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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左名都，竹西佳处。扬州，不仅
是一座文脉悠久的历史文化名城，也
是一方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
土。曹起溍故居、江上青烈士史料陈
列馆、扬州革命烈士陵园、郭村保卫战
纪念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旧址等革
命遗迹遗址，将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
砥砺奋斗的红色印记深深烙刻在了扬
州的大地上。

近年来，国网扬州供电公司传承
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汲取奋
进力量，时刻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
的企业宗旨，推动电网高质量发展与
扬州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用实际
行动守护万家灯火，助力千年古城焕
发新活力，为把扬州这个“好地方”建
设得“好上加好、越来越好”增光添彩。

强创新，赋能电网建设

5月 24日下午，扬州供电公司党
委中心组赴郭村保卫战纪念馆开展沉
浸式学习。史称“东进序曲”的郭村保
卫战中，新四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留下了“信党跟党、爱民为民、敢干实
干、廉政勤政”的“东进精神”。

敢干实干，笃定前行，展现新作
为。近年来，该公司矢志不渝做红色
能量的传递者，让红色精神成为全体
员工心头的“烽火”、逐梦的“誓言”，加
快推进坚强智能电网建设。

早在 2012年 10月，扬州供电公司
就在全省率先启动“一流配电网”建设
和管理示范区建设，并用一年多的时
间，完成 88平方公里的示范区建设。
示范区内，中心城区和一般城区电网
网架实现双环网、单环网、架空多联
络，农村地区实现架空多联络，配电网
结构更趋合理，供电可靠率显著提升，
用户年均停电时间中心城区控制在 6
分钟、一般城区控制在 1小时、农村控
制在6小时以内，同时形成了432个技
术标准、194项管理制度，形成了“标
准化、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型配电网
运营管理模式，为江苏配电网升级探
了路。

再坚强的配电网，也会因恶劣天
气等发生故障停电，这就需要供电服
务指挥人员及时研判故障并分派抢修
任务。于是，如何不断提高故障处置
效率成为供电企业的聚焦点。为此，
2019年初，扬州供电公司牵头研发了
国内首个供电服务人工智能（AI）指挥
员——“小艾”。

“小艾”不仅具备人机对话功能，
相当于一个虚拟的接线员，能够代替
配网抢修指挥人员，直接与电力客户
对话，准确回答客户各种咨询，而且能
够自动感知配网设备异常，及时发现
故障并智能研判，指挥抢修工作开
展。该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心副主任
杨川介绍，“小艾”从接收失电告警信
息、研判故障、派发抢修工单到发布停
电信息，整个过程用时不到10秒，使抢
修工作效率提升60倍以上。

推动电网向能源互联网升级，扬
州供电公司大胆探索“源网荷储”协调

互动并积极实践。2020年 8月 20日，
随着扬州运河东郡小区地源热泵参与
电网“应急支撑”及“需求响应”能力试
验圆满成功，全国首个城区综合能源
协调控制系统在扬州投入使用。

“地源热泵是一种利用地热资源
进行供热或制冷的空调系统，不少小
区已经安装了这种系统实施集中采暖
和制冷。将地源热泵系统改造后接入
区域综合能源协调控制系统，就能通
过调节地源热泵出水口温度，控制其
用电功率，减少用电负荷，由此保障电
量供需平衡和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扬
州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专
职吴佳佳表示，“我们将在地源热泵参
与电网需求快速响应的基础上，探索
智能楼宇和园区级微能网与电网的交
互，为区域能源互联网的技术应用创
新和市场化发展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添绿色，注入“电力元素”

传承红色基因，助推绿色发展。
扬州，是“中国淮扬菜之乡”,是“世界
美食之都”。近年来，扬州供电公司大
力挖掘餐饮领域电气化潜力，推广“全
电厨房”，掀起了“厨房绿色革命”。

