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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辽宁省铁岭市新能源发展正步入
“快车道”。 2021至 2022年，铁岭计划实施新
能源项目 9项，装机总容量 100.5兆瓦。 所有
项目计划 2022年底前全部并网发电。

要想实现清洁能源接得住、用得好，就
得有坚强的电网做支撑。为此，国网铁岭供
电公司永安 500 千伏超高压项目日前正式
按下“启动键”。

该工程总投资 7.26 亿元， 涉及单体
工程 15 项，计划于今年底前投运。 工程
建成后，4 条 500 千伏、6 条 220 千伏输
电线路向外延伸， 将有效解决铁岭清洁
能源送出受限问题， 完善铁岭北部地区
电力网架，优化区域生态环境，助推动地
方经济发展。

优化网架结构
增强电网外送能力

铁岭市地处辽北，蕴藏着丰富的风力
等清洁资源，伴随当地新能源项目雨后春
笋般涌现，外送能力需求不断加大，但受
电力网架制约，清洁能源送出受限。 电发

出来了，可是怎么送出去？ 加快安全稳定
的新能源消纳配套设施及电力输送体系
建设迫在眉睫。

2017 年， 铁岭供电公司确定永安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及其 220 千伏送出工程接
网方案、选择站址等，认真作好一系列开工
建设前筹备工作。此外，与各级政府建立和
谐政企关系，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电
网建设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在建立“绿色通道”前提下，铁岭供电
公司扎实高效完成铁岭永安 500 千伏输变
电工程及其 220 千伏送出工程前期准备工
作，高效完成土地预审、规划选址等属地协
调工作， 相关要件办理比正常时限快 2 至
3 倍，使本体工程提前 1 个月、送出工程提
前 8 个月依法合规开工。

为保障新能源项目顺利并网， 铁岭供
电公司强化新能源调度运行管理与服务水
平，确保清洁能源送出通道安全稳定运行。
“根据电网负荷特性，我们统筹安排电网运
行方式，精益化调度管理水平。通过科学确
定机组开机方式，充分利用自动控制系统，
升级控制模式，深入挖掘消纳空间，优先保
障新能源消纳。”电网调控管理者翟铁军介

绍，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多种辅助
手段，大幅提升功率预测精度，从源头参与
区域新能源项目前期引导管理工作， 定期
开展新能源运行数据统计分析， 提升新能
源企业运维管理水平， 确保清洁能源能发
尽发、能用尽用，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的可循环发展。

提升服务水平
助力项目提前投产

铁岭目前新能源总装机容量 6220 兆
瓦，全省排名第二。 随着新能源企业不断
落户， 铁岭供电公司加大对新能源并网
的网架建设，“十三五” 期间完成 9 项大
型集中式新能源送出工程建设， 并网新
能源装机总容量达 591.718 兆瓦。 累计
消纳清洁能源 126.3 亿千瓦时， 清洁能
源消纳年均增长 8.95%， 相当于减排二
氧化碳 1004 万吨。

随着风电、 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项目
并网需求不断加大， 电力网架结构及相应
接网服务能否及时跟上是摆在供电公司面

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66 千伏长后线是通向华电昌图长发

风电场的唯一电力线路， 项目原计划开工
时间是 2020 年 6 月， 投产时间是今年 8
月，但风电场业主想去年底前投产。因为按
照国家对新能源的扶持政策，2020 年底前
风电项目并网电价相对高一些。

“我们通过积极沟通， 将工程前期时
限由 8 个月压缩至 4 个月，提前 9 个月投
产，创造了铁岭地区同等规模施工工期最
短的历史。 ”铁岭供电公司建设部主任姚
兴昱介绍。

华电昌图长发风电场负责人王龙飞谈
起项目建设时表示，“我们风电场 66 千伏
送出工程包括改造扩建 220 千伏鱼台变电
站和新建全长 48 千米输电线路。从项目开
工到如期顺利投产， 供电公司主动上门服
务，我们真是一次都没跑。 ”

