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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公司黄骅港务
年煤炭下水量破2亿吨

连续六年稳居北方煤港之首

截至12月6日，安徽公司池州电厂年累计绿电交易量达到1604.15万千瓦时，同比增长213.92％，创历史新高，电力

交易工作实现重要突破，为获取绿色环境价值收益提供了有力支撑。图为池州公司白杨河光伏电站外景。

通讯员 罗江涛 摄

本报讯（通讯员 赵倩斌 冯 康）截至12月6日，黄

骅港年度煤炭下水量达 20004 万吨，同比增长 2.1%，较

2023 年提前 7 天突破 2 亿吨，标志着港口公司黄骅港务

连续五年煤炭下水量突破2亿吨，并连续六年稳居北方

煤炭港口之首。

今年以来，该公司充分发挥一体化协同运营优势，

通过建成的生产调度指挥系统，成功将港口生产组织充

分融合到集团一体化运营中，实现上下游信息融会贯

通、一体化运行协同联动；强化区域单位集中协同办公，

提升区域协同效能，实现煤炭资源快速进出。1—11月，

该公司煤炭卸车完成集团一体化出区运输量占比达

59.7%，同比增加 1.5%。为应对极端天气对生产运营的

影响，该公司不断完善气象服务平台功能，建立 100 公

里、50 公里、30 公里风速预警圈，实现精准预警和信息

自动推送，成功防范多次极端灾害天气；主动沟通协调

沧州海事局启动应急保供保障机制，抢抓“窗口期”组织

动态，成功应对4次罕见强对流天气和77小时历史最长

封航挑战，压缩封航影响超60小时；坚持生产组织与设

备维修两手抓、两手硬，全年累计完成大型维修663项，

同比提升8.6%，兑现率达104%，设备完好率保持99.64%

较高水平。

清晨5点40分，冬季的清晨让人感到

清冷，光秃秃的树枝轻轻摇曳。

天色一片朦胧。雁宝能源扎尼河矿

运输段职工赵军从家中收拾完毕后，坐

车赶往扎尼河露天矿。他是一名自卸卡

车司机，在这个岗位工作了13年，这样的

早起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开车的时

候注意安全，精神点儿。”妻子的叮嘱成

了他每天出门前的“标配”。他笑着回应

一句，带着热气腾腾的包子和保温杯出

了门。

当他抵达煤矿时，太阳已经跳出了地

平线，蓝色的穹顶仓在晨光中露出粗犷

的轮廓。厚重的工作服、安全帽、工作

靴，赵军每天上岗穿上这身“铠甲”后，踏

上TR100这台“钢铁巨兽”。

早上7点55分，赵军准时来到会议室。

“今天负责运煤的车辆有 TR100-1

号、2 号等 10 台车，工程机械作业设备徐

工平地机6号、7号负责刮运煤路……”班

长有条不紊地通过班前会安排当天的运

输任务。今天，赵军被安排到采场458水

平进行原煤运输。

车辆点检现场，成排的巨大矿卡似乎

在等待着检阅。赵军来到他驾驶的那辆

自卸卡车前，习惯性地围着“老伙计”走

了一圈，眼睛紧盯传动、轮胎、刹车等关

键部位，还不时地用手摸摸连接的地方，

确保没有松动或异常。接着，他顺着扶

梯爬进驾驶室，启动车辆。轰鸣的发动

机、闪烁的仪表盘及各项正常的数据值，

预示着今天又将是完整的8小时鏖战。

上午 8 点 40 分，采场 458 水平准时迎

来陆续驶来的矿卡。

“滴滴，滴滴。”采场 458 水平一片繁

忙。随着矿卡的鸣音，电铲高举着铲斗

将煤炭倾泻进自卸卡车车箱。

随着煤炭不断装入，满载的卡车车身

逐渐下沉，赵军驾驶卡车将煤炭运往一

级破碎站。这段路有一段不小的坡度，

在平常就需要小心驾驶，在初冬路面湿

滑的情况下更是挑战。他调整好呼吸，

适度调整脚下油门，凭借多年经验让卡

车平稳地向上爬。车后留下两道深深的

车轮印，像在这白色的初冬大地上写下

的痕迹。

在靠近破碎站时，他放慢速度，按照

操作流程将矿卡对位在指定位置，启动

卸载装置后，煤炭从车箱中一泻而下。

完成卸载后，他又驾车返回采煤区，开始

下一趟运输。如此反复，一上午时间就

在这紧张忙碌的运输中度过了。

中午 12 点，赵军和工友们在驾驶室

简单吃完午饭，稍作休息后，又开始了新

