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悦 徐梓沐 赵芳芳

11 月 8 日，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
以 “建设包容、 普惠、 有韧性的数字世
界———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
主题，迎来“十年之约”，并首次实现 100%
“绿电”办会。

回首 2014 年秋，世界互联网大会首次
开启“乌镇时间”。 2015 年，新一轮电力体
制改革开启， 能源行业进入全新时代；“互
联网+”行动正式提出，能源互联网也就此
在中国安营扎寨。

十年来，于乌镇所在的之江大地，古镇
桨声欸乃之“慢”和技术日行千里之“快”，
奇妙碰撞、和合共生。

■■十年“网”事知多少

乌镇，因“网”而兴。
曾经，这张网是河网。地处两省三市交

汇处的乌镇，自古便以水网密布著称，交通
便利，人烟繁盛，物阜民丰，成就了“来过，
未曾离开”的江南底色。

后来，这张网是互联网。2014 年 11 月，
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召开， 彼时的
人们料想不到这个大会在十年后会让乌镇
站在数字浪潮之巅，一望时代发展的盛景。

殊不知，从“枕水乌镇”到“云上乌镇”
的背后， 一张愈发智能可靠的水乡电网也
在悄然建强织密，乘“数”而上。

十年间， 乌镇相关的各电压等级变电
站新增 3 座，地区电网容量扩充 13.2 万千
伏安，配网线路增长近 150 公里，相当于在
电网规模上又建了将近“2 个乌镇”。

从单电源供电到主会场“双电源、双线
路、双接入”的“三双接线”可靠供电，AI 巡
检无人机、变电站虚拟值班员、AR 数字安
全帽、电力巡检机器狗等 40 余项数字电力
新科技从展台走向保电现场， 乌镇从 B 类
农村区域电网进阶为国际一流配电网，核
心镇区供电可靠率达到 99.999%。

“乌镇时间”里，是浓缩版的浙江电网。
将时间拉开，放眼浙江，数字化贯穿于输、
变、配、用全过程。

依托电网设备与先进传感、信息通信、
自动控制等技术深度融合， 通过物联管理

平台实现底层数据实时传送到设备主站监
控系统接入终端设备，电力设备的“数字地
图”有效构建。 大到特高压输电网络的“大
动脉”，小到终端配电网络的“毛细血管”，
更多要素实现可观可测、可调可控。截至目
前，浙江省“电网一张图”建设已完成 2587
座变电（换流）站站端信息接入，集控系统
已监控设备信息量达 192.8 万条。

从停电检修到机械化带电作业，从智
能化不停电作业到机器代人，巡检作业模
式实现从 “人
工”向“智能”、
从 “单一 ”向
“立体 ” 的转
变。 2022 年，浙
江省已经实现
无人机巡检的
规模化应用 ，
并建成覆盖全
省的输变配全
专业无人机管
控应用， 机巡
作业实现全流
程线上流转 ，
缺陷图像智能
识别准确率达
80%，精细化巡检效率提升 3 倍，通道巡检
效率提升 5倍。

从输电线路到配网末端， 从变电运维
到供电台区，5G 网络+量子加密、数字孪生
电网等电力黑科技无处不在， 让运行与计
算同步，让隐患预判先行,“互联网之光”赋
予数字电网更多可能。

■■互联网之光照进千家万户

江南好，风景日日新。
十年间， 乌镇全域 110.93 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数字经济企业数从 12 家增至 1000
多家 ， 地区生产总值从 28.4 亿元升至
101.53 亿元，踏上“百亿台阶”。

