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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电““靓靓””绿水青山绿水青山  共绘美丽密云新画卷共绘美丽密云新画卷
■王丽 王楠

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北京市密云
区，抬头是明媚的“天空蓝”，放眼是怡人
的“生态绿”，绿水逶迤，青山葱茏，草木繁
盛，花鸟为邻……一幅以生态为底的绿色
画卷正徐徐展开。

近年来，国网北京密云供电公司（以
下简称“密云公司”）深入践行“人民电业
为 人 民 ”的 宗 旨 ，为 密 云“生 态 优 、乡 村
美、百姓富”的壮美画卷增添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 推进清洁取暖，
赋能绿色发展，守护生态优

依托良好的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密
云区以好山好水为底气，厚植生态底色，
近年打造出“一步一景”、处处皆可入画的

“密云名片”。密云公司紧紧围绕地区发
展需求，推进煤改清洁能源建设，以可靠
电力赋能绿色发展。

谈起煤改清洁能源，家住密云高岭镇
放马峪村的相久远说：“用电采暖真是太
好了，家里干净不说，还解决了烧煤引起
的诸多问题。农村的冬天也暖暖和和，孩
子们更愿意回来了。”

不仅如此，煤改清洁能源工程的实施，
也让放马峪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俯瞰整个
村落，房屋错落有致，街道整洁干净，处处
绿意盎然，呈现出生态宜居的乡村美景。

放马峪村的变化是煤改清洁能源工
程 建 设 成 效 的 充 分 体 现 。 自 2015 年 以
来，密云公司在确保群众可靠供电、温暖
度冬的同时，积极推进煤改清洁能源改造
任务。面对工程实施范围广、山区线路
长、施工难度大、作业窗口期短等现实情
况，该公司一方面紧密对接区、镇两级政
府加快推进工程前期问题，充分争取社会
各界的认同与支持；一方面启动“大会战”
模式，领导班子带队下现场一线督导，各
级管理人员现场办公，调配资源力量，对
工程现场包括“工作准备、安全交底、过程
管控、质量管控、现场清理”等方面进行现
场检查把关，确保改造任务高效高质推进。

历时 8 年，密云公司累计完成 340 个村
12.1 万户煤改清洁能源改造任务。截至
2023 年底，密云全区实现无煤化，成为北
京市率先实现清洁能源取暖的生态涵养
区，也让密云区 PM2.5 指数连续多年排名
北京市第一。

■■ 推动文旅融合，
完善基础设施，助力乡村美

优良的生态环境，让密云区每年吸引
大量游客前往。近年来，密云区乘着乡村
振兴“东风”，着力打造“一条战略发展带、
三条特色产业发展带、多个特色小镇”的发
展格局，一大批文旅融合产品火出了名。

“每年我都带孩子参加密云生态马拉
松，顺便到密云旅游观光，年年都有不一
样的体验。”一位马拉松爱好者表示。作
为全国首个以“生态”为主题的马拉松赛
事，密云生态马拉松自举办以来，每年
吸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爱好者参
与，成为密云区不可或缺的文
化标志，进一步拉动配套
文旅、餐饮等产业经济。

为 保 障 文 旅 产 业 发
展用电无忧，密云公司充
分发挥电力“先行官”作
用，主动对接并开辟绿色
通道，结合赛事用电需求
及 相 关 产 业 实 际 情 况 ，细 化
各项保障措施，全面做好保供电服
务，提前对涉及的供电线路开展特巡，做
好发电车接入等工作，跟踪解决各类用
电难题。

以千年古树为媒的流苏文化节、一年
一度的鱼王美食节、长城文化节、梨花文
化节……每项活动中都能看到电力人忙
碌的身影。

“这里不仅风光美，配套设施很齐全，
电动汽车充电也十分方便。”驾驶新能源
汽车来密云古北水镇景区度假的王先生
惊喜地发现，这里的景区新能源车充电车
位充足，附近的民俗村也安装了充电桩，
打消了他的“里程焦虑”。

公共充电桩不仅能满足居民日常充

电需求，也为乡村旅游增添一道亮丽风
景。密云公司结合地区新能源汽车充电
需求，深入开展充电市场调研和用电需求
摸排，根据充电数据分析、车流量、新能源
汽车分布特点等进行充电桩选址，不断完
善地区充电网格。同时，完善乡镇特别是
热点景区、民宿周边电动汽车充电桩设施
布局，在各民俗村有序建设充电桩，极大
解决了外来游客在村内的充电难题。

