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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9 日， 西藏第一条 “电力天路”
———青藏联网工程迎来建成投运十周年纪
念日。

工程投运 10 年来，极大缓解了西藏藏
中电网冬春枯水季节严重的缺电局面，开
启了藏电外送新时代， 为助力西藏经济社
会健康快速发展及边疆地区和谐稳定，推
动西藏清洁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发展优势奠定了坚实基础。

结束西藏电网孤网运行历史

青藏联网工程由西宁—格尔木 750 千
伏输变电工程、格尔木—拉萨±400 千伏直
流输电工程、 藏中 220 千伏电网工程三部
分组成。 项目总投资 163 亿元，于 2011 年
12 月建成投运，彻底结束了西藏电网长期
孤网运行的历史， 实现与全国大电网互联
互通。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1 月底,该工
程累计向西藏送入电量 87.67 亿千瓦时，送
出电量 56.77 亿千瓦时，创造直接社会经济
效益 14.57 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 青藏联网工程的建设
投运，使西藏电网安全稳定水平、电网供电
能力、电能质量均得到了大幅提升，有效缓
解了枯期西藏电网电力缺口和丰期水光等
富余清洁能源消纳问题。

青藏联网工程以及后续青藏高原超高
压输变电工程群的相继建成， 标志着以电
力为核心的青藏高原能源通道及枢纽畅
通，对内将极大强化青藏高原与内地联接，
通过电力带动能源流、信息流的快速交融；
对外则是区域（中亚、南亚）能源互联互通
的关键， 为世界其他地区高海拔超高压电
网建设作出成功范例， 有力推动与周边国
家的电力联网， 为强化国际合作及交流提
供坚强支撑。

闯入高海拔电工技术“禁区”

面对高海拔、高寒，严酷的自然环境，青
藏高原曾是超高压输变电工程的“禁区”。

据介绍， 青藏联网工程建设中首次攻
克了高原生理健康保障、 高原生态环境保
护、高原高寒地区冻土基础施工、高海拔过
电压与绝缘配合“四大世界难题”，创造了
12 项世界第一。 该工程推动我国成为了世
界高海拔电工技术领域的“领头羊”，填补
了高海拔输变电工程规划设计、设备制造、
施工建设等技术空白， 创新研发了一系列
施工技术及电力装备， 形成了高海拔地区
超高压输变电工程建设标准。

记者了解到， 青藏高原冻土具有热稳
定性差、变暖反应敏感、水热活动强烈等特
性。 冻土层稳定是青藏直流线路长期稳定
运行的基础。

为解决在高海拔高寒冻土基础施工问
题，在青藏联网工程中，相关单位有针对性
的进行了关于冻土工程问题的专题研究，完

成了多个前期专题报告和施工专题报告，并
针对研究成果在青藏联网工程第七标段进
行了试验，为冻土施工积累了丰富经验。

此外， 对于高海拔设备绝缘这样的世
界难题， 青藏联网工程针对高海拔设备外
绝缘等 15 类课题 60 多项子课题研究，依
托工程建设项目有效孵化科技创新项目，
并全面应用在工程建设中。

青藏联网工程投运十年来， 依托工程
建设积累的宝贵经验， 西藏相继建成了川
藏联网、藏中联网和阿里联网三条“电力天
路”， 全面形成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海拔最
高、环境最复杂、建设难度最大的高原超高
压输变电工程群。

带来光明也带来财富

对于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建成投运仅
仅是开始。十年来，面对高寒缺氧、环境极端
恶劣的青藏高原，国家电网公司投入极大的
精力全力确保工程安全稳定运行，累计投入
8.7亿资金升级维护， 开展年度检修 10 次，

完成设备检修 1.1 万余台，完成技改大修 80
项和重大隐患治理 49 项，无差错操作 21 万
余次，实现了安全稳定运行。

青藏高原是我国重要的安全屏障、生
态屏障和战略资源基地， 在国家安全和发
展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2010 年以前，西
藏电网网架结构极其薄弱， 部分地区仅靠
小型水电站、 太阳能光伏电站和柴油发电
等供电，电力十分紧缺，边远地区甚至无电
可用。

青藏联网工程不仅为沿线百姓带来了光
明，也为当地百姓带来了真金白银的财富。

以青藏联网工程为起始，如今，一条条
“电力天路”推动西藏主电网不断向更加艰
苦和偏远地区延伸， 形成了主电网覆盖西
藏 74 个县（区）和主要乡镇的统一电网，全
区主电网供电人口近 330 万，较 2010 年增
加 166 万人;西藏电网最高用电负荷不断刷
新新纪录， 全社会用电量从 2010 年的
20.41 亿千瓦时增长 4 倍多， 达到了 2021
年 11 月的 89.11 亿千瓦时。 在电力能源的
助力带动下， 西藏 GDP 较 2010 年增长近
3 倍， 达到了 2021 年前三季度的 1440.35
亿元。

