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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出生、只有中专文化的南方
电网云南昆明供电局变电修试所高级
继电保护工李辉，从一名普通电力工人
成长为“学习型、知识型、创新型”当代
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2023年，他获得
被誉为“工人院士”的第十六届中华技
能大奖。他带领团队先后完成技术攻
关 60 余项，主导制定 2 项国家标准，解
决 1 个国际性难题，拥有 6 项行业首创
技术，取得国家专利50项。先后获全国
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中央企业先
进职工、全国能源化学地质系统“大国
工匠”、云岭首席技师等荣誉称号，是践
行“工匠精神”的优秀代表。

●啃下“硬骨头”

2009 年，李辉接到一项改造任务，
对云南省第一座、同时也是西电东送重
要枢纽的 500 千伏草铺变电站运行多
年的设备进行改造，以保障电网安全稳
定运行。这个站非常特殊，最初建设
时，很多设备都是从不同国家引进的，
设备比较复杂，核心技术掌握在国外厂
家手里，出现故障，企业只得高薪聘请
外方专家来修理。在改造变电站设备
的那段时间，李辉吃住都在站里。他每
天早上 8 点准时进入施工现场，做试
验、测数据、检查调试……晚上接着分
析工作难点、核对图纸、反复测算……
完成了整整几大摞完整详尽的试验分
析报告。

凭着这股劲儿，他逐步掌握了各类
设备技术参数和性能，带动团队苦战了
14个月，最终顺利完成了技改任务。从
刚开始的无从下手，到能排除一些简单
的设备故障，再到最后自主完成全部设
备的改造，彻底摆脱了对国外技术的依
赖，实现了技术自立自强。

●挑战各类技术难题

作为一名继电保护员，完成日常维
护检修、突发缺陷处理等工作已相当耗
费精力，但李辉却闲不下来。一有时

间，李辉就泡在工作室里，甚至还在自
己家里设了一个试验台，利用各种淘
汰、退役的设备做试验。平时工作忙没
功夫，他就利用休息时间在家研究。“练
好技术、掌握绝活”是李辉心里给自己
定下的规矩，有了绝活才敢于挑战技术
难题。

上世纪90年代，我国变电站主设备
冷却循环散热系统由电磁元件构成。分
离式的电磁元件容易发热、震动，造成损
坏，导致设备故障率很高。经常处理这
类缺陷，李辉琢磨怎样从源头上解决。
他自学微控制器技术，设计电路板，将大
量分离元器件构成的逻辑电路，改由微
控制器程序来控制，制作了当时国内最
早的微机型风冷控制器，极大提高了散
热系统工作的稳定性。组织研发“多路

式荧光光纤智能温度测量即控制系统”，
彻底打破国外对大型电力变压器测温
技术的垄断；实现无源光纤专用网络交
流电气量同步采集误差不超过百万
分之一秒，支撑了国内第一个面域达
180 平方公里“区域保护及自愈系统”
的成功建设……李辉不断向各种技
术难题发起挑战，推进着技术的创新
发展。

在同事眼中，李辉喜欢学习和钻
研，遇到问题一定要琢磨明白。外人看
来枯燥乏味，他却乐在其中。

●搞创新让人快乐

很多人觉得李辉辛苦，但搞创新却
让他非常快乐。李辉在工作中恪守“创

新服务生产、实效体现价值”的准则。
近年来，随着电网的建设、发展，跨

片区不停电调电动辄需要几个电站、几
十名专业人员配合才能完成，需要耗费
大量人力物力，还伴随着各类其他风
险。能不能由调度员发出指令，自动装
置在远方接受指令完成快速调电？面
对生产的迫切需要，李辉和团队成员仅
用时一年半便成功研发“不停电快速调
电装置”，将调电需要的人力从过去多
个电站几十人，缩减到只需要2个工作
人员配合参与，同时也降低了停电的风
险。该技术填补了国内无专用快速调
电装置的技术空白，并成功转化为产品
在行业内推广应用。

最近，李辉正在新研发一个装置。
需要在一块长 20 厘米、宽 10 厘米的电
路板上，分布大大小小上千个电子元器
件。在最密集的区域，很多元器件只有
芝麻粒太小，间距不到1毫米。李辉手
持电烙铁，在电子放大镜的辅助下，一
边比对设计图纸，一边小心翼翼地焊
接。焊接完成，李辉将电路板装进他新
研发的装置中，打开电源开始调试，测
试正常。这是李辉基于龙芯CPU的数
字式保护、测控及在线监测一体机研
发，把国产的龙芯 CPU 嵌入新研发的
系统，助力电力系统装备的芯片国产
化，确保电网运行更加安全、可控。

在这样飞速发展的技术升级中不
落伍，甚至还能居于人先，李辉认为最
重要的素质是坚持。“我参加工作时就
是一个中专毕业生，我并不是最聪明
的，但我是最能坚持的。”这种坚持不懈
的专注执着，让李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
技能上的突破。

