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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
副秘书长程志强：

以电力革命
推动生物多样性目标

本报讯 记者李文华报道：“化石能源主
导的能源生产消费方式是危机的重要根源,
要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世界亟需一场清洁
低碳发展为核心的能源电力革命。 ”10 月 14
日，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GEID鄄
CO）副秘书长程志强参加在昆明举行的联
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COP15）生态文明论坛并作主旨报告时
表示。

生态文明论坛是 COP15 唯一线下召开
的平行活动，围绕大会主题“生态文明：共建
地球生命共同体”， 分享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 民生福祉改善与绿色发展方面的经验成
就，推动相关领域交流合作，为建设地球生命
共同体、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智慧和
力量。

程志强认为， 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相
互影响，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需要
将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统筹考虑、协
同治理。 能源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紧密
相关。工业革命以来，化石能源成为全球温室
气体的主要排放源，对生物栖息地破坏、生物
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生物入侵也产生重
要影响， 是导致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危机的重
要原因。 2019 年， 化石能源燃烧排放了 380
亿吨二氧化碳， 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86%、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65%；化石能源燃烧
和薪柴使用产生了全球 90%以上的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及 85%的细颗粒物，是酸雨和雾
霾等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

程志强表示， 清洁能源是联系气候治理
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金色纽带。 大幅提升清
洁能源开发的规模与速度， 彻底摆脱化石能
源依赖，将从源头上消除碳排放，推动全球碳
达峰碳中和， 有效降低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
性的影响，促进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实现气
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 推动以清洁
化、电气化、互联网为根本方向的能源电力革
命是关键，其核心是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 为促进气候与生
物多样性协同治理提供了全面平衡、有力度、
可执行的行动框架， 有利于加快能源生产侧
清洁替代，推动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开发，打造
清洁能源为主体的低碳能源供应体系。

程志强认为，总体来看，构建全球能源互
联网，能够从应对气候变化、治理环境污染、减
少栖息地破坏、 促进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助
力生态修复等方面全面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声音

强化电网安全管控

国网四川电力加强电网实时运行监
视，保持电网运行必要的安全裕度，加强
事故预案演练，确保迅速、果断处置电网
故障。 面对暴雨地质灾害和山洪预警，该
公司提前制定应急预案， 有序有力做好
防汛和抗洪保电工作。

国网山西电力严肃调度纪律， 加强
电网运行控制，科学安排电网运行方式，
持续巩固“三道防线”。 同时，针对近期山
西出现的大范围强降水， 该公司快速响
应，有序做好防汛保电工作，全力恢复太
原、晋中、运城等地受损线路。

科学合理余缺调剂

国网华东分部注重发挥华东备用辅助
服务市场作用，组织跨区跨省余缺互补；严
密监视负荷变化、 各省市发电能力和旋转
备用预留情况，确保系统频率安全。

国网湖南电力优化祁韶直流运行控
制， 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100 万千瓦以上，
为湖南电网电力可靠供应提供坚强保障。

国网吉林电力深入分析省内用电负
荷特点， 抓住关键要素精准施策， 在发
电、供、用“三侧”同步发力保障供应。

国网重庆电力充分发挥大电网余缺
互济资源配置优势，积极寻求支持，最大
限度争取外购电支援。

加强设备运行维护

国网东北分部加强电源送出线路、
重要输电通道、重要变电站的运维。

国网西南分部度冬前完成易覆冰线
路融冰装置升流试验、 全部融冰装置检
查消缺及重覆冰线路抗冰改造， 保障电
网安全运行。

国网安徽电力全面加强特高压古泉
换流站、 特高压密集通道等重要变电站
和输电线路特巡。

完善应急值班管理

国网河南电力制定保电应急工作机
制，建立一日两会、应急会商、信息报送
等工作机制。 此外受大范围强降雨影响，
防洪防汛形势严峻， 该公司召开黄河防
汛工作布置会议，强化值班值守。

国网青海电力成立电力保供应急
工作领导小组，强化 24 小时应急值班
值守， 日均 1220 名保电人员 、410 台
抢修车辆全天 24 小时保持抢修待命
状态。

完善需求侧管理手段

国网上海电力细化编制迎峰度冬有
序用电方案， 全面开展负荷控制系统可
控能力普查，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实
战协同能力。