国网青海电力用 10 年坚守运维、精益保障、持续创新，让青藏联网
工程发挥最大效能———

守守护护““电电力力天天路路”” 电电靓靓雪雪域域高高原原

■■本报记者 李文华

“作为改革重组企业， 我们今年完成
35 家县级供电企业三项制度改革，有效缓
解机构冗余、结构性缺员等问题。机构数量
整体降幅 61.58% ， 一线班组数量增幅
22.33%，实现企业治理体系质的变化……”
南方电网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简称“广西
新电力”） 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刘俊敏表示，
广西新电力成立两年来， 以国企改革三年
行动为引领，提前完成三项制度改革工作，
相关指标在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 （简称
广西电网）三级单位排名第一，完成电网建
设资金超过 235 亿元，超过集团区域前 20
多年投资总和。

广西新电力只是广西电网推行三项制
度的一个改革缩影。今年，广西电网紧扣三
项制度改革核心环节，全方位深层次推进，

有效激发广大员工干事创业激情， 企业创
新活力动力持续增强。

“任期制+契约化”让压力变动力

广西电网因地制宜提出“全覆盖、五明
确、三突出”改革方案，牢牢抓住推行经理
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这个三项制度改革
的“牛鼻子”，抢抓进度，取得重点突破。

据广西电网人力资源部干部科科长孙
晓华介绍，“全覆盖”是指经理层任期制和契
约化管理工作范围覆盖该公司本级及下属
124 家分子公司；“五明确” 是明确签约主
体、任期期限、考核差异化、薪酬激励约束、
考核结果运用；“三突出”是突出契约签订的
规范性；突出考核差异化，既考虑职责分工
差异性， 又突出分管业务之间的强相关性；
突出考核结果运用与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

综合考核评价、薪酬待遇、能上能下“三结
合”，体现“干好干坏不一样”。

据了解， 广西电网及 124 家分子公司
全面实现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
理， 构建公正透明的新型经营责任制和考
核评价体系，奠定“能上能下”的管理基础，
让大家变压力为动力。

“能上能下”激活“一池春水”

广西电网积极探索构建党管干部、党
管人才与市场化机制相统一的机制模式，
制定了干部“能上能下”、员工处分等 9 项
制度，重点明确“下”和“出”的渠道，不断夯
实制度基础。

为突出“实绩导向”，广西电网按照“先
公司本部，后三级四级单位，先管理岗位、
后技术技能岗位”的实施路径，分层分类推

进全员择优选聘和竞争上岗，全面完成 3.7
万多名四级正职及以下人员“全体起立、择
优选聘”。 以“赛场选马”比拼业绩，对空缺
的公司党委管理干部岗位进行公开选聘。
推行考核结果应用、从严管理监督、末等调
整等系列组合拳， 让不胜任不称职的干部
“该下就下”， 今年以来各级管理人员共退
出 470 多人， 员工降岗降级近 3000 人，有
力破解了岗级“不能降”的问题，让能者上、
庸者下、劣者汰成为新常态。

另外， 广西电网深入实施优秀干部人
才“三级四进”递进式培养工作，选派 40 名
干部在网公司总部、 东部地区单位与公司
间挂职实践，181 名干部在系统内“上挂、下
派”，223 名技术技能专家到新电力集团交
流锻炼，以改革激活人才流动，让基层成为
干部成长的沃土。

“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不一样

“综合自动抄表率 10 月已达 99.94%，
本年度台区线损异常率稳定在 2.5%以内，
指标比去年有明显进步……” 在国企改革
三年行动攻坚之年、关键之年，南方电网广

西南宁上林供电局上林三里供电所， 交出
了一份亮眼成绩单。

作为广西电网改革试点单位， 上林三
里供电所以绩效管理改革为重点开展 “客
户经理+设备主人”网格化管理模式，推动
三项制度改革的基层探索。 “绩效改革改变
了以岗位为中心的传统管理模式， 班组劳
动生产率得到提升。 ”南方电网广西南宁供
电局人力资源部主任李艳华说。

在基层供电所一线班组， 过去的工作
安排和工资绩效的发放主要以岗位设置作
为依据。 “如今在供电所，没有岗位差别，只
有工作量和工作质量的差别。 ”三里供电所
党支部书记、 经理王中秋说。 在此次改革
中，该所将原来的高、中、初级作业员归集
为片区经理，原班长担任网格长，岗位工资
统一按照原来的中级作业员标准发放，另
外 60%的绩效工资， 直接由供电所直线经
理考核发放。

“改革将岗位与绩效、工作一一对应的
关系解列开， 这极大地解除了岗位对工作
的束缚。 ”王中秋坦言，“通过改革，人员与
工作任务实现了双向选择， 现在大家想得
最多的不是岗位，而是如何把工作干好。

截至 12 月 9 日，青藏联网工程已安全
运行 3653 天， 双向累计送电 143 亿千瓦
时，减排二氧化碳 1170 万吨。 一串沉甸甸
的数据背后， 折射出的是工程取得的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作为首条入藏“电力天路”，工程结束
西藏电网孤网运行和缺电的历史， 为雪域
儿女送去源源不断的光明与希望。 国网青
海电力用 10 年坚守运维、精益保障、持续
创新，让青藏联网工程发挥了最大效能，为
青藏高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鏖战昆仑送光明

