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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温州：“：“电电””亮富裕路亮富裕路 唱响能源歌唱响能源歌
张银燕张银燕 李闻文李闻文 夏杨晨昱夏杨晨昱

绿色电网
架起奔向富裕“幸福线”
5 月 11 日，苍南南部蜿蜒连绵的群山上，

一排排光伏矩阵随着山势起伏，山体像是披上
了一层蓝色铠甲，分外壮观。

中核苍南藻溪赤溪8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是苍南县首个光伏发电项目，分别位于苍南县藻
溪镇、赤溪镇、钱库镇，总计1600亩。“利用山地
高度差，我们科学设置，在发电的同时，基本不影
响原有油茶、黄栀子等农作物产量。”国网苍南供
电公司发展部主任刘教月介绍，当地农户相当于
多了一份租金收入，每户年增收数千元。

这是温州深入贯彻“碳达峰、碳中和”战
略，积极推动绿色生态发展，着力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一个缩影。

作为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行业，电力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国网温
州供电公司结合区域能源消费多元发展特征，
紧扣新型电力系统发展理念，积极推动清洁低
碳发展、保障安全可靠供电，提升综合能效水
平。

行走在温州大地，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立
足“千万千瓦”级新能源消纳格局的新型电力
系统建设，正风生水起，劲头十足。

今年 3 月，装机容量 120 万千瓦的泰顺抽
水蓄能电站项目在该县司前畲族镇开工，标志
着温州将拥有一座巨型“充电宝”，承担起浙江
电网调峰填谷及紧急备用等任务。

在苍南 168 海岸线上，核电、海上风电、分
布式光伏等清洁能源项目加速推进，所有清洁
能源项目落地建成后，预计苍南年发电量近
600 亿度，超过半个三峡水电站年发电量。到
2030年，这些项目及其产业预计每年直接产生
税收50余亿元。

而在洞头鹿西、大瞿等海岛，风光储一体
的微电网集群系统正在建设，实现海岛离网自
愈和远程系统控制，打破自然灾害下的停电困
境，为偏远乡村海岛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可靠保
障。

温州最新新能源资源普查数据显示，温州
全市可开发（含在建项目）新能源资源容量超
2000 万千瓦，未来开发潜力巨大。“大风电、大
光伏、大核电”资源开发全面加速。

完成三澳核电500千伏送出工程、苍南1号
海上风电220千伏送出工程、文成二源茶光互补
发电项目110千伏送出工程、岩坦风电35千伏
送出工程⋯⋯今年，国网温州供电公司全力保
障清洁能源并网发电。同时，创新大规模能源汇

集建设新模式——提出建设500千伏瑞安能源
汇集站等示范工程，探索新能源集约式管理控
制，实现电网规划、新能源规划、储能规划与国土
空间规划有机融合，引导多元能源供应体系合理
布局，推动都市全域能源绿色升级。

汩汩绿色电能，流进千家万户，为助力共同
富裕注入澎湃动能。

数字赋能
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乐清大荆镇素有“石斛之乡”的美称。近
年来，该镇下山头村积极探索“铁皮石斛+文创
旅游”发展，打造了共富、幸福、数字、低碳的未
来乡村示范样板。

国网温州供电公司紧密衔接地方发展战
略，结合乡村资源禀赋、产业发展布局，积极丰
富未来乡村建设的数字化场景，为村民送去

“智慧电”。完成该村提升改造高压线路 1.2 公
里，低压线路 5.34 公里，通过建设“未来乡村智
慧大屏”，开展种植园大棚用能优化控制，实时
监测充电桩、光伏、智慧路灯等设备数据，为打
造“电气化+农业+旅游”三位一体的综合能源
发展模式注足电力。

因地制宜推出系列服务同时，国网温州供
电公司正以数字化改革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不断创新创效。2019年起，该公司借助温州市
能源大数据中心推出“企业能效监测”服务。

“我们对 7000 多家规上企业用能情况和能效
水平进行实时监测，构建企业用能自动诊断分
析模型，为企业提供最优用能解决方案。”国网
温州供电公司互联网办公室副主任陈显辉介

绍。
日前，瑞安永义无纺布有限公司就收到一

份惠企“用能体检报告”，当中记录了企业当前
用电、用气、用水等各项能耗数据及量化评
估。借助这份报告，该公司针对性开展智能化
改造，让每一度电产生更大价值，生产效率提
高30%，企业成本大幅下降。

永嘉县泵阀业是一个产值攀上300亿元大
关的特色产业集群。如何以电助力，推动泵阀
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是国网温州供电公司
一直在探索的问题。

今年以来，该公司推出名为“VI分析报告”
的数字化应用，深入泵阀重点企业，开展用能
诊断和碳排放综合分析。通过电力大数据分
析综合能效，为企业“一对一”优化用电方案，
帮助泵阀企业加快产线节能改造，提升清洁能
源应用水平。

数字化改革推动下，温州分布式光伏实现
智慧化监管。5月6日，温州市级分布式光伏数
字化管理平台正式上线运营，针对分布式光伏
普遍存在的小散乱、安全隐患多、运营管理难
等问题，通过平台实现分布式光伏电站一站式
集中运管，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配套增值服
务。平台还将服务温州市制造业“千企节能”
专项行动，确保分布式光伏项目补贴足额及时
发放。目前，首批128个光伏电站已接入系统，
总装机约 7.44 万千瓦，实现光伏发电量科学预
测，企业高效、科学用电，有效提高安全运营监
管水平。

