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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扎根根阿阿坝坝高高原原
——————国国网网四四川川综综能能公公司司援援藏藏干干部部李李颖颖源源的的援援建建承承诺诺

■栗源

两年前，作为国网四川综合能源服务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网四川综能公
司”）安全技术部主任，李颖源在国网四
川电力第四批援藏援彝干部启动会上庄
严承诺———扎根阿坝高原， 为涉藏州县
电网建设奉献力量。

两年后，李颖源实现了承诺。2022 年
11 月，国网总部高度肯定了 “四川院所
协同助力涉藏州县电网建设”以及“院所
一体化建设” 的做法。 而这一实践的落
地， 正值李颖源援藏期间担任国网阿坝
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阿坝公
司”）经济技术研究所主任。

两年援藏，硕果累累，李颖源有效破解
了阿坝电力经研支撑不足、 评审体系不健
全的难题， 将阿坝公司电网规划和项目储
备管理水平带上了一个新台阶。

■■■■ 推动评审流程再造

一到阿坝，李颖源便深入汶川、理县、
马尔康等几家县公司调研，直面经研评审
无组织、无计划、评审深度不够等难题，
并带领团队开展评审流程再造。

如何在人力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提升
评审质效？ 面对难题，李颖源提出批次集
中审查和不合格退出通报机制的设想。对
此，部门同事提出质疑：“主任，这恐怕不
行，阿坝公司以前从没这样干过。 ” “先这
样干，出了问题我负责。 ” 李颖源斩钉截
铁地说。

针对评审人员有限、 专业支撑不足的
问题，李颖源和团队集中力量，率先制定出
项目审查计划管理办法， 按照 “收集-初
筛-发布计划-集中评审”的流程，全面有
序开展计划性评审。同时，制定项目评审工
作实施细则，明确经研所项目评审范围、时
间要求、 评审流程、 评审重点及职责分工
等，使其制度化、标准化，减少了审查不当
行为和风险。通过一系列审查制度建设，评

审质效得到了提升， 也促使业务部门和县
公司提升了项目储备质量和投资精准度。

“我最终想留下的，是一套可以帮阿坝
经研所持续运转提升的制度体系， 以填补
空白。 ” 带着目标， 李颖源带领团队走出
去、 引进来， 与业务部门和县公司积极对
接，还与兄弟单位经研所开展交流。

从 2021 年年初至 2022 年 6 月底，阿
坝经研所累计完成项目评审 1809 项，涉及
金额 14.51 亿元；审定项目 1606 项，送审
金额 12.82 亿元， 审定金额 11.68 亿元，审
减金额 1.14 亿元，审减率 8.89%；取消非必
要项目 203 项，涉及金额 1.69 亿元。

■■■■ “院所一体化建设”落地

如何解决阿坝经研所人员结构相对年
轻、技术储不足的问题，并持续提升其对阿
坝公司的业务支撑， 同时使部门成为备受
重视的优秀团队，成了李颖源的“心病”。

随后一段时间，他拿起笔记本，走进
各业务部门， 与负责人适时开展交流探
讨。同时，主动联系国网四川电力经研院，
围绕党建共建、人才队伍培养、技术水平
提升、 新能源开发下电网策略及涉藏州
县技术技经标准等具体工作开展合作方
案的深度对接。

2022 年 5 月底，阿坝经研所最终成为
国网四川电力经研体系内首家与省公司经
研院协同开展“院所一体化建设”的示范单
位，并计划通过为期三年涉及党建、技术标
准、 工作标准和评价体系四个方面的深度
合作， 实现人才队伍业务技能水平的全方
位融合与提升。

截至目前， 阿坝经研所已有 9 人与国
网四川电力经研院专业技术人员签订师徒
协议。通过“一人一策”培养方案，为阿坝公
司打造一支技术精湛的经研团队。

■■■■ 项目现场评审迈入佳境

“资料不能真实反映现场实际需求，我

们就到现场去。 ”李颖源经常说。
两年中， 他多次带领项目评审团队开

展现场评审，并充分发挥专业技能和管理
经验，答疑解惑，普及技术、技经专业知
识。 结合项目现场评审经验，团队提炼形
成具有阿坝公司项目特点的项目现场评
审手册，为现场评审提供了标准化作业指
南。 李颖源还先后深入松潘、小金等 7 家
县公司， 对 40 余个重大或存在争议项目
进行项目现场核查， 形成审查报告 6 篇，
提出 20 多条建议措施。