2020年 4月 15日，我省首个引入
“能源托管”业务模式的社区全电厨房
在扬州“双东”历史文化街区琼花观社
区建成。“‘全电厨房’没有明火和噪
音，油烟也少了很多，现在整个后厨干
净整洁，更安全、更绿色。”扬州琼花观
社区主任李华说，琼花观助餐中心每
天为孤寡老人提供约 200人次的助餐
服务，实施改造后每年可节约用能成
本约1.2万元。

为了扩大“厨房绿色革命”的影响
力，2020年 7月至 10月，首届“全电厨
王”挑战赛系列活动在扬州举办。期
间，共有超过 1500份全电厨房美食参
赛，浏览量达 3.1亿次，并有超过 10万
人参加全电厨房烹饪料理课堂，在全
社会掀起了餐饮电气化新风尚。

截至目前，扬州已完成170余个全
电厨房改造项目，打造了包括扬州大
学餐饮电气化实训中心、丁山宾馆全
电厨房、东关古街沿街商铺“瓶改电”
在内的一批特色示范项目。

推动传统厨房升级的同时，扬州
供电公司大力推动乡村电气化，为乡
村振兴注入“电力元素”。

位于扬州市江都区吴桥镇的江都
现代农业产业园面积达1.2万亩，有种
植户 800户，是省市两级永久性“菜篮
子”基地。2019年，扬州供电公司帮助
园区实施电气化改造，打造了总面积
3200平方米的两个电气化示范大棚，
水肥一体化、遮阳网闭合、通风等10多
个环节全部实现智能化操作。

“实施电气化改造后，浇水、卷帘、
通风等工作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完
成，不仅方便快捷，而且经济效益显
著，果蔬种植每亩成本下降了近 2000
元。”园内的润禾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社长张振凤说。

目前，扬州已建有电气化智慧大
棚 63个，推广用电设备容量达 2513千
瓦。此外，智能电气化还在农副产品
加工、畜牧及水产养殖、粮食烘干等产
业中大显身手。据统计，2019年以来，
扬州供电公司因地制宜，共推广粮食
电烘干项目72个、水产养殖（下转4版）

汲取奋进力量 焕发古城活力
——扬州供电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

特约记者 管诗佳

9 月 11 日 ，亚 洲 首
条±400 千伏直流海缆验
收试验顺利完成，标志着
目前亚洲传输电压等级最
高、海陆输送距离世界第
二的海上风电工程——

“三峡—中广核”如东±
400 千伏柔性直流海上风
电项目具备送电投运条
件。承担此次试验工作的
江苏方天电力技术有限公
司在国际上首次应用针对
海陆直流电缆交接试验而
研制的大容量直流设备专
业放电系统，攻克了超大
容量电缆高压放电过程中
过电压、大电流抑制等世
界性难题。图为 9 月 9 日
试验人员正在阀厅内搭接
加压线。
汤德宏 张晓闽 摄文

本报讯 （苏轩）9月8日，国家能
源局公布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
开发试点名单，江苏报送的59个试点县
（市、区）入选，总数仅次于山东和河南。

江苏入选的 59个试点县（市、区）
分别是：南京市的溧水区、六合区、鼓楼
区、浦口区，无锡市的锡山区、江阴市、
宜兴市、惠山区，徐州市的沛县、邳州
市、睢宁县、铜山区、新沂市、丰县、淮海
国际港务区、鼓楼区，常州市的金坛区、
经济开发区、钟楼区、天宁区，苏州市的
吴江区、常熟市、吴中区、相城区，南通
市的通州区、海安市、如皋市、如东县、
启东市、海门区，连云港市的灌南县、赣
榆县，淮安市的盱眙县、淮阴区、洪泽
区、涟水县、淮安区，盐城市的建湖县、
盐都区、射阳县、阜宁县、滨海县、经济

技术开发区、大丰区，扬州市的经济技
术开发区、高邮市、仪征市、江都区，镇
江市的丹阳市、润州区、扬中市、丹徒
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泰州市的海
陵区、泰兴市、姜堰区、医药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靖江市，宿迁市的宿城区。

