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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能相册

本报讯（通讯员 马晓峰）12 月 25 日，宁夏电力灵武公司首

次实现超细粉煤灰在“国能e电”平台销售，成功竞价销售超细粉

煤灰 9000 吨，增加销售收入约 100 万元，大幅提高粉煤灰的经济

附加值，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今年以来，该公司以科技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深入推

进“无废企业”建设，积极主动开拓粉煤灰高端建材市场，通过科

学制定营销策略、提升粉煤灰质量等方式，全力开拓区内外超细

灰、陶粒销售市场。在集团“国能 e 电”综合服务平台上线发布

后，认真研究平台交易规则和制度，首次尝试在“国能 e 电”平台

以竞价形式进行超细粉煤灰销售，历经平台注册、商铺信息完善、

人员权限分配、交易商条件设置、资格审查等多重环节，顺利完成

竞价销售工作，实现宁夏电力公司粉煤灰销售在“国能e电”的首

单交易。

本报讯（通讯员 孟庆亮 刘 锦）12 月 25 日，山东石横公司

首笔绿证交易在中国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平台顺利完成。此次交

易绿证2.15万张，增加绿证收入22.4万元，实现绿证交易“零的突

破”，标志着该公司在绿色低碳转型道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

今年以来，该公司高度重视绿色电力交易工作，主动把握电

改政策带来的全新机遇，持续关注绿色电力产品市场供需动态，

向大客户广泛宣传绿证交易政策，开拓绿证产品交易渠道。超前

谋划、认真做好绿证申领准备工作，落实五个光伏项目注册、建档

立卡、月度信息填报、审核等基础工作，积极与国家可再生能源信

息管理中心、属地电网人员沟通，确保足额领取每个光伏项目的

历史绿证，做到颗粒归仓。开通绿电、绿证双平台交易渠道，按照

集团公司发布的绿证交易匹配方案，及时完善合同内容，做到绿

证“应售尽售”，形成“绿电+绿证”双轮驱动的增收盈利模式，为

企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

本报讯（通讯员 田 宇）12月27日，根据河北电力交易中心

最新数据，河北公司沧东电厂1—11月“两个细则”AGC辅助服务

收 益 2897.78 万 元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收 1665.93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35.24%，创历史新高，为完成全年利润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今年以来，该厂积极转变发展观念，深挖内部潜力，通过强化

“两个细则”应用与研究，提升设备可靠性、降低受阻、提升 AGC

速率、优化一次调频等举措，持续加强设备检修维护工作，组织优

化调节系统自动控制能力，提升机组安全边界和不同模式下的自

动调节负荷响应能力。强化运行调整，优化机组控制方式，提升

机组操作效率，不断提高“两个细则”盈利水平，AGC、一次调频

优化成果显著。

该厂紧盯年度盈利目标，深挖机组调峰潜力，减少机组运行

成本，全面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不断提升机组下限能

力，同时跟踪调整市场报价，优化报价策略，增强辅助服务市场竞

争能力，实现发电与深调辅助服务补偿收益最大化。

本报讯（通讯员 吴清珮 柯淼润）12月26日，福建晋江热电新

丝路光伏电站全容量并网发电。至此，该公司完成7个投产光伏项

目，总容量18.55兆瓦，完成目标值的123%，超额完成年度指标。

新丝路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2.2333兆瓦，采用“自发自用、余

电上网”运营模式，预计年平均发电量 132.696 万千瓦时，可为厂

区内生产经营和用电提供清洁可靠的电力能源并帮助降低生产

用能成本，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 400.08 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11404.03 吨、二氧化硫约 0.25 吨、氮氧化物约 0.26 吨、烟尘约 0.05