隐藏在发展背后的电力供给与服务，
也被“互联网+”深深浸润，有效链接电力大
数据和千家万户及市场主体。

在乌镇，通过推行“办电做减法、服务
做加法”， 设立园区驿站开展用电业务，联

动实现不动产登记与水、电、气、电视过户。
通过 “网上国网”APP 线上办理用电业务，
实现涵盖所有居民和部分企业的简单常用
业务“一次都不跑”。

以乌镇为原点， 互联网的涟漪不断荡
漾开去。电力数据价值被不断深挖，“流动”
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在国网嘉善县供电公司营业窗口，联
合上海、 江苏等地供电公司设立了长三角
一体化服务专窗实现“一窗通办”，让长三
角示范区供电服务“同质同感”。衢州、湖州
等地协同安徽等地，统一服务标准，实现 17
项电力业务线上线下 “异地办理、 一次办
成”，跨区办电更为便利。

在湖州安吉，种植户陈全安掏出手机，
登录安吉县供电公司乡村智慧用能平台，
就可以查看农田湿度、 温度和作物生长情
况。 在杭州、金华等地，电力大数据化身贴
心电保姆， 通过电力大数据监测老人生活
和健康状况， 发现异常可以第一时间对老
人进行紧急救助。 “电力消费指数”“乡村振
兴电力指数”等一批标志性电力数字产品，
为共同富裕、 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更科
学的数据分析监测评价手段。

在浙江省能源大数据中心， 全省能源
数据的采集、汇聚、加工和应用有序进行。
截至今年 10 月底， 该中心已完成全省
29773 家重点用能企业数据接入， 汇聚煤、
油、气等多品类、高频度能源数据 279.6 亿
条， 上线 “节能降碳 e 本账”“电能碳一张

图”等 60 余项能源大数据产品，实现园区
网荷互动高效化、能效管理数字化、能源消
费低碳化。

田间地头、楼宇街巷、企业车间、项目
一线， 供电服务触角经由数字网络向每一
个角落延伸。

■■能源互联网韧性从何来

回看这十年，是数字经济的“黄金时代”，
也是“互联网+能源”蹄疾步稳的起步阶段。

面向未来， 本次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
峰会提出要构建一个 “有韧性” 的数字世
界，这一“韧性”对新型电力系统同样重要。

“双碳”背景下，天然具备波动性与不
确定性的可再生能源将大量替代化石能
源，电动汽车、分布式电源、新型储能等多
元主体广泛应用，对电力系统安全、高效、
经济运行提出更大挑战。

同时，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清洁低碳是目
标，安全充裕是前提，经济高效是关键。 “既
要、又要、还要”的三元困境下，韧性何来？

今年 4 月，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加
快推进能源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若干意
见》提出，加快推进能源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的总体要求和各项任务举措， 为找到三者
最佳平衡点指明方向。

十年间，从“多元融合高弹性电网”到
“数字化牵引新型电力系统”， 再到如今的
“数字浙电”， 作为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

区的浙江，不少积极探索正在涌现。
眼下，虚拟电厂正在嘉兴、金华、宁波

等地走进现实，空调负荷、新能源汽车、储
能、分布式新能源等灵活可调资源，正通过
数字化技术得以链接， 通过虚拟电厂这个
能源协调管理系统， 实现对海量分布式异
构资源优化调度和精准控制。截至目前，国
网浙江电力已建成具备 1100 万千瓦日级、
200 万千瓦小时级、130 万千瓦分钟级调节
能力的虚拟电厂负荷资源池。

眼下，砖连砖成墙，瓦连瓦成房，长三
角地区正通过织就“电网一张图”推动跨区
协同发展。前期资源信息一网通看、源网荷
自定义统计、事前事中事后投资精准把控、
业扩接入方案立等立取、 生产经营一套表
自动生成……这样的“数字一张网”应用正
推动形成长三角区域新发展格局， 逐渐成
为能源互联网的区域缩影。

眼下，在杭州泛亚运、宁波泛梅山、嘉
兴海宁尖山、 丽水等试点区域源网荷储广
域互动示范建设多点开花，成效显著。今年
8 月，全国首个“共建共享”清洁能源汇集
站———丽水缙云风光水储能源汇集站正式
投运；今年 10 月，5G 电力虚拟专网、量子
加密智能开关、数字孪生电网等一众“黑科
技” 如纽带般串联起精彩亚运背后的坚实
电力保障网络， 源网荷储全局优化和广域
互动更进一步，电网韧性不断加强。