跟长发风电场一样，“十三五”期间，曲
家店风电场、盛基大洼风电场、长青生物质
发电项目、华电昌图长发风电场、西丰康恒
生物质发电项目、 国能生物质发电项目相
继并网， 一股新兴的能源产业力量在铁岭
蓬勃而起。 （李洪兴）

铁岭供电：以坚强电网护航新能源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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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因地地制制宜宜实实施施““电电能能替替代代””改改造造，，探探索索““电电气气化化++旅旅游游””的的综综合合能能源源发发展展模模式式

““全全电电景景区区””正正当当红红
■本报记者 苏南

暑期是一年中的旅游高峰。 记者近日
走访发现，通过“电气化+旅游”的综合能
源发展模式，景区电气化水平不断提高。如
今，越来越多的传统景区内的燃煤锅炉、农
家柴灶、燃油公交、燃油摆渡车等改造为电
加热、电炊具、电动汽车。

继新疆天山天池、青海骆驼泉、四川
乐山大佛、浙江盐官观潮、江苏金湖水上
森林公园等著名景区迈入 “全电时代”
后，江苏宿迁泗阳成子湖旅游度假区、淮
安周恩来纪念馆等近日也提出打造 “全
电景区”。 在业内人士看来，因地制宜实
施“电能替代”改造，不仅能满足景区安
全用能、清洁用能的要求，还能提升安全
性和经济性。

■■■ 景区装上“绿色发动机”

记者走访发现， 电能在不少景区已实
现能源消费深度覆盖， 提升游客观光体验
的同时，助力地方经济生态建设。

国网甘肃省会宁县供电公司近日完成
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景区电源改造工作，
升级了会师旧址的“电”动力。 “实施改造
工程不仅能消除空中安全隐患，提高对景
区的供电可靠性， 同时也美化了市容环
境， 还为今后 5A 级旅游景区创建奠定了
坚实基础。 ”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
宁会师旧址管委会书记童琳对电能改造
工作赞赏有加。

针对三百山景区用能清洁安全要求
高、 人流密集的特点， 国网赣州市安远县
供电公司日前与安远县旅游发展集团达

成合作意向， 对三百山景区实施电网改
造升级。 如今，景区有电厨房、电动汽车
充电桩、 电动游船等集中性多样化展示
电能替代技术的综合应用， 形成电能替
代示范叠加效应。 “针对不同用电设备、
不同安装地点‘量身定制’不同接电解决
方案，是此次‘全电景区’改造中的一个
亮点。 我们从建筑物结构、 用电容量需
求、整体美观便捷、不破坏占用原有景观
等多种因素考虑， 为三百山景区提供了
安装接电方案。 ”赣州市安远县供电公司
负责人介绍。

因地制宜打造“全电景区”在河北唐山
同样得到诠释。 记者在河北唐山菩提岛找
寻一圈，未发现一条电网线路。受访人士告
诉记者，之所以选择“上改下”的海底电缆
工程，主要考虑不能因“蜘蛛网”打破岛屿
的天然景色。

“唐山湾国际旅游岛拥有绵长的海
岸景观线、优质地热温泉，却曾一度因供
电问题陷入开发难的困境。 为服务县域
经济发展， 国网唐山市乐亭供电公司决
定再难也要把电送到海岛上。 ”国网乐亭
县供电公司退休职工王建斌对记者表
示， 经过多种供电方案综合比较和科学
分析， 最终决定敷设海底电缆为菩提岛
供电。敷设海底电缆，首先要解决的难题
便是电缆敷设地点的选址。 “当时为了选
址，我们在菩提岛周围不知走了多少遍。
一袋馒头、几包榨菜、几瓶矿泉水就是我
们一天的伙食。 ”

乐亭供电发展建设部主任阴兆武对
那段岁月记忆犹新。 “为了摸清海底的
情况，确定最终的地点 ，我们在落潮时

都会系着安全绳从岸上蹚着水半游到
岛上 ，这样来回了十多次，才发现了海
底一条天然的小海槽， 最终确定了电缆
敷设地点。 ”