■■ 服务特色产业，
促进光伏建设，实现百姓富

“没想到两三千元一晚的民宿都会被
游 客 预 定 满 ，特 别 到 了 节 假 日 ，更 是 火
爆。”提到近两年村内的发展，密云溪翁庄
镇北白岩村民高兴地说。

近年来，密云区以绿色转型推动乡村
振兴发展，以绿色民宿产业带动区域经济
提升，一家家精品民宿宛吸引大量游客。

密云公司以服务特色产业发展和美
丽乡村建设为主线，主动融入区域发展，
不断在提供优质电力服务上做“加法”，主
动实施服务对接，通过持续改善农村电网
基础，优化配套电力设施布局，完善服务
保障机制，为乡村农旅融合注入源源不
断的“电动力”。同时，结合镇域文旅产
业经营模式和用电设备实际情况，在节
假日、度冬度夏等重点时段，定期组织开
展用电隐患排查，全力确保乡村旅游产

业用电需求。
“30.83 千瓦时……”在密云大城子镇

北沟村一户村民的外墙顶上，一台白色机
器显示屏上的数值不断变化，这是屋顶光
伏发电实时电表正在记录发电情况。

2021 年，北沟村完成屋顶光伏发电项
目改造，据村民介绍：“在天气晴朗、空气
质量好的时候，发电效率更高，不仅能够
满足日常用电需求，还能够将多余电量卖
给电网，实现‘借光生金’”。

修好村民增收“致富之路”，更要将这
条“路”养护好，才能让光伏项目源源不断
为村民持续增收红利。

自大城子镇光伏项目落地以来，密云
公司围绕光伏发电延伸服务内容，发挥专
业优势，为客户提供技术咨询、业务办理
等“一条龙”式服务，提升整村光伏优质服
务水平。同时加强政企联动，通过“专业
协同+多方联动”机制，进一步完善并网服
务，持续做好跟踪指导，常态化开展隐患
排查，让光伏客户发电无忧。

■陈丽莎

近日，伴随冷空气发力，浙江迎来明
显降温。结束夏季高温战不久，国网浙
江电力开始积极谋划如何做好今冬明夏
保供工作。

■■ 电力供需分野渐破

今年夏季，浙江遭遇史上最强高温，
多地打破历史气温极值。在电力供给+
需求的协同出击下，浙江电力行业战胜
了这场严峻挑战。迎峰度夏结束后，国
网浙江电力以问题为导向，做好资源的
更合理优化配置，让电网从容应对下次
挑战。

以往，传统电力系统运行过程是以
几乎精准可控的发电系统去衔接一个基
本可测的用电系统，计划性、确定性较
强。因此，供给与需求常常被割裂开来
分别研究，导致分野的存在。

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风
光”出力的波动性和新增用电负荷的尖
峰化不确定性加剧，改变了以确定性规
划为基础的供需平衡模式。电力电量从
强相关演变为弱相关，供给侧与需求侧
的联系日益紧密，互动日益频繁。

供需互为条件、相辅相成。新型电
力系统运行下的供需平衡，通过观察用
电负荷新问题，就能发现新思路。

从浙江省内看，在分时电价政策引导
下，浙南、浙北用电负荷特性明显不同。

浙北聚集的产业作息时间，与一般
的工作生活作息时间较贴近。不管是纺
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数字经济等
高附加值产业，负荷高峰都在白天。而
浙南聚集更多高耗能产业，对电价更敏
感，对分时电价政策的响应力度也更
大，往往会将部分负荷移到夜间生产，
从而形成夜间负荷高峰。

抓住产业布局带来负荷特性的客观
差异，就能对浙江省内电网进行针对性
的补强，提升南北协调互补能力。

各省负荷特性也不一样，如在安徽，
连续生产、夜间不停工的大工业企业多，
而在浙江，非连续生产的中小微企业
多。今夏，根据浙皖两省产业结构、用电
高峰时段的差异，由用电负荷不在高峰
的省份向用电负荷高峰省份送电，并在
另一时段反向送电，以优化配置电力资
源。利用好省间负荷差异，浙江电网也
将更好地发挥区域电网互济枢纽的作

用。此外，着眼于更大范围，今年浙江对
省外来电度电必争，还通过云霄直流向
南网购电最大 140万千瓦。

今夏还发现一个新问题，相比年初
预测，午间光伏出力越来越大。据国网
浙江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反馈，今夏光伏
出力猛，一般情况下午间峰值能达到
2000 万—2200 万千瓦。