国网浙江电力开展负荷响应试点交
易，探索企业用能权交易；重点监测违规
用能项目、高耗能高排放企业，优先保障
居民生活、 医院和学校等公共事业单位
用电。

实时跟踪新能源出力

国网山东电力科学预测电力供需和
新能源发电走势，提升机组发电能力，直
调机组可用率由最低时的 52.5%最高提
升至 67%。

国网江苏电力实时监视与调整电网
运行情况， 实时跟踪负荷与新能源出力
变化，督促省内火电机组加强运行管理，
确保高峰时段能稳发满发。

国网江西电力加强新能源场站功率
预测管理，强化准确性分析，切实提高场
站新能源功率预测水平。

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国网黑龙江电力严格落实 “以热定
电”原则，保证足够开机和备用容量，满
足用电和供热需求， 确保人民群众冬季
住上暖屋子。

国网天津电力聚焦做好秋冬季电力
保供，超前研判“采暖季”供需形势，周密
制定保暖保供应急预案， 重点保障天津
47.19 万煤改电用户电力稳定供应，确保
百姓温暖度冬。

保保供供 电电网网企企业业在在行行动动

10 月 14 日， 国家电网公司召开
今冬明春电力供应保障工作会议，全
力以赴保安全、保供电、保民生、保重
点。 国家电网表示，将始终把确保电
力安全可靠供应作为第一责任、首要
任务，全力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用
电需求。

国家电网公司表示 ， 要坚决扛
起电力保供的电网责任， 坚决守住
电网安全生命线， 全力挖掘发供电
能力，全力强化需求侧管理，全力推
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全力营造良
好保供环境。

在挖掘发供电能力方面，将强化
网源协调， 促进各类机组应并尽并、

应发尽发，加大跨区跨省资源调配力
度， 加强迎峰度冬电网工程建设管
理，力争早日投运发挥作用。

在强化需求侧管理方面 ， 坚持
“需求响应优先、有序用电保底、节约
用电助力”， 积极配合政府细化并严
格执行有序用电方案，全面提升应急
处突能力，坚决守住民生用电底线。

在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方面，
优化完善电网结构，不断提升跨区跨
省和重要断面输送能力，加快电网数
字化、智能化转型，提高源网荷储协
同互动水平。

与此同时，电网系统各企业已经
投入到保供电的战斗中。

辽宁电力出台 20项
举措保障电力供应

本报讯 为做好今冬明春电力供
应保障工作， 坚决守住民生用电底线，
国网辽宁电力日前制订 20 条供电保障
措施， 并综合统筹原计划在 10 月份开
展的 112 个重大基建、生产改造、定检
消缺作业项目， 重新对可能影响火电、
核电、风电发电能力或可靠运行的作业
计划作出优化调整，全力确保辽宁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有序供应。

据介绍， 这 20 条措施包括严格调
度、电网运行等多个方面。其中，为提升
负荷预测精度，辽宁电力将加强电煤监
测预警，细化电厂燃煤供、耗、存数据统
计分析，加强电煤信息汇总，综合评估
冬储煤情况和电力保障能力，加强新能
源预测系统运维和场站建模，合理确定
预测结果纳入发电计划比例。

为发挥大电网优势， 推动全网资源
统筹优化， 辽宁电力将根据电网供需实

际，开展省间联络线“周、旬、月”需求分
析，做好资源统筹调配支撑。 落实东北电
网调度模式变更要求，做好分省平衡的工
作技术储备和支撑系统升级，确保“联络
线守口”调度模式实施后，平稳快速过渡
调度管理职责，做好省内电力供需平衡和
新能源消纳工作。

为加强电网设备运行维护，辽宁电
力将加强有序用电期间重要变电站、线
路及重要用户等供电设备设施的巡视
检查，对存在隐患尚未治理、检修计划
延期等重点设备开展一次专项带电检
测，综合利用红外测温、在线监测、高清
视频等手段，准确掌握设备状态，及时
消除缺陷隐患。

为做好事故应急抢修准备，辽宁电
力将提前编制保电工作方案和应急方
案，保证“人员、车辆、工作”三到位和
“组织、方案、措施、物资”四落实。 建立
配网抢修队伍备岗制度，加强内外线抢
修人员配置和恶劣天气下的人员安排，
合理配置抢修驻点和优化抢修业务流
程，第一时间恢复用户供电。 （刘大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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