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闽北地区多是高山林区，输变电线路巡视难度大，安全风险高。 传统
的人力运检模式正向精益化、智能化运检模式转变。 2 月底，国网顺昌县供电
公司启动为期 3 天的配电线路无人机巡视技能专项培训班，提升供电线路维
护人员无人机巡检能力，全面强化智能运检水平。 邓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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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三分”电力指数
服务河北乡村振兴

“从分析结果来看 ，河北省南
部地区乡村振兴电力 综 合 指 数
呈 ‘头部增强 、中部提升 、尾部减
少 ’态势 ，各地指数均呈上升趋
势 。 这说明在河北南部地区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 ，乡村产业
经济得到全面提升 ，农村居民生
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 。 ”3 月 1
日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营
销服务中心员工郭兴媛借助电
力服务乡村振兴指数应用平台
分析河北南部地区乡村振兴发
展现状后说。

用电情况是经济发展的“风向
标”“晴雨表”， 电力大数据在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战
略有效衔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2020 年 10 月，国网河北电
力依托河北省能源大数据中心“绿
能云”平台建立“电力看乡村振兴”
数据分析模块。 2021 年 11 月，该公
司在此基础上深化乡村振兴数据
模块应用， 依托用电信息采集系
统，搭建电力服务乡村振兴指数应
用平台，将近 3 年河北省南部地区
乡村产业、农村生活、农业生产等
领域用电情况，与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 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相关
联，结合河北南部乡村实际情况开
展大数据分析，搭建大数据组合模
型，构建了“一总三分”乡村振兴电
力综合指数体系。

“一总三分” 乡村振兴电力综合
指数体系包括乡村振兴电力综合指
数 （RRPI）、 产业兴旺电力指数
（RRPI -A）、 生活富裕电力指数
（RRPI -B）、 农业发展电力指数
（RRPI-C），其中，产业兴旺电力指
数主要包含农村地区第一、二、三产
业用电量指标数据， 生活富裕电力
指数主要包含居民户均用电量以及
用电总容量指标数据， 农业发展电
力指数主要包含农业种植、 畜牧养
殖、 农田灌溉等农业生产用电量指
标。结合乡村振兴电力综合指数，数
据分析人员可以按照“基础调研-体
系构建-实证测算-态势研判”的分
析思路，从“一总三分”四个角度入
手开展分析。 该综合指数能够以图
文并茂的形式直观展示 2019 年以
来河北南部各县（区）乡村振兴发展
现状， 总结各地区乡村振兴推进特
点，量化分析乡村发展差异，为相关
政府部门科学制定乡村振兴决策提
供参考。 （石静 汪洋 安亚刚）

“台吉供电所的服务怎么样？ 有没有
吃拿卡要现象？ 您出现用电难题时他们
能不能及时到位， 协助您解决问题？ ”3
月 1 日， 辽宁朝阳北票市供电公司纪委
工作人员来到北票市台吉镇西台吉村育
苗大棚， 征集棚主人王立明对电力服务
的意见和建议。 北票市供电公司坚持从
客户角度加强廉洁监督，持续推进“清廉
双创”举措在基层供电所落地落实。

“没意见， 供电所服务特别周到，
虽然我们每月用电量只有 300 多度 ，
但是他们还是随时帮我们解决用电难
题，不吃一口饭不喝一杯水，一个电话
就到修完就走， 谢谢他们， 也感谢你
们。 ”正在对棚内的新苗喷淋水分的王
立明说。

王立明的大棚内自动化喷淋设备每

天要定期喷洒两遍， 特殊炎热的季节还
要根据育苗土壤的干湿程度增加， 大棚
内的温度较高，一旦用电出现问题，会延
误种苗的生长和质量。此外，大棚还安装
了全电设备，种苗大棚的卷帘、温控全部
实现电气化。 供电可靠成为像王立明一
样的大棚户的普遍需求。

针对这一需求， 定期义务协助大
棚户解决用电难题， 成为台吉供电所
职工们一项长期坚持的工作， 他们作
出“一刻钟抢修圈 ”的服务承诺 ，喊出
“大棚建到哪里， 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的誓言，开通保电“绿色通道”，义务协
助棚户检查大棚内灯具 、导线 、插座 、
开关、漏电保护器和浇灌排水 、卷帘 、
温控系统等用电设施， 义务更换老化
和破损设备， 帮助整改棚内接线不符

合要求、私拉乱接等安全隐患，提供用
电指导。

如今，在北票市，像台吉镇这样的智
慧农业种植大棚， 遍布全市 27 个乡镇，
品种也从蔬菜发展到花卉、育苗、九九草
莓、黄金蟠桃等，产品远销东北三省。 一
年四季， 大棚基地到处都会看到供电职
工带着工具进入大棚内， 协助棚户安全
用电的情景。

2 月 28 日，一场大雪降落北票。降
雪前夕， 北票市供电公司各供电所职
工深入大棚基地， 协助大棚种植户检
查用电线路绝缘情况， 落实开关设备
防风雪措施， 指导大棚户遇到极寒天
气使用电暖保苗时如何预防火灾 ，并
发放便民服务联系卡， 确保了大棚户
成功应对暴风雪天气。

去年以来， 针对智慧农业大棚持
续增加、 经济开发区不断引入企业的
局面， 北票市供电公司纪委围绕基层
供电服务和重点项目建设， 深入开展
“清廉双创”工作，筑牢廉洁从业防线。
建立健全了包括业扩报装 、 应急抢
修 、电费电价 、报修服务 、工程管理 、
作风形象、 工作纪律、 廉洁自律等 8
大项廉洁风险台账 ，梳理完善基层供
电所 “小微权力 ”清单 ，健全完善 “小
微全力 ”管控考核评价流程图 ，确保
一本台账提示风险 、一张清单严管权
力 、一套流程严格考核 ，以高标准的
纪律监督， 持续深化廉洁教育， 常态
实施廉政监督， 展现新时代的电力服
务和建设水平， 全面提升客户电力获
得感和幸福感。 （朱磊 刘树坤 ）