之江大地上的星星之火能否通过数字
基因得以燎原？ 下一个十年，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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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透过过““乌乌镇镇之之窗窗””看看见见能能源源互互联联未未来来

本报讯 日前，中石化南京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南化研究院”）C307 型甲醇合成催化剂经两家国际
权威认证公司认证，完成行业首款甲醇合成催化剂产品碳
足迹双认证。

南化研究院作为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新产品新工艺的研究开发和推
广应用，建院以来在催化剂及洁净能源、CCUS、聚酰胺新
材料、硫回收节能环保、苯化工、橡胶油田助剂及高端化学
品等产业链技术集群形成了成套的技术和产品，在国内和
国际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南化研究院拥有国家化工催化
剂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化工催
化剂分技术委员会、江苏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石化重
点实验室等 20 多个国家、省部级科研平台，并获得国家知
识产权示范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江苏
省研发型企业等多项荣誉称号。

此次开展碳足迹认证的 C307 型甲醇合成催化剂是
南化研究院在原有催化剂产品基础上持续研发改进后产
品。 该催化剂的主要原材料为铜、锌和铝的氧化物，用于
以煤为原料的大时空产率要求的中低压甲醇合成装置，
提高甲醇合成反应过程的传质和传热性能，催化剂活性、
稳定性和甲醇选择性达国际先进水平，于 2015 年在南化
研究院全新的自动化生产线投产， 目前已出口国外超千
吨。C307 型甲醇合成催化剂为南化研究院先后赢得 45 项
中外发明专利、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技术市场协
会金桥奖突出贡献奖、中国化工协会技术发明二等奖等多
项荣誉。

产品碳足迹是产品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过程的度
量，是评价产品绿色低碳属性的基础，量化产品碳足迹是
企业减少碳排放量过程中的第一步，也是企业设定碳减排
的基石。产品碳足迹认证作为一项全球先进企业广泛采用
的、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自愿行为，有助于行业深入了解

产品的生命周期过程对环境的影响，并及时采取相应的低
碳减排方案。产品碳足迹认证有助于南化研究院清晰了解
催化剂产品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帮助南化研
究院认识自身生产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而对碳排放
进行有效地监管，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量检验、物流
配送等多个环节制定相应策略，通过优化生产流程实现低
碳减排， 推动企业及行业的可持续性低碳高质量发展，助
力中国及全球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承担本次产品碳足迹认证工作的两家认证公司均是
国际领先的技术服务供应商，在碳足迹领域具有丰富的经
验和专业知识。 此次认证工作严格按照《ISO 14067:2018-
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的要求和指南》《ISO 14044:
2006： 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价要求和指南》《PAS2050:
2011-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
范》标准要求，覆盖周期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依据产品碳足迹生命周期评价模型，分析 C307
型甲醇合成催化剂在原材料获取、制造、包装及运输等环
节的碳排放情况，完成产品“从摇篮到大门”的碳足迹评价
工作，并最终给出 C307 型甲醇合成催化剂产品碳足迹认
证报告证书。

此次甲醇合成催化剂获得产品碳足迹行业首例双认
证，体现了南化研究院紧抓国际市场决心，是积极应对新
型绿色贸易壁垒、提升品牌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南
化研究院在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化和管理上迈出坚实的一
步， 充分体现南化研究院对产品的全过程碳管控能力，彰
显其对可持续低碳发展承诺的行动力。该认证在向公众提
供产品生命周期阶段温室气体排放信息的同时，也将助力
南化研究院增强与合作伙伴关系， 打通上下游碳数据对
接，推动供应链全过程降碳管理，持续深入实施绿色发展
理念，为社会提供更加安全、健康、环保的产品和服务，更
好地服务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杨兴 袁浩然）