便民服务
深度融入乡村振兴

5 月的一个周末，在徐徐微风中走进文成
县武阳村，一间间独具特色的民宿错落有致地
散落在乡村小路，一块块蓝色方格板静静地躺
在各户居民的房顶和路边的LED灯上，充分吸
收着太阳热能，再转化为电能。

去年，武阳村入选浙江省第一批低（零）碳
乡镇（街道）、村（社区）及减污降碳协同试点创建
单位后，开始推广“幸福电”。“自从安装了太阳能
光伏发电板，家里每月节省用电约150度，不仅
省电费，还环保。”村民刘建林说。截至目前，该
村已有108户家庭安装太阳能光伏发电板。

随着“乡村振兴·电力先行”建设不断深
入，充足可靠、源源不断的电能正成为老百姓
美好生活的动力引擎。

乡村要振兴，电网需改造。鹿城区藤桥
镇、山福镇，瓯海区泽雅镇、仙岩大罗山等地，
借着“趸售供区体制改革”东风，10万名老百姓
实现“用电自由”。通过电网改造、更换智能电
表、新增变压器等方式，国网温州供电公司破
解夏季用电相关难题，当地居民、企业生产生
活迈上快车道。“自从民宿周边电力线路改造
完成后，停电次数明显变少了。”瓯海大罗山盘
云谷隐墅民宿负责人马勇伟说，“我们的好评
率有了明显提高，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真诚服务群众，点亮人民美好生活。每周
一和周四上午，龙港城东供电所的业务受理员
应红燕，都会早早来到工作岗位，为社区居民
提供服务。

今年3月，龙港华中社区“红船·光明驿站”
正式揭牌后，应红燕与同事通过驿站智慧用电
平台，开展关爱老人、绿色出行、智慧农业、低

碳民宿等多维数字服务场景应用，实现乡村电
力服务更高效、准确和及时，满足新时代乡村
多元化个性化的用电需求。

近年来，国网温州供电公司加快打造90个
新时代乡村电气村，并以“红船·光明驿站”为
抓手，让电网的末端生长出灵活、智能、敏锐、
个性化的“根须”，将优质、便利、智能的供电服
务传送到“最后一公里”。华中社区“红船·光
明驿站”可实现老百姓用电业务就近能办、多
点可办、少跑易办，服务覆盖周边 4 个社区
3000余人。

而在交通不便的山区，“背包客”成了一座
座“流动驿站”。国网泰顺县供电公司组建223
人的电力“背包客”团队，履行供电服务“调研
员”、问题解决“协调员”、用电业务“代办员”、
服务过程“督导员”、用电知识“宣传员”五大员
职责，累计现场服务 2.4 万余户，现场代办 272
项业务，解决客户问题210余个。

山区村民因此说，供电公司员工已经完完
全全成为自己人、村里人⋯⋯

城市发展，离不开电力的支撑。电力，一
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串联起一条条通
往共同富裕的“幸福线”。在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示范区的道路上，国网温州供电公司正奋
力书写“电力答卷”。

致力打造“千万千瓦”级自适应新型电力系统的温州电网 黄周虎 摄

电力工作人员为泰顺包垟乡织麻来料加工厂检
查用电设备 包舒静 摄

（本版图片由国网温州供电公司提供）亚洲最大滩涂渔光互补项目220千伏泰瀚光伏项目在温州龙湾并网发电 黄周虎 摄

从一灯如豆到万家灯火从一灯如豆到万家灯火，，从传统制造到产业数字化转型从传统制造到产业数字化转型，，从靠山吃山到高质量发展⋯⋯电力从靠山吃山到高质量发展⋯⋯电力，，不仅为温州地方经济发展源源不断不仅为温州地方经济发展源源不断

注入能量注入能量，，更是为温州打造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市域样板提供无限动能更是为温州打造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市域样板提供无限动能。。

在温州全力在温州全力““续写创新史续写创新史、、走好共富路走好共富路””的当下的当下，，国网温州供电公司始终践行国网温州供电公司始终践行““实干担当实干担当、、敢为天下先敢为天下先””的温电精神的温电精神，，致力打造致力打造““千万千万

千瓦千瓦””级自适应新型电力系统级自适应新型电力系统，，在绿色生态发展在绿色生态发展、、数字化改革数字化改革、、产业转型升级和乡村美好生活等方面发挥电力先行官作用产业转型升级和乡村美好生活等方面发挥电力先行官作用，，描绘一幅幅描绘一幅幅

““产业兴产业兴、、百姓富百姓富、、生态美生态美””的致富画卷的致富画卷。。

国网文成县供电公司员工走进荷花种植基地开
展供电线路巡视巡查，全力保障基地供电可靠。

泰顺供电“背包客”在电力驿站中为村民办理业
务，让村民享受便捷服务。 梅传双 摄

国网平阳供电公司为平阳县鳌江镇北山村旅游
观光点用电线路排查隐患 丁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