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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记

本报记者 芈 峤

说起 2021 年，国

内“拉闸限电”现象波

及 黑 龙 江 、吉 林 、辽

宁 、广 东 、江 苏 等 10
余个省份，让当地经

济在高速发展中点了

一脚“急刹车”。时至

今日，再次谈及这一

波操作，还是让各企

业“心有余悸”。

其实随着经济社

会的快速发展，城市

化进程的步伐逐渐加

快，人们的生活水平

不断提升，对电力能

源的依赖度也越来越

无法替代。从百姓夏

季纳凉、冬季取暖，到

医疗、教学、商业的有

序开展，再到农业、工

业、服务业的正常运

转……都离不开电力

的有力支撑。为此，

电力行业是国民经济

的基础产业，事关人

民群众日常生活和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

不仅如此，当今

社会，评价经济运行

走势，电能用量已成

为 一 个 重 要 且 易 衡

量、权威的评价体系。

回首历史进程，

农耕文明时代，风调

雨顺预示五谷丰登，

瑞雪兆丰年。随后的

工业文明时代，能源

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方式，任

何生产都需要能源的支持，电力成

为运用范围最广的动力。而现如

今，进入数字时代，各种大数据、云

计算、数字化，更是将电能推上高

潮。电能成为和货币一样反映经济

运行状况，把握经济运行内在规律

的又一基本逻辑。

当然，从这一规律中也能看到，

电力稳则经济稳，电力保的不仅是

经济还有民生。

为此，特高压线路“爬山过水”，

一个个西电东输项目“落地开花”，

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输电线

缆已深入到细枝末节，万家灯火随

之点亮，产业发展随之振兴。哪怕

在青海的可可西里无人区，随着风

力发电及光伏发电的铺展开来，各

生态保护站、气象观测站，也实现了

电力支撑和数字化运行。

为了经济社会的保驾护航，我

国电力产业也在加速发展“强筋健

骨”，电力设施为人们提供便捷、高

效的电力服务，方便人们的生产和

生活。例如，城市中，电力设施的建

设可以保障市民的用电需求，提高

城市的生产力和生活质量；在农村，

电力设施的建设可以带来现代化的

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牧业生产水

平和农村生活水平。

当然，电力设施也与环境保护

和节能减排密切相关。通过研发和

应用新型电力设备、技术，可以提高

电力使用效率，减少能源浪费，降低

碳排放，保护生态环境。

不过，当今我国的电力运行也

在智慧化的助力下，越来越高效。

特别是青海。早在 2018 年，青海就

敏锐洞察到能源革命与“互联网+”

深度融合发展趋势，率先建成国内

首个数据汇集、存储、服务、运营一

体的新能源大数据创新平台，为新

能源飞速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不仅

如此，青海还建设“新能源云”平台、

全国首个 100%清洁能源可溯源绿

色大数据中心……真正让电力产业

走在全国前列。

社会发展，电力启航。我们相

信，随着如电力等新基建的不断夯

实下，我国高质量发展必定行稳致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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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3 日，在位于湟中区土门关乡的青海互邦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随着奶香味的消散，生产线

上不断有酸奶成品打包装箱。

当天 9 时许，国网湟中区供电公司台区经理罗玉顺

和井国权来到青海互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带来一份企

业能效账单诊断报告，报告中有能效分析和针对企业用

能的合理化建议。

青海互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乳制品加工企

业，2021 年 12 月，该公司与西堡生态奶牛养殖基地签订

协议，以每吨 4600 元的价格收购西堡生态奶牛养殖基

地的全部奶源，进行乳制品加工。

两家企业的“携手”发展，不仅打通了湟中区奶牛养

殖的上下游产业链，更壮大了当地乳制品产业的实力，

同时，节约了两家的运输成本，既保证了产品的质量，也

让奶制品的口感更好。

而这一产业链的成功“扣环”，离不开国网湟中区供

电公司。通过前移服务端口，将奶制品企业列为重点客

户，定期安排台区经理上门服务，主动排查供电线路、用

电设备安全隐患，及时解决用电难题。同时，为企业提

供“供电+能效服务”，针对企业生产特点和用电需求制

订专属用电方案，依托“网上国网”App 能效账单功能，

为企业用能情况精准“画像”，引导企业优化用能结构，

帮助企业减少用电成本，最终实现高效发展。

青海互邦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卫华说：“公司现

有生产线 4 条，年产巴氏‘天天鲜’牛奶 1000 吨、酸奶

1100吨。按照供电公司提出的用能建议，优化峰谷时段

生产班次，每月节省用电成本 10%”。截至目前，国网湟

中区供电公司已为 15 家企业提供定制化用能方案，提

出节能优化建议 20条。

从湟中区到西宁市，再到全省，一条条电力线，连接

的是能源供需，更通联了产业复兴，从电能平稳供应，到

服务贴心、周到，相信在电力的强劲支撑下，青海产业必

定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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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驱散了笼罩在湟中区西堡镇莲花山山头的薄