一轮运输任务。午后的阳光洒在矿区，

空气虽显柔和，却缺少温暖。

下午1点，天空飘起了雪花。赵军知

道，这样的天气比较糟糕，会给本来就艰

难的运输增加新的难度。雪花落在挡风

玻璃上，很快模糊了视线。他打开雨刮

器，眼睛盯着前方，速度慢了一些。尽管

条件恶劣，他还是坚持完成一趟又一趟

运输任务。

随着太阳渐渐西斜，矿区被一层雪覆

盖，夕阳打在落雪上泛起金光。赵军和

他的卡车就像不断前行的勇士，在白色

世界中往复运行，不知疲倦。

下午4点，赵军完成了今天最后一趟

运输。今天，他开着 TR100 矿用卡车往

返 15 趟，行程近 120 公里，安全运输煤炭

1200吨。

他把车开回点检场地，再次认真地对

车辆进行全面检查和清洁，填写车辆运行

记录。虽然一天久坐让他的双腿有些发

软，但他还是拍了拍车身，感谢这位忠诚

的“老伙伴”又陪他度过了一天。坐在回

家的通勤车上，劳累了一天的赵军虽然微

闭着双眼，但他不是在休息，而是借着短

暂的空隙回顾这一天的工作，在思考驾驶

过程有无疏漏，明天还需要注意什么。

回到家已是 5 点 50 分。这是充满艰

辛和挑战的一天，但赵军为自己能够安

全顺利地完成运输任务而感到自豪。他

知道，自己的工作虽然平凡，但对于整个

煤矿生产运营至关重要。他是露天煤矿

自卸卡车司机，是“钢铁巨兽”的“掌舵

者”，他承担着能源保供的责任，这份责

任将一直驱使他一路前行。

移动“天眼”千里覆盖安全网

创新创新 是企业的责任是企业的责任

■ 本报通讯员 曾昕玥 罗新雨

各风电场实时运行状况、设备健康状态以及电量输出情况，都在国电电力和风风电
数据中心监控大屏上一览无余——

国电电力和风风电有这样一位“云

端”守望者。它的脉络横跨东北三省一

区。从各风电场实时运行状况、设备健

康状态以及电量输出情况，到大数据深

度分析与挖掘、精准预测风机故障、分析

部件预警信息，它不仅是和风风电所有

在运场站的大脑，更是确保各个场站安

全高效运行的关键所在。它就是国电电

力首个新能源领域智能化数据中心——

和风风电数据中心。

截至 11 月 26 日，该公司风电机组

故障次数同比减少 1774 次，设备故障率

同比降低 73.34%，设备运行效率和安全

管理水平显著提升，成功让老风机焕发

新活力，为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

力量。

可见的现场 违章无处可逃

和风风电各个场站地理位置分散、管

理半径大，传统方式难以全面覆盖安全

管理，逐一检查所有场站至少需要1个月

时间。如何将安全管理真正有效落实到

位，是该公司一直以来努力思考的问

题。数据中心的诞生为解决这类管理难

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今年8月，和风风电数据中心启动试

运行。数据中心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利用

管控系统汇总各类作业票，根据作业票

内容、风险程度开展远程全方位实时监

控和监查，把重点监控画面放在数据中

心大屏幕上，保证监护无死角，在工作结

束后的远程辅助现场进行验收，作业更

规范了，安全更牢靠了。

数据中心的“天眼”不仅遍布 711 台

风机各个关键部位，还能随身携带。数

据中心工作人员会重点关注高风险作业

人员工作记录仪，对风机作业人员安全

措施和操作情况进行实时监督，通过动

态调取摄像头画面和作业记录仪，对作

业过程中的不安全行为和潜在危险源提

前远程提示及监督，实现“全覆盖、无死

角”安全管理。通过移动的“天眼”严抓

安全文明生产情况，杜绝传统管理难以

察觉的安全隐患，为安全生产筑牢屏障。

可靠的预警 故障无处遁形

和风风电目前超过 85%的风机运行

时长在 10 年以上，设备维护和治理难度

日益加大。“随报随修”会让设备治理处

于被动，不及时防患于未然更会大幅增

加人力、时间和设备成本。为确保设备

可靠运行，保障风电场持续发电能力，将

设备可预知故障提前消灭，数据中心在

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数据中心针对风电场风机运行状况