国网浙江电动汽车公司运营管理部
员工李媛说：“今年浙江做了尝试，在光
伏出力大时，利用电动汽车作为可调资
源的特点，采取降价措施，引导用户在该
时段充电，消纳富余光伏，发挥充电负荷
的调节弹性作用。”

伴随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爆发式增
长，两者均对午间负荷产生较大影响。
如何做好新能源出力的更精准预测，以
及二者的平衡文章？如何做好动态跟踪
分析，并及时推动政府相关部门采取相
应市场和价格机制，让保供更灵活有
效？这些都是未来要破解的重要课题。

■■ 电力系统全方位重塑

鉴于浙江电力供需现状，今冬浙江
最高用电负荷预计也接近1亿千瓦，电力
保供仍是一场“硬仗”。而到明年夏天，
也依然是保供电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

根据国网浙江电力的谋划，首先将
做好挖掘电源侧潜力。目前，朗熹电厂
5 号机组已于 8 月 19 日开始 168 小时试
运行，宁海抽蓄 1 号机组进入投产倒计
时，缙云抽水蓄能电站正加快建设，预计
首台机组将在今年底投运，届时将率先
为迎峰度冬新增 30 万千瓦出力能力。
下半年，浙江还有一些燃气机组投运，都
将进一步充实后续电力保供力量。

千方百计用好外来电。一般情况
下，西伯利亚寒潮最远到达福建北部，很
难穿越福建，因此往南争取外来电，是
浙江冬季保供的优选。西南水电夏丰
冬枯，也要精打细算用好，增强其短时
顶峰能力。

除传统煤电、抽蓄等加快投产外，
新能源在电力保供的作用也愈加凸显。
今年上半年，浙江新增“风光”超过 500
万千瓦，今夏“风光”最大出力超过 2300
万千瓦。通过持续推动新能源高质量
发展，确保新能源电站应并尽并，同时
加快新型储能建设，为即将到来的冬季
以及明年夏天用电高峰出力。

其次是加快电网补强工作。随着天

气转凉，电网建设迎来最好时节。今年
是“十四五”以来浙江主网建设任务最繁
重的一年，除刚核准开工的甘肃—浙江
特高压工程以外，浙江省内 500 千伏工
程密集投运，多项工程于近期投运。此
外，下半年也将重点做好玉环 2 号海上
风电送出工程等，确保省内新能源项目
尽快并网。

回顾今夏，需求侧的一系列务实有效举
措，在应对电网高负荷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更精细化更柔性更无感，用足用好
快上快下灵活资源，也将是浙江未来负
荷管理要继续追求的目标。依托新型电
力负荷管理系统，高效汇集各类离散资
源，发挥虚拟电厂作用，激发“快上快下”
负荷资源调控潜力，真正实现用电负荷
下得去、上得来。

而从远期考虑，如何更好提升保供能
力，需要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再纵深推进。

浙江是经济发达省份和能源净输
入省份，外来电占比超 35%，还是华东
唯一一个与其他“三省一市”均相联的
省级电网，“电等发展”要求凸显。因
此，浙江将立足“山海多能互补电源集
群”的资源特征，发挥浙江区域电网互
济枢纽、能源智慧调节枢纽这“两个枢
纽”的基础优势，通过构建大受端下大
消纳、大枢纽下大调节、大经济下大支
撑“三大场景”，加快市场建设，积极融
入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加速迈步能源
的绿色、安全、经济转型。

在此过程中，打造主、配、数坚强三
张网是一项基础性任务。除发挥主网资
源配置平台与配电网互动载体的重要
性，国网浙江电力新型电力系统研究中
心相关专家还特别提及数字电网创新驱
动的意义——数字这张网不是一个附加
品，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一个必选项。

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下，单一数据
价值密度不足以支撑高度复杂的系统，
要通过多源数据融合进行深度挖掘。
因此，需要聚合多领域数据要素，构建
以数据驱动的概率性预测为基础的源
网荷储协同机制。

如果说主网是建强骨干，一个个配
微网就是散点生长的枝丫，并渐成智慧
的“自治”单元，数字化是神经系统，灵
活连接各类型的网，匹配电源的预测与
聚合，市场推动释放各要素共享互济潜
能，从而带动系统调节能力跃升。未来
的电力保供，也是电力系统运行模式的
全方位重塑。

今年 1—8 月，广东、广西、云
南、贵州、海南五省区全社会用电
量 11238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8.3%，增 速 高 于 全 国 0.4 个 百 分
点，较去年同期提高 1.9 个百分
点。新动能新优势持续培育，带
动南方五省区电力消费保持较快
增长势头,反映出经济延续向好的
积极态势。

