，国网西藏电力
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中
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 紧紧围绕
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认真落实
国家电网公司“一体四翼”发展布局，推动
西藏清洁能源创新发展， 以实际行动争当
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 “引领者”“推动者”
“先行者”， 乘风破浪、砥砺奋进，不断创造
新时期西藏电力事业新的辉煌成就， 为建
设团结富裕文明美丽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西藏作出新贡献！

(本版图片由国网西藏电力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