本报讯 11 月 5 日， 在青海省
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千湖畜产
品合作社的加工冷库内，国网青海
省电力公司派驻玛拉驿村的第一
书记郭璐正带领着几名工人，将一
箱箱屠宰冷冻、加工包装后的“玛
多藏羊”装车，准备发往 2700 多公
里外的上海，成为餐桌上的“高原
美食”。

玛多县是国家电网公司定点
帮扶县。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近年
来在玛多县大力实施农配网巩固
提升和清洁取暖项目，加快乡村标
准化配套电网基础设施改造，建设
“电力爱心超市”和“村网共建”便
民服务点， 助力实现乡村产业兴
旺、生态美丽宜居、牧民富裕富足，
打造具有高原特征和青海特色的
乡村振兴典型样板。

“玛多藏羊”是国家农产品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具有皮毛纯白、
肉质细嫩、 口感好的特点。 2019
年，“玛多藏羊” 成功入选上海市
对口帮扶地区“百县百品”名录。
玛多县政府依托“玛多藏羊”资源
优势， 大力发展农畜产品支柱产
业，推动实现藏羊肉、牦牛肉等高
原特色产品走出玛多、走出雪域、
走向全国。

面对牛羊肉价格低迷、 销售
困难的情况 ，今年 8-9 月 ，国网
青海省电力公司通过多方积极沟
通， 在前期取得与上海市地方企
业农畜产品帮扶合作意向的基础
上，达成了 2 万斤、价值 138 万元玛多藏羊肉
的首笔“大单”。

10 月 19 日，在“国网惠农帮”APP 上，玛多县
千湖畜产品三方店正式收到这笔订单。 郭璐与该
公司工作人员一起，第一时间将玛拉驿村、江多
村和尕拉村的 600 余只藏羊挑选出栏，集中装车

并运往深加工车间。
为保证藏羊肉加工按时完成，郭

璐主动联系国家电网青海电力三江源
（果洛）共产党员服务队，深入开展用
电安全宣传和设备隐患整治。 该服务
队队员穆凯和同事走进配电室、 加工
车间、冷库等重点用电场所，从供电电
源、应急电源、受电设备等方面进行细
致安全检查， 及时排查整改存在的设
备缺陷和风险点。同时，向该公司开辟
24 小时故障报修“绿色通道”，实施跟
踪服务，确保用电故障第一时间反馈、
第一时间解决。

郭璐还与千湖畜产品合作社相关
人员专门设计了绿色底色的产品包
装，提出了“高原藏系羊肉 敢为天下
鲜”的口号，打造“玛域东措 藏系羊
肉”特色品牌。 “通过推广藏羊肉追溯
体系建设， 我们给每只羊佩戴追溯标
识，建立藏羊‘档案’，采集信息覆盖育
种、养殖、加工全过程，让消费者吃得
安心放心。”玛多县千湖畜产品合作社
负责人介绍。

针对“玛多藏羊”的销售收入，该
合作社将在年底向牧民群众进行分
红，惠及玛多县 3村 275户 869人。 玛
多县委副书记、 副县长张忠锋说：“在
当地电力公司的支持下， 今年我们成
功推动‘玛多藏羊’的订单式合作，既
鼓了牧民们的‘钱袋子’，也丰富了外
地消费者的‘菜篮子’，真正做到了消
费帮扶两头‘甜’。 ”

“‘玛多藏羊’ 是高原绿色有机
畜产品， 是精准实施乡村产业帮扶

的重要抓手。 ”郭璐说，“我们将充分发挥消费帮
扶促进作用，大力实施‘电靓和美乡村’专项行
动，持续开展帮扶产品进企业、爱心订购等采购
帮销活动，不断探索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的
新思路，推动‘玛多藏羊’特色产业发展再上新
台阶。 ” （雒文清）

中石化南化研究院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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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巡检机器狗 沈佳炜/摄

乌镇世界互联网科技馆 赵芳芳/摄

乌镇运河边的输电铁塔 赵芳芳/摄

移动充电机器人在乌镇东栅停车场为新能源车充电 赵芳芳/摄

100%绿电办会 曹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