■■■ 形成“全电景区”连锁效应

随着“全电景区”电能替代广度不断拓
展，业内人士认为，如果将“全电景区”连成
片，配合周边的全电民宿等，将为当地经济
发展、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记者了解到， 国网铜川市耀州区供电
公司与铜川照金景区管委会携手， 对景区
实施“全电”改造，一方面，景区将原有的燃
油游览车、 燃气炊具更新为电动游览车和
电炊具；另一方面，对电力配套设施进行了
完善，为景区新建充电桩 2 处 7 个，累计增
供电量 2.16 万千瓦时。

与此同时，耀州供电正以“全电”模式
建设推动整条旅游产业链的绿色发展，推
进“全电民宿”等项目改造。 现在已改造完
成照金宾馆、溪山逸居酒店、铜川照金书院
酒店、红叶驿站等“全电民宿”项目。 通过
“全电景区”等建设，仅照金景区去年一年
共计实现电能替代 1100 万千瓦时。

“目前，耀州供电正对‘全电景区’建设
项目的技术特点、 应用领域等进行探究总
结，以尽早形成典型推广方案，形成‘全电
景区’连锁效应。 ”国网铜川市耀州区供电
公司不愿具名人士透露。

上述例子在全国范围内还有很多。 江
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潮河“全电景区”，优
质的电力服务支撑其开发了 “十里桃花、

百亩葵花、千亩水卉花、万亩油菜花”等观
光旅游热点；陕西省宝鸡市胜利村西府老
街文化景区，“全电”带动了其新农村电气
化建设，农家乐实现全电灶、村民实现电
取暖。

多个景区的相关负责人坦言，“全电景
区”改造赋予了景区吸引更多客流、创造绿
色财富的新机遇。

■■■ “全电景区”助力低碳发展

在业内人士看来， 深化实施 “电能替
代”，以“全电景区”建设赋予绿色生态旅游
新底色，是助力低碳发展的有效途径。

“电磁灶不仅烧菜速度快， 而且无污
染。 蒸出来的饭口感非常好。 自从 2018 年
改建了全电气化厨房后，明厨亮灶少油烟，
生意更好了。”唐山菩提岛华清乐府酒楼经
理高扬说，“传统燃油、 燃气灶在烹饪过程
中产生油污， 沉积在烟道中容易引起爆炸
和火灾，存在安全隐患；而‘全电厨房’使用
电能无明火，精准控温油烟少。电炒锅的底
座一旦离开电炊具，炉子就会自动断电，厨
房的安全系数大大提高。 ”

记者了解到，2020 年， 唐山湾国际旅
游岛实现电能替代 336 万千瓦，相当于减
少 413 吨标准煤燃烧， 减少排放 1115 吨
二氧化碳。

同样， 减排效果凸显的还有位于扬州
仪征月塘镇的“全电”度假区，实施“电能替
代”后，每年可减少煤炭燃烧 307 吨，减少
2.6 吨二氧化碳排放， 减少 2.27 吨氮氧化
物的排放。

山山东东枣枣庄庄：：战战““烟烟花花”” 守守一一线线

峄城变电站建于
1974 年， 历经半个世
纪的风雨，站址由昔日
的农村发展为现在的
城区，整体低于四周地
面 1.5 米 ， 成为一个
“大水坑”，也成为防汛
抗台的重中之重。 7 月
28 日， 山东枣庄供电
公司在 110 千伏峄城
变电站筑起沙袋墙，开
启排水系统，备好大功
率应急水泵车，确保 6
号台风 “烟花 ”过境时
电网安全可靠运行。

鞠同心/摄

关关注注

广西上半年用电量
增速高于全国均值

本报讯 记者李文华报道：电
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基础，电
量数据变化更体现出经济发展韧
性。 近日， 广西电网日电量 2021
年第 7 次创新高，达到 6.376 亿千
瓦时，较上一次增长 1.195%，延续
了今年上半年全区用电稳定增长
的态势。