在摘得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评选的十六届中华技能大奖后，面对同
事们的祝贺，李辉这样说：“有人说，作
为一个工人我这是拼到顶尖了，但是我
感觉，我还和 31 年前一样，爱这个专
业，再苦再累都觉得很带劲，很愉快，我
还有一颗年轻的心、好奇的心、奋斗的
心，用技术创新解决实际问题让我更有
成就感。” （王宇 刘杰 曹春霞）

一名快乐的“电网老兵”

从普通电力工人到从普通电力工人到““工人院士工人院士””

2023年，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积极
融入广西“四大专项行动”，投资72亿元推
进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大力实施供电
可靠性提升攻坚专项行动，完成2180项低
电压专项治理，惠及500万用户；持续实施

“三零”“三省”服务，完成农村地区业扩延
伸30.93万户，减少客户接电成本约10.66
亿元，农村用电营商环境得到进一步优
化。一幅电力足、乡村美、产业兴的乡村振
兴画卷在八桂大地铺展……

●●城乡共享 放心电致富电

截至2023年年底，河池市天峨县长安
家园社区里，从事百香果、板栗等农产品
深加工、年产值达 6000 万元的广西天峨
壮峨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开足马力生产；广
西天峨金桂元食品有限公司升级精深加
工新设备，茶籽油年产量从500吨扩大到
3000 吨……社区住着 7500 多名从深山搬
迁出来的群众，家门口的生产线一派繁
忙，勃勃生机。

随着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等战略落
地，一大批生态新城在县域和乡镇新区拔
地而起。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持续加大
电网规划建设力度，2023年实现220千伏
变电站广西县域全覆盖的同时，高标准实
施73个供电配套完善项目，助力群众搬得
出、住得下、有就业、能致富。天峨县乡村
振兴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坚强电网提升了
城乡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给天峨县推
进乡村振兴、推动新型城镇化大建设大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放心电、动力电是乡村振兴的“硬核支
撑”。2023 年，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全
力服务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
设，投资72亿元实施服务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与农村电网巩固提升专项行动，建成
投产220千伏天峨、凤山变电站等一大批
乡村振兴电网项目。同步大力实施供电可
靠性提升攻坚专项行动，完成2180项低电
压专项治理。截至2023年11月，广西农村
区域供电可靠率、电压合格率、户均配变容
量分别提升至 99.84%、99.76%、2.28 千伏
安，均高于国家标准。

比数字更直观的是老百姓的用电感
受。百色市德保县东凌镇平交村13个屯
581 户村民过去由地方电网供电，设施长
期未进行改造，低电压、裸导线等安全隐患
突出，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主动作为，投
资1669 万元全面解决平交村“频繁停电”
等老大难历史遗留问题。村民李荣刚感
慨：“再也不用‘抢’电了，电器也可以放心
用起来。”在河池市南丹县六寨镇，电网升

级后，台区末端也能敞开用电。村民韦仕
能高兴地说：“可以整晚开空调了！新能源
车也可以随时充上安心电了！”

●●“数”“智”融合 兴业态富口袋

贯通城乡的“电力高速”，既是城乡发
展大动脉，也是产业升级大通道。山区乡
野因电而变，特色种养业、农产品深加工、
特色旅游等产业蓬勃发展，呈现出“电足百
业兴”的蓬勃景象。

入冬以来，食用菌进入销售旺季。在
河池市东兰县三石镇食用菌产业核心示范
区，工人们每天采摘新鲜的黄金菇、鹿茸菇
等，整理装袋、外运销售，供不应求。“系统
自动调节温度、湿度、通风、光照，打造原始
森林一般的环境。”食用菌基地负责人黄文
越介绍，南方电网公司为东兰县食用菌产
业提供专线保电，24 小时不间断可靠供
电，支撑智能调控系统等高科技应用，该基
地目前年产食用菌1440万棒，年产值达上
亿元。

2023 年，三石镇食用菌产业上榜国
家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项目。1 至 11
月，三石镇用电量 3080 万千瓦时，同比增
长11.7%。

东兰具有典型的山区地貌。针对山区
通信信号较差、故障定位难等实际，南方电
网广西电网公司以东兰为试点打造现代化
农村电网示范县，完成东兰全县2000多个
智能台区全覆盖改造，做到设备状态实时

感知、精准控制及快速响应。如今，在东兰
县，农村居民足不出户办理用电业务、无人
机无线充电自主巡检线路、电力大数据支
撑政府决策等智能化应用已经成为现实。
2023年，广西电网公司《“互联网+数字电
网”赋能乡村振兴》等3个项目参加自治区
第一届“兴桂杯”数字乡村创新大赛获二、
三等奖。

在“中国葛根之乡”广西藤县，2023年
12 月，迎来粉葛收获季，加工企业开足马
力生产。为做好供电保障服务，南方电网
广西新电力集团藤县供电公司放飞无人
机，翻越山岭、沟壑、河流等复杂地形，开展
全自主巡检，对贯通城乡的电网动脉进行
安全“体检”。

“我们加快对中压以下配电网的智能
化建设，应用无人机自主巡检和不停电作
业等手段，推动藤县电网逐渐向数字化、智
能化转型。”南方电网广西新电力集团藤县
供电公司总工程师谢宝威介绍。2023年，
藤县现代化农村电网实现配网机巡覆盖率
90%、智能电表覆盖率 100%，供电可靠率
有效提升至99.79%。