吨，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效助推企业转

型发展。

为完成年度目标，该公司组建精干团队，做好前期施工准

备。每个项目配备专人，协调业主、施工及监理单位，确保投产目

标按期达成。按照集团“两高一低”工程建设要求，科学规划，高

标准严要求建设，强化安全文明施工管控，确保项目按期投产发

电，助推光伏产业发展实现突破。

本报讯（通讯员 胡显东）截至 12 月 25 日，广东公司惠州电

厂年累计发电量 50.24 亿千瓦时，突破 50 亿大关，同比增长

16.84%，创年度发电量历史新高，为广东公司年度重点攻坚目标

发电量500亿千瓦时贡献力量。

今年以来，该公司二期燃机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建成集团首

家燃煤燃气一体化电厂。该公司紧盯年度发电任务目标，构建全

方位、多层次安全生产防护网，高质量完成 1 号机组 C 级检修任

务，提高设备可靠性，强化经济运行。外部加强与南方电网及调

度中心协调沟通，充分发挥电力交易中心承上启下作用。内部加

强沟通协调，实现信息共享，把握发电收益与煤炭、燃气价格动态

关系，合理安排好煤机、燃机运行方式，确保效益最大化。

在燃料保供方面，该公司提前策划煤炭及燃气供应，每日跟踪

煤场库存情况，使燃煤始终保持在安全库存；每日根据燃机现货出

清结果精准报送燃气计划，确保机组带得稳、顶得上、发得满，以安

全可靠能源供应有力支撑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

近日，浙江公司北仑电厂志愿者

走进当地幸福托老院，给老人们送去

大 米 、食 用 油 、洗 衣 液 等 生 活 必 需

品，测血压、清扫、剪发、剪指甲、贴窗

花……暖心服务受到老人们一致好

评。这是志愿者们连续第八年为老人

们送去家人般的关爱。图为志愿者为

老人理发。

通讯员 宋秀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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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的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白雪皑皑，层峦叠嶂，高达 112 米

的金川水电站大坝横亘在崇山峻岭

间，成为大渡河上一道美丽的风景。

从电站规划开始，大渡河金川公司

建设者与雪域相依，与高原为伴，大力

开展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方法创新，全

力攻坚制约工程建设难关，攻克深厚覆

盖层防渗等一大批关键技术，创造了大

坝填筑到顶等不凡业绩。

党建引领凝聚冲锋力量

金川水电站被列为国家支持青海

等藏区经济社会发展能源建设重点开

发项目、四川省“十四五”能源发展规

划重点建设项目，也是国家能源集团

“四重一要”重点工程，总装机容量

860 兆瓦。电站建成后，对推动“双

碳”目标、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川藏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大渡河金川公司党委以党的创新

理论为引领，在工程现场开展“大党

建”活动，创新提出“1+1+1”共建载

体，党组织形成党建联盟，搭设共建平

台，在工程建设、安全环保、企地协调

等方面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确立“做

实党建助推工程建设”思路，探索“党

建+创新创效、技能提升、项目建设”