据了解，上半年，广西全社会
用电量增速连续 6 个月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到 6月底，达 1079.5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18.4％，高于全国
平均增速 2.2个百分点， 位居全国
第 11位， 两年平均增速为 10.9%，
高于广西“十三五”期间的平均增
速 2.2个百分点， 高于全国两年平
均增速 3.3个百分点， 用电增长方
式从“十三五”期间主要依靠单一
产业扩张拉动转为多产业共同拉
动，充分印证广西经济回归可持续
“常态增长”，表现更为从容稳健。

用电量与 GDP 增速高度关
联。 据业内人士分析，广西全社会
用电量增长动能主要在于 “三企
入桂” 项目和重大项目竣工投产
拉动， 电气化水平提升释放增长
空间，以及消费市场稳步回升，商
业用电和居民生活用电持续增
长，推动广西用电增长超预期。

具体从产业结构看， 第一产
业用电量 17.4 亿千瓦时，比 2020
年上半年增长 33.8%， 比 2019 年
上半年增长 41%， 两年平均增长
18.7%，呈现快速增长。 得益于广
西全力推进“一张网”建设，全面
提升县域电网的供电能力， 有效
促进了农业生产现代化、 电气化
水平的提升，充分释放用电潜能。
据统计，2019 年至 2020 年， 南方
电网广西电网公司投资 263.6 亿
元开展县域农村电网改造升级，
保障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
求，全区 70 个县（县级市）全社会
用电同比增长 22.6%，高于全区平
均水平 4.2 个百分点。

据了解，随着“三企入桂”项
目和重大项目的相继投产以及
“三伏天”的来临，广西用电需求
呈持续走高态势。 但由于近三年
来， 新投产的电源大部分集中在
风电、 光伏等出力波动性大的新
能源项目， 广西当前已出现电力
供应不足的局面。

“预计 7 到 9 月， 在持续高
温天气下，电力供应形势更加严
峻， 广西最大负荷达到 3100 万
千瓦，高峰电力缺口最高将达到
400 万千瓦。 ” 南方电网广西电
网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为保障电力供应，广西在电源
端加强电煤储运和机组运维，紧密
研判风电、 光伏出力变化趋势，加
强对新能源的预测及调控；在电网
端，做好电网运行方式安排，最大
限度争取南方电网公司大平台支
援； 在用户端有序实施错避峰用
电，加强需求侧管理，引导企业合
理安排生产班次，切实保障用电需
求。同时，广西于近期发布“节约用
电 低碳生活”倡议书，呼吁全社会
科学、安全、合理、节约用电。

昌吉换流站累计
送电千亿千瓦时

本报讯 从国网新疆电力有
限公司获悉，截至 7 月 23 日 1 时
许，拥有四项世界之最的“昌吉—
古泉±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
工程”(以下简称吉泉直流工程)±
1100 千伏昌吉换流站累计输送电
量达 1000 亿千瓦时。

±1100千伏昌吉换流站党支部
书记殷红霞介绍说：“1000 亿千瓦
时，普通人可能想像不到有多少。换
算一下，这些电量相当于 5000万户
普通家庭 1年的用电量。 ”

吉泉直流工程又称“准东-皖
南±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
程”， 西起新疆准东昌吉换流站，
途径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
南、安徽 6 省区，东至安徽宣城古
泉换流站。 采用双极输电，额定电
压±1100 千伏，额定电流 5455 安，
额定功率 12000 兆瓦， 输电线路
全长 3293 公里，是目前世界上电
压等级最高、输电距离最远、输送
容量最大、 技术水平最先进的直
流输电工程。 今年 6 月，该输电工
程输电功率由 8000 兆瓦提升至
9000 兆瓦， 再次刷新全球输电功
率纪录。

另据悉，今年以来，±1100千伏
昌吉换流站已累计外送电量达 31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2.7%，跨区外
送电量再创新高。 （王前喜 王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