在阿坝州马尔康 6.0 级地震发生后，
李颖源带领经研所全体党员 24 小时应急
在岗值守，组织各专业人员全力支撑阿坝
公司做好灾后重建工作。在收到抗震抢险
前线指挥部的受灾统计表后，他组织骨干
不间断工作 72 小时，并高效完成《马尔康
6.0 级震群灾后恢复重建规划方案》 的编
制，报送国网四川电力审查，并取得相关
部门认可。

震后第二周， 阿坝经研所团队克服现
场余震不断、通讯不畅、部分道路不通等不
利条件，深入灾区，实地勘察电网受损情况
收集电网实际需求，并及时组织设计人员，
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深入灾区开展灾后重
建项目的现场查勘和可研编制工作，10
天内完成 29 个项目的可研勘察设计工作。

■■■■ 探索新能源开发与电网共赢

作为国网四川综能公司员工， 李颖源
时刻不忘本行。

在深入了解阿坝州资源现状和国网四
川电力能源发展策略后，他开始思考阿坝公
司的新能源开发事宜。之后，他以国网四川
综能公司申报《电网支持低碳乡村构建的
碳减排潜力评估、源荷协同运行与模式机
制研究及应用》国网科技项目为机会，协
调阿坝公司参与申报， 为项目落地提供
涉藏州县应用场景， 为新能源项目在涉
藏州县孵化打下基础。

在广泛收集阿坝州光伏资源分布基础
上， 他与专业院所多次商讨如何在保证电
网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支撑新能源开发时
序，并向阿坝公司推荐新能源业务，参与阿
坝公司运检大楼“源—网—储”项目方案，
以合同能源管理方式推进阿坝公司静州
110 千伏变电站节能服务项目。

两年来， 李颖源带领阿坝经研所在
国网四川电力经研体系崭露头角， 排名
不断上升，并且连续获得阿坝公司表彰。

回望过去的两年，李颖源感慨：“援建
经历是一种历练，也是一种责任，更是一
种无怨无悔的奉献。 ”

■王众

农历除夕，黑龙江省大庆市的最低气
温降至零下 30 摄氏度。室外滴水成冰，呵
气成霜，但正在巡井路上的辉哥却是满头
大汗。

辉哥名叫孙辉， 是大庆油田第三采油
厂第三作业区注采 303 班组采油工。 工作
近 30 年，油水井上的生产情况他早已烂熟
于心，大家都亲切地称他辉哥。 对他而言，
除夕值班保生产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习
惯了，多少年都这样过来的，油田生产不能
停。特别是节假日，更要确保安全生产。 ”除
夕这天，辉哥还像往常一样，坚守岗位，认
真巡井，全力保障班组油水井的平稳运行。

今年的春节伴着大寒节气而来，受到
超强极地冷空气的影响，大庆油田的最低
气温更是降到近几年冬季的最低值。无论
是油田生产设备， 还是值班巡井人员，这
样的低温都是极大的挑战。

换好厚重的工服工靴，辉哥骑上电瓶
车，开始了例行的巡井工作。 巡井的主要
工作是检查设备的运行情况、掺水情况和
回油压力等。 当天，辉哥要完成作业区内
34 口油井的巡查工作， 并保证其安全生
产。 7 公里左右的户外巡检，雪路难行，电
瓶车车胎频频打滑， 他只能推着车向井

场走去。 刺骨寒风中，他走出了一身汗，
工服也渐渐湿透。

检查到北 3-352-斜 E105 井，辉哥觉
察到了“咯楞咯楞”的声响，而且每次运行
到上死点时，响声格外明显。 凭借多年的
经验， 他判断可能是井筒内残存死油，导
致抽油杆无法跟进。