县域经济和乡村产业正在成为发展新
动能。2023年，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基
本建成南宁横州市、防城港东兴市城区、百
色田阳区头塘镇等3个新型城镇化示范区
和河池东兰县、梧州藤县2个现代化农村
电网示范县，推动全区农村电网向数字化
转型升级，赋能县域发展，有力支撑示范区
全社会用电量年平均增长近10%。

2023年，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全面
履行社会责任，向107个帮扶村派驻135名
驻村帮扶干部，配合地方政府部门推动帮
扶村“五大振兴”工作，该公司定点帮扶的
107个村村集体经济规模全部超过5万元，
其中10个村超过50万元。该公司定点帮
扶工作连续6年荣获自治区考核评价最高
等级“好”，并获得自治区2021-2022年度
先进后盾单位。

●●电绿山乡 “颜值”“产值”兼具

随着乡村产业的升级、居民生活品质
的提高，乡村绿色出行、绿色用能成为新风
尚。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坚持以数字
化、绿色化协同促进新型电力系统、新型能
源体系建设，助力农村新能源开发利用，有
力支撑农村地区能源结构转型，推进宜居
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

走进桂林全州县才湾镇毛竹山村，青
山绿树环绕，楼房错落有致，成片的葡萄种
植园整齐延伸。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
明介绍，得益于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给
葡萄园安装抽水电源装置，用电灌溉更方
便，如今葡萄种植技术更成熟，还安装了滴
灌系统。2023年，毛竹山村葡萄年产值达
580 万元，带动周边地区示范种植葡萄超
3000亩，毛竹山村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3.8万元。

在百色市乐业县逻沙乡，云锦般的格
桑花、凤尾菊盛开在连绵起伏的山地上，一

座座“大风车”矗立其间，随风起舞，如诗如
画。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加快建设风电
场项目送出工程，不断拓宽能源输送电力
高速，投运220千伏雪莲变电站等电网项
目，化解乐业县城大面积停电风险的同时，
每年可提供约4.5亿千瓦时的清洁能源电
量支持老区发展，为63个村约11万人带来
分红收益。

漓江边的桂林市阳朔县兴坪镇大河
背村三面环水，村口就是 20 元人民币背
面图案元宝山的绝美风光，成为网红打卡
点。2023 年投运的阳朔大河背充电站等
充电设施为大河背村绿色出行添色不
少。桂林新能源车主秦艺珈很开心：“没
想到村里也有这么现代化的充电站，快充
速度很快，绿色出行也能更好地保护这里
的生态环境。”

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2023
年，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优化农村新能
源项目并网服务流程，做到“应并尽并”，
累计并网县域35千伏及以上新能源项目
58 项，10 千伏及以下分布式新能源项目
2.3万项，满足414万千瓦新增容量并网接
入需求；同步做好辖区内 2061 个光伏扶
贫电站服务管理，全年累计补贴超 6766
万元。同时，该公司加快推动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到2023年底累计建成投运了4座
液冷超充站、3000 余座充电场站、1.75 万
个充电桩、15 座换电站，助力广西绿色出
行、绿色旅游经济发展，让更多诗和远方
照进现实。 （陈钦荣 孙靖凯 李杏燕）

广西广西：：电力赋能电力赋能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2023年12月7日，南方电网广西河池罗城供电局客户服务人员在广西中源山泉有限公司了解企

业用电需求。 全达鹏/摄

2023年12月3日，广西新电力集团藤县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主动上门了解果农用电需求。 李杏燕/摄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生
态环境厅等17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印发《山东省适应气候变
化行动方案 2035》的通知（以
下简称《行动方案》）。《行动方
案》分别提出了到 2025 年、
2030 年和 2035 年山东省应对
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

到2025年，山东省将基本
形成适应气候变化政策体系
和体制机制。气候变化观测
网络实现天地空全覆盖，气候
变化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监
测预警能力持续增强。气候
变化不利影响和风险评估水
平进一步提升，气候相关灾害
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现代化
取得阶段 性进展。自然资
源、水资源、农业、能源、交通、
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及城市、
沿海、沿黄等重点区域适应气
候变化行动有效开展。适应
气候变化区域格局基本确
立。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
点取得显著进展。先进适应
技术得到应用推广。全社会
自觉参与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的氛围初步形成。

到 2030 年，山东省将基
本形成气候变化观测预测、影
响评估、风险管理体系，确保
气候相关重大风险防范和灾
害防治能力显著提升。各领
域和区域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全面开展，自然生态系统和经
济社会系统气候韧性明显增强。全社会适
应气候变化理念广泛普及，适应气候变化
技术体系和标准体系基本形成，气候适应
型社会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到2035年，山东省气候变化检测预警
能力将达到同期国内领先水平。气候风险
管理和防范体系基本成熟，干旱、暴雨、风
暴潮等重特大气候相关灾害风险得到有效
风控。适应气候变化技术体系和标准体系
更加完善，全社会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显著
提升，气候适应型社会基本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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