国家能源局提出，试点工作要严格
落实“自愿不强制、试点不审批、到位不
越位、竞争不垄断、工作不暂停”的工作
要求。各试点地区要改善新能源开发
建设营商环境，降低屋顶分布式光伏开
发建设非技术成本，减轻投资开发企业
负担。试点过程中，不得以开展试点为
由暂停、暂缓其他项目立项备案、电网
接入等工作。对于试点过程中不执行
国家政策、随意附加条件、变相增加企
业开发建设成本的，将取消试点资格。

国家能源局公布全国整县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试点名单

江苏59个县（市、区）入选本报讯 （彭涛 杨凯 杨毅）9月
13日，笔者从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IEEE）获悉，由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
公司牵头编制的《基于模块化多电平
换流器的统一潮流控制器技术：第二
部分 术语》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这
是该公司牵头编制并获发布的第 5
项国际标准。

据悉，这是 IEEE 统一潮流控制
器（UPFC）P2745系列标准中正式发
布的第 3项标准，《基于模块化多电
平换流器的统一潮流控制器技术：第
一部分 功能》和《第三部分 晶闸管
旁路开关》分别于 2019年、2020年正
式发布，《第四部分 保护控制应用》
正在编制，预计2022年底发布。

《第二部分 术语》由国网江苏电
科院负责具体编写，主要规定了包括
UPFC 结构和运行模式、主要设备、

控制保护、测试和运维检修等UPFC
相关领域术语的定义，广泛适用于
UPFC等灵活交流输电技术领域。

近年来，国网江苏电力高度重视
国际标准创制，依托UPFC等重大项
目和示范工程，体系化布局成套国际
标准，至今已牵头编制并发布 2 项
IEC标准和 3项 IEEE标准，在国家电
网系统中居省级电网公司首位。据
悉，该公司将发挥已在 UPFC、中低
压直流等领域牵头创制国际标准的
优势，拓展虚拟电厂、电动汽车及储
能等新兴领域，积极加入国际电信联
盟（ITU）等国际标准组织，并发挥好
IEEE PES（中国区）智能电网与新技
术委员会秘书处等平台作用，拓展国
际标准创制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
升在“新型电力系统”国际标准创制
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国网江苏电力牵头编制第5项国际标准发布

本报讯 （戢李刚 吉晓筱 徐小
涵）第六届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
果交流活动评选结果近日揭晓，国网
江苏检修公司陈昊创新工作室完成的
《运行状态下高压断路器潜伏性故障
监测技术及应用》成为3个获一等奖的
成果之一。

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交流
活动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科学技术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联合举办，活动始于 2004年，每 3年
举办一次。本届活动经过层层推荐、评
审答辩等程序，在全国范围内评选产生
100项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其中一
等奖3项、二等奖15项、优秀奖82项。

高压断路器是电力系统的核心控
制设备，在电力系统正常运行时用于接

通和切断高压电路中的负荷电流，在系
统发生故障时能够在毫秒级时间内切
断数十千安的故障电流。针对断路器
潜伏性故障难以通过日常运行巡视发
现、运行状态下监测手段不足等问题，
《运行状态下高压断路器潜伏性故障监
测技术及应用》创新提出了双重主成分
信号处理方法、电场强度U型复合判
据、对时优化复合差流判据、断路器近
期远期整体健康度评估方法等技术方
法，攻克了断路器机械故障监测、外绝
缘故障监测、回路故障监测、断路器状
态评估等难题。据悉，该项目成果应用
以来，显著提升了运行状态下高压断路
器潜伏性故障的诊断水平，优化了高压
断路器检修调试工作，有效减少了变电
站临时停电次数与停电时长。

国网江苏检修公司获全国职工技术成果一等奖

本报讯 （宗和）省政府近日印发
了《江苏省“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规划》，提出将协同建设能源互联设
施，推动能源等基础设施更加智慧化。