“必须马上洗井！ ” 辉哥第一时间作
出判断，如果一直这样运行，会导致抽油

杆无法回到井筒，继而卡在井筒外，造成
杆弯甚至杆折。而一旦抽油杆出现杆折情
况，不但无法继续生产，原油还会从井口
飞溅出来， 造成环境污染和安全隐患，而
且更换抽油杆又要经过一次作业，费时费
力，还耽误事儿。 “没有水泥车，就用热洗
泵，要赶紧把这口井处理好。 ”他当机立
断，向班长汇报情况。

汇报完现场情况后，辉哥果断停井，并

将油井导入热洗流程，随后来到计量间，等
待热洗泵的到来。 热洗温度和压力达标后，
他开始控制闸门，观察压力变化，在计量间
和井口之间来回往返，观察洗井效果。

天色渐渐暗下来，气温也越来越低，同
事小张见辉哥巡井迟迟未回， 便赶来了解
情况。“辉哥，那还得好一会儿呢，天都快黑
了，还是先回队部吧，大过年的，吃完饭再
干吧。 ”活没干完，辉哥始终不能安心：“这
口井是三元的高产井，含水低油稠、洗井难
度大，必须盯着，控制好压力、水量，才能尽
快恢复生产。 耽误越久， 影响的产量就越
多。 处理不好，我真是吃不下饭，更没有心
情过年了。 ”“既然这样，不如我在井口控
制，辉哥你在计量间，咱俩一起处理，处理
完一起回去吃饭。 ”

几近晚上七点，远处已有爆竹声隐隐
传来， 洗井的返回温度逐渐达到 60 摄氏
度，辉哥将井起抽，异响已经消失，油井恢
复了平稳运行，他长吁一口气，带着小张
回到了队部。

“这回可以消消停停吃饭、过年了，吃
完饭，咱们一起看春晚！ 听说今年咱们大
庆油田有采油班长被邀请到现场看春晚
了，是全国的高技能人才代表呢。 咱们在
队上洗井，在队里看春晚，也不错。 ”辉哥
高兴地说。

■闫永芳 王刚强

这个春节对山西临汾市汾西县段村的蔡文明
来说意义非凡。 刚刚过去的一年，他家的绒山羊从
90 只增加到 120 只，纯收入达到 4 万元；这一年，
儿子蔡金在县城凤凰广场开了推拿店， 儿媳在自
家院内开了段村老蔡农产品产销店，生意越来越红
火。 但让蔡文明最幸福的事，是他在自己的小院子
里度过了一个不一样的“暖冬”。

“清洁取暖已两个月， 干净卫生， 省时省力又省
钱，重点是家里确实暖和，温度还能调节，真是从来没
有过的冬天啊！ ”1 月 12 日，满面笑容的蔡文明一边
说着，一边指挥着送货工人搬运装修材料。 “电好了，
用着就是舒心。 我还在院里新建了浴室和厨房，正在
装修，还准备买电磁炉、电淋浴器呢。 ”冬日的阳光照
在蔡文明脸上，皱纹里似乎都闪耀着幸福的光芒。

“等村里建起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厂，我就不用出
去放羊啦。 ”谈及未来，蔡文明心怀希望。如今，段村大
力发展养殖业， 全村有养殖农户 47 家， 养殖牲畜近
2000头。“养殖户家里都安装了电动机器，产业发展势
头良好。 ”段村党支部书记李佳莉介绍。

2022 年， 国网汾西县供电公司结合段村养殖产
业发展规模与需求，为该村新建 10 千伏线路 7.22 公
里、0.4 千伏线路 2.22 公里、接户线 3.71 千米，新建
变压器 3 台，改造表箱 32 只。 同时，在段村“一心一
街一基地六大产业”乡村振兴目标引领下，国网临汾
供电公司在该村试点建设“交直柔性互联”新型电力
系统，以“智慧电力”赋能乡村振兴的步伐正在加快。

段村是临汾市 39 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之一，
形成了“一心一街一基地六大产业”的发展模式，即

党群服务中心，商贸一条街，红色教研基地，养牛、
养羊、双孢菇、花卉、蔬菜、庭院经济六大产业。 “汾
西县段村智能微电网于 2022 年 11 月 5 日开工建
设，已完成全部储能基础制作，正在进行 143 基电杆
的组立和架线工作，节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40%，预
计 2023 年 6 月建成投产。 ”负责该项目建设的国网
汾西县供电公司副经理靳轲介绍。