雾，西堡生态奶牛养殖基地的几十头奶牛沿着特定的通道走进挤奶大

厅，进入挤奶转盘。

经过消毒、清洗、套杯等步骤后，智能挤奶设备开始了一天的“工

作”。挤完奶的奶牛再由机器送出挤奶转盘，为下一头奶牛腾出空间。

正是有了这套智能化挤奶设备，不需要人工干预，只要不断电，50
头奶牛同时挤完奶只需 12分钟。

西堡生态奶牛养殖基地生产厂长赵福成说：“现在，基地全部实现

了自动化挤奶，不仅保证了鲜奶质量，还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西堡镇因地制宜打造西堡生态循环现代农业园，形成饲草种植、加

工，奶牛养殖、鲜奶加工等一体化特色产业。西堡生态奶牛养殖项目建

设便是其中重要一环。

赵福成说：“自动化设备考验的就是电力的稳定性，当时选择奶牛

养殖基地厂址时确实因此做了很多的考量，不过顾虑很快消除了”。

那是 2022年 1月，国网湟中区供电公司营业班班长阿晓庆从微信朋

友圈获知西堡生态奶牛养殖项目建设信息后，便找到项目负责人了解用

电需求，指导他通过“网上国网”App提交业扩报装申请。第二天，阿晓庆

和同事来到现场勘查，收集资料，为项目量身定制供电方案。此后的几

个月，阿晓庆定期上门走访，解答客户用电疑问，排除用电安全隐患。

现在安全稳定的电网传输线直接入企，并且配有 2 台 1000 千伏安

变压器和 1台 800千伏安变压器，用电负荷可达 2750千瓦。只要按下电

源键，新鲜牛奶生产就“不断电”。

看着生产设备正常运转的赵福成说：“这一切离不开供电公司在建厂

阶段的全程跟踪，并且提供‘一企一策’服务，让我们在用电上省了不少心”。

截至 2022 年底，西堡生态奶牛养殖基地奶牛存栏 1422 头，全部实

现了智能化饲喂、自动化挤奶和数字化管理，该基地也成为青海省规模

最大的现代化奶牛养殖基地之一。

目前，湟中区有各类养殖基地100余个，牛、羊存栏量分别达6万头和

16万只，其中35%的养殖基地在平稳电力的助推下，实现了现代化养殖。

而另一边，西堡生态奶牛养殖基地，赵福成站在厂区里又开始了新

的规划：“我们今年计划全面打造智慧牧场，利用空气源热泵、分布式光

伏发电等综合能源建立恒温牛舍，继续扩大生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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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0 日，湟中区土门关乡的农田里，农机轰鸣，翻