10 年前，200 多家参建单位的 3 万多
名建设者以 “缺氧不缺斗志、 缺氧不缺智
慧、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追求更高”的精
神风貌，攻克多项世界难题，在生命禁区世

界屋脊建起了一座丰碑。
建设难，运维更难。这一工程平均海拔

4500 米，含氧量不足内地的 50%。 其中，±
400 千伏柴拉直流输电线路是其中最难运
维的一段区域， 长度为 608.7 千米， 共有
1394 基铁塔，而负责这段线路运维的班组
被称为“唐古拉之鹰”运维班，取义“没有雄
鹰飞不过去的山”。

“高海拔缺氧环境下作业很容易昏厥
甚至肺气肿， 最初每天最多巡视 10 基塔，
经过长年训练现在能巡视 50 基塔。 ”“唐古
拉之鹰” 运维班第四任班长王国鑫说。 10
年来，这支平均年龄 30 岁的班组，凭着鹰
一样的坚韧耐力， 每人每月巡视 100 多公
里，班组每年步行巡视超 8000 公里，确保
了工程安全稳定运行。

除日常运维外， 国网青海电力每年组
织一次大规模集中检修， 平均每年投入

300 人开展输电线路及换流站检修。 为攻
克冻土监测难题， 国网青海电力沿线安装
6980 根导热棒，每年组织 3 次冻土监测。

这一标志性工程在组织管理、 高原工
程施工设计、 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及高海拔
设备运维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 为后续川
藏联网工程、藏中联网工程、阿里联网工程
提供了有益借鉴， 也为青豫特高压直流工
程建设运维提供了参考。

绿色电网促转型

12 月 1 日，在青海海西格尔木柴达木
换流变主控室监测屏上， 显示着青藏联网
工程输送电量情况。 “现在是冬季，工程主
要负责向西藏送电。到夏季功率反转，工程
再外送西藏水电， 把西藏资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 ”国网青海电力检修公司柴达木

换流站站长李志玮介绍。
工程投运以来， 输送功率由初期的

100 兆瓦提升至现在的 600 兆瓦。期间，国
网青海电力先后实施国内首个 750 千伏
输电线路串补工程， 并建成投运±400 千
伏柴达木换流站 2 台调相机工程，累计实
施电网设备技术改造项目 16 项， 不仅提
升了工程输送能力，也增强了工程安全稳
定系数。

11 月 8 日 ， 一架四旋翼型无人机
顶着 6 米每秒的风速腾空而起 ， 在海
拔 4500 米的玉珠峰地区开展输电线路
巡视。

青藏联网工程沿线分布有可可西里
自然保护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等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为降低运维巡检对脆弱生态
的影响，国网青海电力创新采用“无人机+
直升机+人工巡视”立体巡视手段，针对高
寒高海拔特殊环境创新技术研究，15 项科
技成果获得国家专利，并先后完成安全质
量、环境保护、技术攻关等创新项目 50 余
项，不仅提升了线路运维水平，也减少了
对生态的扰动。

造福一方谋发展

青藏联网工程结束了西藏电网孤网运
行的历史，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
电力支撑。 与此同时，青海西部地区工业产
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电力天路”建成
后， 海西电网由 330 千伏升级到了 750 千
伏，成为“西电东送”的重要输出通道之一，
这也间接带动了一批重大循环经济项目在
青海海西落地，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

走进位于青海格尔木的青海西豫有色
金属有限公司，几条生产线同步生产，一批
批高纯度的精铅出炉后将运往全国各地。
青海西豫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2010 年投产，
是青藏联网工程建成后首批发展起来的企
业，该企业先后经过了两轮升级扩产，用电
负荷从最初的 0.6 万千瓦增长到 2 万千
瓦，企业生产链向生产精铅、贵金属回收延
伸，产品种类增加到 13 类。

“稳定、充足的电力让生产环节实现了
自动化，生产成本显著降低了，公司也逐步
扭亏为盈。 ”青海西豫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高进林介绍。

随着后续青新联网工程投运， 海西电
网形成连接甘、新、藏三省区的交直流枢纽
混合电网。 2011 年到 2021 年间，青海海西
地区负荷从原来的 40 多万千瓦增长到 140
多万千瓦，茫茫戈壁滩焕发出新的生机。

十年征程，载入历史。这条连接青海和
西藏的能源大动脉，犹如一条银色巨龙，腾
飞于世界屋脊之上， 不仅为西藏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变迁， 也带动了青海西
部地区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

（许显青 王宏霞 王震鹏）

在这里，只有工作量和工作质量的差别
———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三项制度改革工作侧记

截截至至 1111月月底底,,青青藏藏联联网网工工程程累累计计向向西西藏藏送送入入电电量量 8877..6677亿亿千千瓦瓦时时，，送送出出电电量量 5566..7777亿亿千千瓦瓦时时——————

西西藏藏首首条条““电电力力天天路路””投投运运十十周周年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