建立考核机制，分别从设备故障频次、单

机故障次数等开展排名及考核，从而对各

个场站设备维护工作起到量化监督作

用。每月，数据中心都会对故障频发的风

电场和设备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动态评估

设备健康状态，为设备潜在故障提供及时

预警，力求最大限度降低非计划停机风

险，减少因设备故障带来的发电损失。

此外，数据中心还设立完善的预防性

维护机制，专门针对风电场大部件预警

信息进行精准分析，并根据预警信息的

严重性对相关风电场进行考核。通过对

大部件预警数据的系统性研究和及时处

理，数据中心能快速识别并消除设备潜

在隐患，从而有效提升设备可靠性。

在数据中心试运行第一个月内，仅大

部件预警频次就减少 50.63%，进一步验

证了预防性维护机制在保障设备稳定运

行和提高发电能力方面的显著成效。

可控的策略 上网电量最大化

靠天吃饭，有风的时候风机就要转起

来，这样才能发得多，不仅要发得多还要

送得出去。

为实现发电量和上网电量最大化，数

据中心在检修计划和限电管理方面进行

系统优化。通过每日分析机制，数据中

心科学安排风电场计划检修，将计划性

发电损失降至最低。同时，针对限电政

策带来的挑战，数据中心深入研究省调

下发相关要求，制定合理优化策略。

为了让设备多发满发，让电量“发得

出去也送得出去”，数据中心不断持续优

化检修计划和限电管理策略，确保发电

量和上网电量达到最大化。数据中心建

立每日分析机制，对风电场每日计划检

修安排进行评估审核。通过科学合理地

安排检修计划，将计划损失降到最低。

在东北区域，由于近些年大批新建新

能源项目陆续投产，电量上网也“卷”了

起来。数据中心深入研究省调下发的

“两个细则”要求，分析限电政策的关键

因素，积极探索并制定优化区域限电策

略，降低因政策限电导致的发电损失。

通过合理调整限电排序，在满足省调要

求基础上，优化风电场风机运行策略，确

保风电场能够在限电条件下维持较高发

电负荷。

在满足电网调度要求基础上，数据中

心合理调整风机运行策略，使发电负荷

维持在较高水平，确保“发得多、送得

出”。这一优化策略有效缓解了区域限

电压力，为实现发电效益最大化奠定了

基础。

舟行半渡，恒进者通。在深耕数据监

测与分析、应用新技术不断探索新能源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国电电力和风风

电始终一路向前，一路向新，一路向美。

运输人的保供十二小时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成德）12

月 10 日，准能哈尔乌素选煤厂对

内部市场化工作进行年度总结，展

示在推进全员绩效管理考核方面

取得的显著成效。

今年以来，该厂积极响应三项

制度改革要求，深入实施内部市场

化全员绩效管理考核，通过“一个

中心+三项支撑”的绩效管理体系，

实现了薪酬分配的合理化和员工

激励的最大化。

“一个中心”即以“薪酬分配科

学、多劳多得”为核心目标，确保员

工付出与回报成正比。为实现这

一目标，该厂采用多层级差异化绩

效考核框架，从月度绩效的多角度

评价、量化考核权重、弹性分值设

计，到绩效考核和等次评定结果的

运用，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公平公

正和差异化管理的原则。

同时，该厂还以安全生产机电

考核为支撑，强化安全责任和设备

完好可靠运行，确保奖励项目落实

到具体人员。此外，通过组织绩效

考核，车间将厂部月度组织绩效的

考核指标进行细致分解，确保每个

班组都能明确自身的考核任务和

目标。

经过12个月的绩效考核评价，

该厂原煤车间共核定优秀人数232

人次，工资差额拉开到 1.3 倍。这

一内部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不仅

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还消除了“干和不