■■ “三新”行业用电量
连续19个月高增速

分 产 业 看 ，1—8 月 ，南 方 五
省区第一、二、三产业和城乡居民
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4.3%、9%、
9% 和 5.9%。其中，工业用电量同
比增长 9.3% ；制造业用电量同
比增长 9.4%，增速较去年同期提
高 6.1 个百分点，体现制造业延续
转型升级趋势，新质生产力加快
发展。

从生产看，高技术制造业发
展韧性十足，驱动南方五省区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1—8 月，南方
五省区九大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
用电量同比增长 12.7%，对拉动制
造业用电量增长贡献约 34%。其
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速居
前，分别为 17.2%、12.7% 和 11.8%。
西部地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高
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速亮
眼。1—8 月，云南、广西高技术及
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速分别达
38.5% 和 21.7%。

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
代表的“三新”行业用电量延续高
速 增 长 态 势 ，折 射 中 国 经 济 提

“质”向“新”。1—8 月，南方五省
区“三新”行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36.8%，其中 8 月份五省区“三新”
用电量增速达 37.3%，连续 19 个月
增速超 25%，成为用电量增长新引
擎。与新能源相关的行业用电量
保持高位增长，1—8 月南方五省
区风能原动设备制造、充换电服
务业、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需
求旺盛，用电增速分别达 57.5%、
47.8%、30.3%。

在第一经济大省广东，前 8 个月广东
全社会用电量 603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4%，用电规模保持 全 国 第 一 。 其 中 ，
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增长较快，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同比增
长 6.6%，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同比增
长 22.4%。

■■ 电力消费
保持较快增长势头

从消费看，服务业持续恢复，发
展内生动力继续增强。1—8 月，南
方五省区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9%，其中文娱旅游、体育赛事等新
的消费增长点激发消费潜力，带动
相关产业用电量较快增长；教育、文
化、体育和娱乐业，批发和零售业，
住 宿 和 餐 饮 业 用 电 量 同 比 增 长
12.2%、15.5% 和 8.5%。

今年以来，特别是入夏以来，贵
州旅游市场持续火爆，以黔南州荔
波古镇为例，7—8 月接待游客近 50
万人次，餐饮、住宿业用电量大幅度
增长，同比增长 113%。在旅游出行
方面，电动汽车充电桩的用电量也
呈现爆发式增长。梵净山旅游景
区及附近景区充电桩的使用频率
大 幅 提 高 ，仅 7 月 充 电 量 就 达
36293 千瓦时，同比增长 598%，充
电订单量翻好几倍。1—8 月，贵州
电网公司充电基础设施全省充电
量，同比提升 89%，减少碳排放 5.87
万吨，充电订单数同比增加 82%。

从进出口看，海关数据显示，今
年前 8 个月，广东、广西、海南外贸
进出口同比均呈两位数增长，其中
广东船舶、电动汽车、集装箱等新增
长 点 保 持 较 快 增 长 ，分 别 增 长
47.6%、68.2% 和 133.1%。8 月，广西

“新三样”产品出口总值达 31 亿元,
同比增长 347.4%,拉高 8 月广西出
口增速 8个百分点。

航运贸易蓬勃发展，港口集装箱
装卸繁忙，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活跃
有力。海运是全球货物贸易生命线，
近两年航运的显著增长带动了集装
箱需求持续上涨。在广东，东莞南方
中集物流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目前企业订单已排到今
年 11 月，同比增长 3 倍，红火的订单
催生了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1—8
月该公司用电量同比增长287%。

使用绿电、购买绿电有助于企业
降低能耗，满足国外市场对出口产品
及产业链的绿色生产要求。1—8
月，广西柳州参加绿电交易的新能

源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充换电服务行业
等企业参与绿电交易成交电量达 1.04 亿
千瓦时，同比增加 195%。产业能源消费
绿色转型，带动柳州新能源汽车逐“绿”
出海。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柳州新能
源 汽 车 销 量 达 23.8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96.2%；柳州出口电动载人汽车 1.02 万多
辆，同比增长 30.1倍。 （包莉婷）

长短期、供需两侧共发力

国网浙江电力多维度谋划长远保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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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五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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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2024 年密云生态马拉松比赛现场。林一轩/摄

图为国网北京密云供电公司古北
口供电所运维人员对村内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开展隐患排查，服务节日期间

“绿色”出行。 林一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