辽宁北票开展“清廉双创”活动保障客户用好电———

大棚建到哪里，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强电网 助发展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印发的《内蒙
古自治区“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简
称《规划》）提出，“十四五”末，内蒙古可再生
能源发电装机达到 1.35 亿千瓦以上，全区可
再生能源在更大规模发展的情况下实现合理
利用，平均利用率保持在 90%以上。 “十四五”
期间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8000 万千瓦以上，
占全部新增装机的比重超过 60%， 成为新增
装机的主力。

《规划》明确，内蒙古蒙西将充分利用上
海庙至山东 、蒙西至天津南 、锡林郭勒盟一
交一直、 蒙西至京津冀等特高压外送通道，
加快推进鄂尔多斯、 阿拉善、 巴彦淖尔、包

头 、锡林郭勒等新能源基地建设 ；结合蒙东
地区电力需求增长和系统调节能力提升，在
通辽、赤峰等地建设一批百万千瓦级的新能
源基地。

业内人士认为， 内蒙古新能源产业集群的
构建，给绿色蒙电外送带来巨大挑战。 国家能源
局曾因“三北”地区“弃风”加剧，紧急叫停过“三
北” 风电建设。 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大背景
下，内蒙古去年至少有 20 吉瓦风电并网，随着
内蒙古新能源大基地建设提速， 如何缓解当地
可再生能源“消化不良”，提高新能源电力外送
“直通车”利用率，成为内蒙古有关部门思考的
重点。

内蒙古拥有得天独厚的煤炭及风光资源，通
过蒙西电网与华北电网互联， 通过蒙东电网与
东北电网互联。 目前，内蒙古已投运“三交三直”
特高压工程， 自 2013 年起其历年外送电量排名
全国第一。

“随着近几年新能源快速增长，内蒙古电网
建设需进一步强化。 如何统筹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新能源高效消纳需求、提升局域电网调节支
撑能力，内蒙古在不断提升‘内功’。 ”一位不愿
具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内蒙古正在研究出
台支持电网加快建设的政策措施， 确保与新能
源项目同步投运。 对电网企业建设有困难或规
划建设时序不匹配的新能源配套送出工程，允

许发电企业在自愿的前提下投资建设。 ”
记者从内蒙古电力集团呼和浩特供电公

司（简称“呼和浩特供电公司 ”）获悉 ，“十四
五”期间，其计划投资 104 亿元，建设 35 千伏
及以上电网基建项目 58 项 ，新建及改造 10
千伏线路 844 条 ，加强首府地区网架结构 。
蒙西电网将提高电网数字化 、 智能化应用
水平 ， 满足新增负荷用电需求和新能源汇
集送出需求。

为满足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的汇集与送出需
求，内蒙古将按照提升一批、投产一批、开工一批
的发展思路，努力提高输电通道中新能源电量的
占比，提高特高压输电通道利用率。

记者注意到，《规划》提出，在蒙西至天津南交流
特高压、上海庙至山东直流特高压、锡林郭勒盟交直
流特高压等既有特高压外送输电通道以及传统火电
厂外送专线基础上， 统筹送端周边地区资源条件和
环境条件， 大幅提高存量外送输电通道中可再生能
源占比和通道利用效率，以满足“十四五”期间新能
源外送需求。

记者了解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将按照远近
结合、分步实施的原则，将城区电网“网格化、单元
制”，构建高、中、低压配电网相互匹配、目标明确、
过渡清晰的网络。 预计到“十四五”末，呼和浩特电
网将逐步形成主网架分区合理、 网架坚强的输电
网，正常方式下各分区间相互独立，紧急情况下各
分区之间具备一定的相互支援能力，满足新能源汇
集送出要求。

在业内人士看来，除了强化电网“内功”外，内蒙古
还需要优化电力调度运行， 动态调整各类电源发电计
划，探索推进多种电源联合调度，促进可再生能源在省
级电网内就地消纳。 此外，内蒙古需要推动当地配电网
扩容改造和智能化升级， 提升配电网柔性开放接入能
力、灵活控制能力和抗扰动能力，增加电网就地就近平
衡能力， 构建适应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并网和多元负荷
需要的智能配电网。

呼和浩特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未来将统筹
配置空间资源，高起点、高标准建设配电网，提高供电
可靠性和智能化水平，适度超前建设配电网。 例如，结
合首府“两个千亿元级乳产业集群”功能定位和负荷发
展情况，探索运用绿色节能新技术、新工艺，重点推进
配套电网建设，助力首府从“中国乳都”向“世界乳都”
迈进。

《规划》提出，开展农网巩固提升工程，与提升风电、
光伏等分布式电能就近接入有机结合， 推进农网智能
化。 在电网基础建设薄弱且用电负荷分散度较高的偏
远末端配电网、农区牧区等地区，因地制宜推动风电、
光伏开发。

记者发现， 呼和浩特供电公司百亿元电网投资的
另一重点是，在原农村电网改造升级的基础上，通过改

造和增容等工程，大幅提升农村供电质量，力争到 2024
年，农村地区用户年均停电时间不超过 8 小时，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对于内蒙古农网发展的未来，业内人士建议，解决农
村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用电瓶颈问题， 因地制宜布局新电
源点，解决局部地区电力廊道与土地使用的矛盾，缓解
部分地区春节、农忙等季节性负荷突增引起的供电压力。

强网架，提升电网“内功”

优调度，实现互联互通

升农网，提高乡村供电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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