《规划》提出，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
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
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和
增进人民福祉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
能升级、融合创新服务的现代化基础设
施体系。要以数字技术为引领，以信息
网络为支撑，以应用场景为驱动，加快
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全面发展融合基础
设施，超前谋划创新基础设施，助力数
字江苏建设，助推全省高质量发展，为
深入践行“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
列”新使命新要求提供有力支撑。

加强综合能源网络建设方面，《规
划》明确，加快构建以智能电网为基础，
热力管网、天然气管网、交通网络等多
种类型网络互联互通，多种能源形态协
同转化、集中式与分布式能源协调运行
的综合能源网络，积极发展新能源微电
网、分布式能源微电网。协同国家电网
在江苏率先打造能源互联网企业，加快

建设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推动形成以电为中心的能源互联网产
业链，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鼓
励各设区市因地制宜开展能源互联网
试点示范城市建设，支持建设国家级能
源互联网产业集聚区。建设能源大数
据平台、能源互联网协调控制系统平
台、成品油智慧监测云平台。

在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规
划》提出，提升智能变电站覆盖率，推
进智能电厂等能源生产设施、智能用
能终端等能源消费设施建设。加快充
换电设施建设，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
公共停车场、居民小区、城市商场充电
设施全覆盖，在具备条件的物流园、产
业园、农贸批发市场、城市闲置土地等
建设集中式充电站和快速换电站，形
成车桩相随、适度超前、快充为主、慢
充为辅的高速公路和城乡公共充电网
络，全省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等公用
充电设施服务半径小于 1公里。加强
氢能网络布局，支持南京、苏州、无锡、
南通、盐城等城市加大投入，发展城市
供氢管网、加氢站网络。

江苏印发《“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提出

协同建设能源互联设施 推动能源等基础设施更加智慧化

本报讯 （宗和）国家能源局近日
发布《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规划提出，到 2025
年，抽水蓄能投产总规模较“十三五”
翻一番，达到6200万千瓦以上；到2030
年，抽水蓄能投产总规模较“十四五”
再翻一番，达到1.2亿千瓦左右。

规划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风电、
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发
展，对调节电源的需求更加迫切，构建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对抽
水蓄能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规划明确了坚持生态优先、和谐
共存，区域协调、合理布局，成熟先行、
超前储备，因地制宜、创新发展的基本
原则。规划要求，各省（区、市）能源主
管部门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统筹
电力系统需求、新能源发展等，按照能
核尽核、能开尽开的原则，在规划重点
实施项目库内核准建设抽水蓄能电
站。到 2035年，形成满足（下转 2 版）

《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印发实施

本报讯 （高原）中国核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日前公布2021年度管理创新
成果评选获奖名单，82个成果从364个
申报成果中脱颖而出，其中，江苏核电
有限公司获得一、二、三等奖各 1项和
优秀奖3项。

获一等奖的《核电站环保敏感 SS⁃
Cs分级管理》在国内外同行电站中首
创 SSCs（现场总平面构筑物、系统、设
备）环保敏感分级的概念，制定《环保
敏感SSCs管理》制度，完成4台VVER、
2 台 M310 机组环保敏感 SSCs 分级，
确定管控措施，并与工单进行关联，
实现了流程化、表单化、数据化管理。

2020年，江苏核电环保敏感 SSCs分级
原则被纳入中国核电企业标准——
《核电厂危险源分类分级标准》和《核
电厂工业安全与环保敏感SSCs分级执
行指南》。

江苏核电获二等奖的是《基于工
单全过程管控的核电运行风险分析体
系构建》，《核电企业基于量化模型为
导向的数智化风险评估管理》获三等
奖，《核电企业基于数字网络的标准化
焊接管理》《核电企业基于分级管理和
业商财融合的工单标准化管控》《核电
企业以动态分级量化为导向的核安全
文化绩效管理》获优秀奖。

江苏核电6项管理创新成果获中核集团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