段村微电网建设以集中式光伏和屋顶光伏为
“源”，新建电网 9.4 公里，130 户空气能设备和 2 个充
电桩为“荷”，同时具备储能装置。 段村集中式光伏和
屋顶光伏的绿能，可与储能配套，形成一个可持续输
出绿能的小型虚拟电厂，完全满足全村生产建设，多
余电量还可并网销售。 增加收益的同时，还解决了村
里的用能问题，实现了零碳排放，充电桩建设还助力
了当地乡村旅游建设。

有了新型电力系统和产业作支撑，段村抓住有利
时机，规划建设污水处理管网、党员教育培训基地和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成日间照料中心、公共浴室、棋
牌室、阅览室、餐厅等基础设施，双孢菇生产基地、肉
牛养殖场投入运营，预计年产值 500 万元，村民人均
年可增收 20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有望突破 25万元。

“去年 11 月，我们村 12 座蔬菜大棚就开工了，新
建大棚可实现智能化自动卷帘、通风，补光补水一体
化功能，其中两座马上投产，计划种植圣女果苗 1100
株，预计可产 3 万斤，产值 10 余万元。 ”段村蔬菜大
棚负责人亢永永介绍。

站在段村南垣的制高点放眼望去，砖瓦房红白相
间错落有致，光伏发电板闪烁银光，电杆电线整齐规
范，大棚建设如火如荼，红色旅游正吸引着各方游客，
这个大山深处的小山村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本报讯 2022 年以来，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网宁夏电力”）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基
层、基础、基本功，压实安全基础管理提升 12 项措
施落实，年度外送电量再创新高。

2022 年 12 月 4 日，宁夏“西电东送”两条能源
大动脉向华北、华东累计外送电量突破 6000 亿千瓦
时，发挥着宁夏能源供应稳定器作用。

2022 年以来， 灵绍直流首次实现满功率运行，
两大直流能量可用率、利用小时数全国领先。 国网
宁夏电力贯彻宁夏“能源保供 18 条”，年度外送电
量同比增长 4.53%。

“110 千伏安海线 1 号电缆接头红外测温数据
正常。 ”2022 年 12 月 27 日，国网银川供电公司运维
人员利用电缆精益化管理平台开展电缆通道远程
漫游式巡视，确保地下电缆“大动脉”安全运行。

为有力扭转安全被动局面，2022 年以来，国网
宁夏电力落实国家电网 38 项措施和该公司 55 项
措施，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落实安全基础管理
提升 12 项举措。同时，该公司还创新提出“1234”工
作法，高质量完成专项整治收官年各项工作，全国
首例 330 千伏 GIL 管母改造技术创新实施，750 千
伏沙湖主变 NGK 套管等重点隐患及时消除。

8247 天，是截至 2022 年末，宁夏电网的安全运
行天数。

2022年以来， 国网宁夏电力落实供电质量提升
20 项措施，频繁停电、低电压、抢修质量百万户工单
量持续下降，故障平均修复时长下降 6.85 分钟，全面
推广不停电作业， 机器人带电作业次数位居国网前
列，综合供电可靠率 99.9172%，位居国家电网前 10。

智能化、 科技化也让供电保障有了新 “护身
符”， 国网宁夏电力率先实现新一代集控系统全覆
盖，28 座 220 千伏及以上变电站部署一键顺控，110
千伏及以上无人机自主巡检率 100%；配变融合终端
覆盖率 83.47%，居国家电网首位。 （徐航 李可克）

华电莱州发电公司：
7 天 8 启停
累计发电3.4 亿千瓦时

本报讯 7 天内顺利完成 8 次启停
调峰、累计发电 3.4 亿千瓦时，同比提
升 30%……春节期间， 华电莱州发电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州公司”）根据
电网调峰需求， 共完成启停机组 8 次
之多， 创投产以来短时内启停次数的
最高纪录， 超过山东区域同一时段其
他电厂的启停频次， 累计发电量也创
投产以来春节发电量最高纪录。 这份
保供答卷的背后， 是 300 余名职工坚
守岗位的默默付出。