模式，推动党建工作与工程建设深度

融合，推进工程高质量建设。

金川公司各党支部深入践行“大

项目建设管理年”行动，充分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围绕工程建设重点工作和

难点问题，瞄准“2024 年工程具备下

闸蓄水条件”这一目标，紧盯大坝填筑

到顶、厂房开挖建设、机电设备安装、

投产发电筹备等关键节点，全力啃下

工程建设中一块块“硬骨头”。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金川公

司党委成立党员突击队，给全体党员

下任务、压担子，动员党员敢于攻城拔

寨、善于攻坚克难，确保工程节点务期

必成。枢纽工程党支部党员突击队组

织全体党员、积极分子和业务骨干，深

入工程建设一线，在大坝高强度填筑、

混凝土高标准施工、料源高效率生产

等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推进大坝

浇筑、机组蜗壳高标准安装等关键节

点工作，实现党的建设和工程建设双

促进、同进步。

技术创新破解建设难题

金川水电站工程具有厂房地质条

件复杂、深厚覆盖层建坝难度大、仿生

态鱼道亚洲之最等特点。金川公司大

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运用先进工程

技术和信息化手段破解难题，为 2025

年首台机组发电提供“加速度”。

金川水电站地下洞室群规模大，

布置紧凑，最小岩墙厚19.8米，岩体完

整性差、遇水易软化、渗流通道多。紧

凑的布置和复杂的地质条件在我国

25 米级跨度地下厂房极为罕见，是我

国常规水电项目同等规模地下厂房地

质条件最复杂的工程之一。金川水电

站建设团队针对极破碎地下洞室群开

挖过程中变形机理不清、地质缺陷不

明、监测预警不准与调控管理不精等

技术难点，采用理论研究、地球物理探

测、现场监测和数值模拟等综合方法，

创新提出微震定位精度的综合降噪方

法和极破碎岩体施工风险判别指标体

系，攻克极破碎岩体紧凑型洞室群变

形监测预警与安全控制重大技术难

题，为国内极破碎岩体紧凑复杂洞室

群建造领域安全控制、安全施工提供

科学依据和可靠技术保障。

金川水电站坝体要修建在最大深

度达65米的深厚覆盖层上，如何保证坝

基牢固和坝体稳定，成为工程建设一开

始就必须解决的难题。金川公司组织

技术团队，跑现场、查资料，进行上百次

试验，研发含漂地层混凝土防渗墙优质

高效造孔方法，成功攻克这一技术难

关。该方法采用冲击钻机造孔形成抓

取凌空面、再使用液压抓斗进行挖掘作

业的“钻抓法”施工，提升防渗墙造孔成

槽效率，有效控制防渗墙成槽质量，加

快了清孔效率和施工进度。

截至2024年11月，金川公司取得

极破碎岩体控制技术、地质灾害预警技

术等一大批国际领先技术成果，成功投

运大坝智能碾压系统、新一代智能灌浆

设备等智能设备及系统，累计获授权发

明专利10项、实用新型专利33项、软件

著作权12项，参与行业标准编制4项，

发表论文80余篇，有效解决了工程建设

过程“卡脖子”重难点和关键技术问题，

不断推进金川水电站建设进程。

管理创新提速工程进度

面对“2025年首台机组投产发电”

这个雷打不动的目标，金川公司精心

梳理工程建设时间紧、任务重、施工强

度高、生产筹备紧张等方面存在的困

难，统筹项目建设，加强现场管理，向

管理要质量、要效益、要进度。

在工程管理上，该公司探索实践

以科技保障为支撑的水电工程质量管

理模式，采用大坝智能碾压、智能灌浆

系统、质量验评APP、数字化工程综合

管控平台等智能技术手段，引入行业

内外监督，推行首件标准，实行多方质

量检测，有力保障了工程质量。

国产BIM关键技术在工程管理上

的应用，是金川公司一项重大创新。针

对金川水电站项目定位高、面板堆石坝

覆盖层深厚、引水发电系统地质条件复

杂的特点以及项目实际需求，金川公司

持续开展多专业、全阶段BIM设计、基

于BIM的多源数据管理、开挖管理、地

质预报、反馈分析及安全监测等实际应

用，实现设计、施工全流程数字化管理，

为参建各方提供统一的数字化成果管

理平台、协作平台，为控制安全风险、实

现施工精益化管理提供平台基础及理

论保障。这一重大成果荣获2024年中

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第四届“新基建杯”中国智能建造

及 BIM 应用大赛特等奖等多个奖项。

同时，该公司把劳动竞赛融入工程建设

主战场，凝聚起金川水电站建设大团队

的整体合力。在劳动竞赛加持下，2024

年9月20日，仅用14个月就实现大坝填

筑到顶；2024年10月15日，首台机定子

吊装完成；提前16天完成地下厂房60仓

锚拉板混凝土浇筑、右岸溢洪道引渠段

边坡开挖提前30天向右岸趾板交面、3号

机组首仓蜗壳外包浇筑完成、2号水轮机

蜗壳安装完成。

2025 年投产发电在即，金川公司

按照投产后即具备远程监控、现场无

人值班（值守）目标，健全重点事项清

单管理机制和常态化推进机制，以智

慧电厂标准进行筹备，完善智慧电厂

建设方案，完成监控、励磁、保护、调

速器等设备智能终端采购，引进先进

运行模式，全力推进智慧电厂建设，确

保接好机、发好电，为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更多清洁能源。

冬日暖阳洒满吉泰盆地。走进江

西吉水八都镇宏溪村，一排排光伏面板

在阳光照射下源源不断地产生清洁电

能。伫立远山眺望，仿佛一片波澜起伏

的蓝色海洋，正默默守护着这个宁静的

村庄。

12 月25 日，江西万安水电厂光伏

电站巡视人员路过村子，村民黄爱青

满脸笑容地迎上前来：“光伏土地租金

到账了，没想到光伏板还能躺着赚这

么多钱，真是应了村支书说的‘一寸光

伏一寸金’呀，这下子可以过个好年

了，谢谢你们。”