地、打垄、播种、浇地……高原又迎来了春耕季。“现在浇

水、施肥都实现了电气化，哪个环节都离不开电。”湟中

众联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隆珍说。

土门关乡海拔高，以前，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低，基

本都种植油菜，但收成并不好，有些山地甚至出现了撂

荒。

“其实，海拔较高的山地是种植青贮玉米的‘黄金

地’。”看到商机的赵隆珍告诉记者，2012年，他带领村民

种植青贮玉米，同时，购置了取代人工、提高效率的耕地

机、粉碎机、铡草机、取料机等农器具，并为村民提供农

机具租借服务。

有了机械化、电气化装备的助力，生产效率成倍提

高，尝到了“甜头”的农户，也认可了这种生产方式。为

此，2013 年，赵隆珍在农户的支持下牵头成立了湟中众

联种植专业合作社。经过多年探索，合作社已发展社员

30 人，拥有大型机械 7 台，种植燕麦草、青贮玉米 173.33
公顷。

好的经验值得推广。近年来，湟中区考量自身发展

优势，推行“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饲草种植模

式，发展饲草种植业。据统计，目前湟中区实现饲草专

业合作社 200 余家，累计种植饲草 1.33 万公顷。村民种

植饲草由分散种植向规模化种植转变，机械化、电气化

程度也显著提高。

用电设备多了，稳定、持续的供电成了当地现代农

业发展的基础。为此，国网湟中区供电公司自 2018 年

开始，集中摸排供区内 1195 个台区、2971.76 千米低压线

路，根据设备及线路运行情况统筹推进农网改造升级工

程，截至目前，累计新建及改造低压线路 1213 千米，新

装及增容配电变压器 1200余台。

“电力供应充足，一亩地（约 0.067 公顷）能产 600 公

斤干草，利润在 1000 元左右，比以前种油菜划算得多。

而且，我们种植的饲草全部供给养殖企业，根本不愁销

路。”赵隆珍说。

““““““““““““““““““““““““““““““““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银丝””””””””””””””””””””””””””””””””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通山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饲饲饲饲饲饲饲饲饲饲饲饲饲饲饲饲饲饲饲饲饲饲饲饲饲饲饲饲饲饲饲饲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草产量高

国网青海电力三江源（西宁电靓夏都）共产党员
服务队了解客户用电需求。 杨硕 摄

国网青海电力三江源（海南共和）共产党员服务
队保障企业用电无忧。 付艳云 摄

国网青海检修公司输电作业专业人员在±400千伏柴拉直流输
电线路登塔消缺。 汪大鹏 摄

国网海北供电公司在海北州祁连县央隆乡改造国网海北供电公司在海北州祁连县央隆乡改造1010千伏隆千伏隆22路配电网线路保障藏乡群众用电路配电网线路保障藏乡群众用电。。 徐琛徐琛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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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芈 峤 通讯员 喇小青

“我们的生产线已经实现了全自动
化，加上用电有保障，每天生产2吨饲料
没问题……”初春，位于西宁市湟中区多
巴镇的湟中有福饲料厂里，工作人员忙忙
碌碌，叉车穿梭，有序地将成品饲料整整
齐齐码放在角落里，负责人郑有福忙前忙
后，乐在其中。

作为青海省东部重要农业区的湟中
区，近年来，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优势和地
理优势，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形成了产业
化程度较高的特色种养殖业。

只要产业“旺”，生活有方向。随着种
养殖业的蒸蒸日上，湟中区群众的生活也
实现了从“找出路”到“有出路”，从“熬日
子”到“奔日子”的明显变化。

但这一切离不开大电网稳定电源的
输送，以及电网“毛细血管”——农村电网
的升级改造，再加之当地供电公司为用户
提供的定制化服务，实现了“供电+能效
服务”的高效运行，也打通了用户电力使
用的“最后一公里”。

以湟中区为“原点”，以青海省域为半
径来勾勒，在此区域内，实现了电力服务
的多次提档升级。而如今，这里也见证了
充沛电力为产业发展做出的改变。

青海电力，助力农牧业高效发展，赋
能高原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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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芈 峤 通讯员 喇小青

“我们的生产线已经实现了全自动
化，加上用电有保障，每天生产2吨饲料
没问题……”初春，位于西宁市湟中区
多巴镇的湟中有福饲料厂里，工作人员
忙忙碌碌，叉车穿梭，有序地将成品饲
料整整齐齐码放在角落里，负责人郑有
福忙前忙后，乐在其中。

作为青海省东部重要农业区的湟
中区，近年来，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优势
和地理优势，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形成
了产业化程度较高的特色种养殖业。

只要产业“旺”，生活有方向。随着
种养殖业的蒸蒸日上，湟中区群众的生
活也实现了从“找出路”到“有出路”，从

“熬日子”到“奔日子”的明显变化。
但这一切离不开大电网稳定电源

的输送，以及电网“毛细血管”——农村
电网的升级改造，再加之当地供电公司
为用户提供的定制化服务，实现了“供
电+能效服务”的高效运行，也打通了用
户电力使用的“最后一公里”。

以湟中区为“原点”，以青海省域为
半径来勾勒，在此区域内，实现了电力
服务的多次提档升级。而如今，这里也
见证了充沛电力为产业发展做出的改
变。

青海电力，助力农牧业高效发展，
赋能高原乡村振兴！

视点

电力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事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与传统产业融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产业
革新、技术进步，但同时也增加了各产业对用电及相关服务的急切需求。

青海，地处世界屋脊，虽然清洁能源发展天赋异禀，但山大沟深，电网铺设难度异乎寻常，国网青海
省电力公司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全清洁能源供电实践、打通能源外送通道、构建能源大数据创新平台、创
新电力服务形式……将能源输送与用电服务延伸至青海产业各“毛细血管”。

今天的青海，在电力“满格”蓄能下，产业发展路子变得越发宽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