1 月 20 日， 莱州公司接山东省调
通知，3 号机组备用转运行， 该公司副
总经理曹善勇和总工程师马记盯守现
场， 部署 4 号机组单机运行期间 3 号
机开机的各项保障措施。 3 号机组并网
成功后，山东省调当天 18 点再次通知
该公司：2 号机 1 月 21 日 15：15 与系
统并列，备用转运行；1 号机 1 月 21 日
15：30 与系统并列，备用转运行。

“同时间段内， 两台机同时开启，
自投产以来还是第一次。 同时用启备
变风险比较大，用汽量会相当大，各部
门要提前分析并及时采取措施， 全力
做好充分准备。 ”该公司总经理银山接
到开机消息后再次强调。

“运行统筹调整现有用汽分配，两
台启动炉全部满出力运行，电控分场针
对一台启备变带两台机组启动负载情
况做好容量和保护定值核验，杜绝因启
动造成其它设备跳闸。 ”马记则带领各
专业负责人，一条一条研究讨论两台机
组同时开机的保障措施。 高质量完成每
次启停机任务， 护航电网安全稳定，是
他们给这个春节最好的告白。 （刘艳）

龙煤七台河公司：
春节保供会战圆满收关

本报讯 春节期间， 我国东部地区
迎来了首场强冷空气。 为全面应对极寒
天气，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七台河公司
火力全开，全面打响了春节期间煤炭保
供会战。1月 21日至 1月 27日，装车发
运煤炭 1118车，日均装车近 160车。

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电煤用户需
求， 龙煤七台河公司做好节日期间的
煤源组织调度， 加强装车工作的组织
领导，相关单位成立装车领导小组，落
实“两包三保”保供职责，即包装车煤
量充足，包装储设备正常运行；保生产
装车人员出勤正常， 保装车车辆及人
身安全，保春节期间装车准时、正点及
数量。

担负龙煤七台河公司商品煤销售
和内部运输任务的销售公司、 运输部
在精心制定春节期间外运装车计划的
基础上，加强与保供用户的联系，及时
掌握节日用煤需求， 优化保供装车计
划，将煤种、煤量分解细化到节日期间
的每天装车任务中。

同时，为确保电煤运输安全高效，
七台河矿区铁路及时与铁路部门沟
通，根据车皮流向，优化车辆调度。 坚
守自营铁路的干部职工加强保勤，做
好站区车辆的组织作业，保证第一时
间取送车，压缩矿停时间，实现车辆
的到、解、送、调、装、取、编等全过程
有序衔接，确保电煤列车的快速编组
发运。 （高运峰）

高碑店供电公司：
细化举措
暖心电力迎新春

本报讯 “张师傅，您家的电采暖
设备运行正常， 有问题可随时拨打我
们 24 小时服务电话。 ”日前，国网高碑
店市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到辖区
梁家营镇史家镇村村民张兴亮家上门
走访，并义务检修采暖设备。

为全力护航城乡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保障群众温暖过节，该公司针
对春节返乡用户群体主动上门走访
问需，摸排用电情况，为用户办电开
通“绿色通道”，明确客户经理。同时，
提前会商研判春节用电负荷，通过负
荷切改等技术手段， 调整 10 千伏线
路负荷 3 条，新装、改造配变 10 台，
有力消除了设备重过载情况。 另外，
按照网格化管理模式， 通过无人机、
红外测温和超声局放等科技手段，对
151 条供电线路及设备进行精准巡
检，针对 35 条“煤改电”重点线路落
实差异化运维，及时消除设备运行缺
陷及安全隐患。针对医院、养老院、热
力公司等特殊用户提级管控，协助用
户对电采暖用电设施进行安全检查。

该公司还建立健全了调控、 营销、
运检协调联动的“1+4+3”应急供电保障
机制， 设立专业工作组和保供专班，春
节期间密切监测电网运行状况。 截至目
前，该公司已完成用户走访 1200 余户，
发放服务联心卡 360余张。 （郝嘉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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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微电网绘就段村好“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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