“曾经的宏溪村是重点贫困村，底

子薄、基础弱，村民的日子过得并不富

裕。”宏溪村党支部书记王大根说道，

“如何带领宏溪村的父老乡亲增收致

富，探寻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一直是困扰村里的难点与痛点。”

宏溪村地理位置闭塞，产业出路

难寻。2023年8月，万安电厂经过前期

考察研究，决定来到这里投资建设光

伏发电项目，充分利用荒山荒坡等资

源，大力实施光伏发电项目，建设装机

规模为100兆瓦光伏电站。

吉水八都项目覆盖约 1500 亩土

地，划分 4 个光伏场区，于 2024 年 8 月

实现全容量投产发电。按照双方商定

的土地年租金标准，全体村民每年可

拿到 40 多万元租金收益。随着长期

撂荒土地等资源得到高效复合利用，

农户不仅能获得租金收益，还开辟了

药材种植、养牛养鸭等增收渠道，收入

每年都在持续增长中。

然而，项目前期开展得并不顺

利。开启两个月，一块地也没征下

来。起初，村民们担心光伏有辐射，有

漏电危险。“你这光伏板有辐射，雨水

流过后会被污染，影响我们放牧牛羊

和种植农作物。”村民们早期对光伏项

目颇有抵触，乡镇、村委怎么解释也理

解不了，于是，该厂便在村委开展宣

讲，举实实在在的例子，“镇政府屋顶

都做了，你们还担心什么呢？”

“你们做了光伏，我下面就不能种

地、养殖了。”

“我们有‘农光互补’模式，光伏板离

地有2.6到3.8米高，有6到7米的行间

距，柱子4米以上，农机都可以开进来，

光伏板之间还有漏光漏雨的间隙，这些

都是可以签订保障协议的。”为了让村民

无后顾之忧，施工结束后，他们把压实的

土地耕翻30厘米，方便村民耕种，同时

还兴建排水渠、排水沟、沉沙池。渐渐

地，村民的观念在潜移默化中改变过来，

从当初的不信任变到现在纷纷主动要求

参与。

“别小看这一块块太阳能板，它投

入少，积聚的却是增收致富的持续动

能，只要出太阳就可以赚钱。”提起这

份“阳光收入”，王大根高兴得合不拢

嘴，“目前，光伏已成为村主要收入来

源，土地租金、种植农作物、养牛养鸭

等收益占村集体大部分收入来源。”

“可不是嘛，每年的土地租金收益

已经成为大家的定心丸。”村民黄爱青

原本是脱贫户，为巩固脱贫成果，在建

好光伏电站后，万安电厂开展技能培

训，教他学习光伏技术，并将他安置在

电站相应劳动岗位，主要负责光伏电

站的砍青和巡护。“其余时间再干点儿

农活，生活基本不用愁了。”黄爱青深

有感触。

“一寸光伏一寸金”。光伏电站的

建设，为宏溪村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

动力。随着光伏项目的落成与投产发

电，原本沉睡的土地资源被唤醒，村民

们既能通过土地租赁获得稳定租金收

入，又能参与光伏电站日常运维、巡护

看守等工作，实现家门口就业，拓宽增

收渠道，尽情享受着新能源产业带来

的发展红利。

如今，走进吉水八都镇宏溪村，

俯瞰光伏电站，蓝天白云下，百里为

营千里为阵的蓝色光伏板在阳光下

熠熠生辉，与山水、田园、村落环抱一

起，书写着国家能源集团助力乡村振

兴的美丽诗篇。

锚定目标啃下“硬骨头”
■ 本报通讯员 夏 建 付镜徽

宁夏电力灵武公司
完成首笔“国能 e 电”固废交易

山东石横公司
实现绿证交易“零突破”

河北公司沧东电厂
AGC 辅助服务收益创历史新高

福建晋江热电超额完成
光伏项目投产年度指标

广东公司惠州电厂
年发电量突破 50 亿千瓦时创新高

一寸光伏一寸金
■ 本报通讯员 刘志诚

微光八载暖桑榆

大渡河金川公司为了实现“2025 年首台机组投产发电”，大力开展创新，攻克一道
道难关，创造出一个个不凡业绩——

重点工程建设回回眸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