干一个样”的分配现象，合理拉开员工收入差额。

该机制充分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到各项工作中，

形成想干事、能干事的良好氛围。职工们纷纷表

示，通过内部市场化薪酬分配的正向奖励机制，大

家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工作目标和价值所在，激发了

斗志。

本报讯（通讯员 苏 肖）截至12月2日，湖南公

司新能源年累计发电量 10.00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2.52％，创历史新高。

该公司锚定全年新能源发电目标任务不放松，

通过关键数据指标分析、对比、优化新能源场站运行

策略，充分利用小风、光照度低时间段对设备进行检

修维护，有效提高了设备发电效率，确保在风力、辐

照优良情况下设备零故障运行，全力以赴保障电量

“多发稳发”。各场站根据设备实际情况，组织运维

人员加强对新能源电站的各设备组件、变压器、开关

和输电线路的现场设备巡回检查频次，合理开展风

机、光伏板定期巡视检查、无人机巡检、隐患专项治

理等工作，全力提高发电效率；定期开展专业技能培

训工作，持续强化运维人员技能培训力度，加强对异

常事件的应对处理能力，提升运维人员的安全意识

及专业技能水平，切实保障新能源电站长周期安全

稳定运行，今年以来风机非停次数、损失电量同比下

降30%。

此外，公司积极落实集团公司绿电绿证交易夺

旗竞赛要求，成立工作专班，高质量开展绿电绿证交

易工作，已售出绿证 121362 张，绿电交易电量 2.284

亿千瓦时，持续提升新能源项目创效能力。

本报讯（通讯员 杨 龙 郭 佳）截至12月9日

零时，内蒙古西来峰公司累计发电量完成21.01亿千

瓦时，提前23天完成年度发电任务。

今年以来，锚定机组安全目标，该公司将安全稳

定和风险防控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深入推进安全

生产标准化、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安全生产月”等活

动；利用班前班后会、安全活动日，持续开展好警示

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以春秋季安全大检查、机组检

修、日常维护管理为抓手，深入开展设备治理、改造

攻坚，着力消除安全隐患，持续夯实安全管理基础。

紧跟电力市场改革步伐，该公司深入研判区域供需

形势，加强电改政策研究，灵活调整交易策略，提高

现货交易能力，全力抢发效益电。针对煤质差异、配

煤掺烧等现状，该公司加强与电网调度沟通协调，加

大燃煤各环节管理，实时关注负荷曲线，灵活优化调

整机组运行方式，同时加大设备巡检频次，提高巡检

质量，确保机组高负荷阶段顶得满，低负荷阶段稳得

住。此外，该公司在压实党建工作责任上持续发力，

将党建工作与安全生产、增发电量等中心任务紧密

融合，通过成立党员示范岗、青年突击队，深入开展

机组指标分析、能耗对标、值际小指标竞赛等重点工

作，营造起全员抢发电量的浓厚氛围。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一线传佳音

湖南公司新能源发电量
超 10 亿 创 历 史 新 高

内蒙古西来峰公司提前
23天完成年度发电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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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郎海峰 王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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