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能源保供，一头连着国家经济的

稳定运行，一头系着千家万户的冷暖。2024年

保供形势复杂，极端天气频发等因素均对电力

供应安全造成较大影响，保供压力大、风险大、

不确定性大。面对风险挑战，各地方政府、能

源企业及个人，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

力保障煤炭、电力等能源的稳定供应。近日，

本报记者深入一线，采写了一系列生动感人的

保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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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与震区的能源答卷

□ 本报记者 张海莺

储气库是一种将长输管道输送的

商品天然气重新注入地下空间而形成

的人工气田或气藏，是集季节调峰、事

故应急供气、国家能源战略储备等功能

于一体的能源基础性设施。储气库可以

在天然气市场出现盈余时，发挥“存入”

功能；在冬季供暖季出现供应不足时，及

时“取出”，从而达到天然气调峰的目的，

因而也被称为地下“天然气银行”。

“每年能够在冬季用气高峰保证正

常供应，其中储气库作出了很大贡献。”

中石化中原油田储气库管理中心生产

运维中心副主任张健对中原油田储气

库群保障华北冬季供暖季很有信心。

2024~2025年供暖季来临之前，早在

2024年9月3日，卫11储气库第3个注

气期就已圆满完成，当期注气量超3.1

亿立方米，注气完成率达100%，提前两

个月完成全年基础目标。

除了储气库之外，本报记者还了解

到，中石化一方面持续强化国内重点油

气田上产组织工作，提升天然气日产

量；另一方面多方筹措提升供应能力。

2024年11月1日，来自卡塔尔的满载

9万吨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靠泊到中石化

天津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码头。该船舶

搭载了9.3万吨液化天然气，相当于约

1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能够满足大约

350万户京津冀地区居民家庭一个月

的用气需求。

2024~2025年供暖季中，卫11储

气库采取倒班制度，要求以不同人员

轮值的方式，保证所有技术和操作岗

位每天24小时务必有人在岗。张健

说：“我们能够温暖这么广袤的平原，当

然需要有人筑起坚固的能源防线。”

冬季积雪覆盖，气温达到零下30摄

氏度。在银装素裹的中石油新疆油田

玛河气田，一条“好汉梯”见证着新疆油

田采气一厂项目经理部技术人员廖盛

航每天巡检保供的坚守。

北疆的冬天来得早去得晚，供暖周

期也更长。冰雪覆盖的山路上，每一串

巡检的脚步都仿佛在与自然抗争。

玛河气田共有7口天然气井，个个

都是保供行列里的“强先锋”，这里每天

有150万立方米的天然气输送，可以温

暖150万个家庭。但天然气井大多在

山高路陡的峁顶或坡壁上，其中，

MN1005井就在海拔1000多米高的群

山之间。

去往MN1005井的山路是一条近

70度的长陡坡，当地牧民称作“羊见

愁”。“我们修了一架280级台阶的长梯，

它蜿蜒望不到头，像架天梯，大家便称长

梯为‘好汉梯’。”廖盛航告诉本报记者，

他和同事每天要巡井两次，往返“好汉

梯”千余级。有一次遇到雨雪天，台阶湿

滑难行，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检查了

设备，清理了“好汉梯”的积雪，天色已经

彻底黑了下来，整个山谷静得只能听到

风声以及廖盛航和同事的脚步声。

同样在大雪纷飞的国家管网西气

东输公司江苏邳州作业区，“保供先锋

队”的大旗在寒风中猎猎飘扬。员工们

冒雪检查设备，确保极端天气下设备设

施不出现冻堵。

科技的赋能也让作业更加“智能

化”。在中海油宁波“绿能港”接收站厂

区，本报记者“偶遇”了一个橙黄色的

“小胖墩”——工作归来的智能巡检机器

人“小瓦”。据接收站工艺人员介绍，“小

瓦”每天定时在工作地点与能量补给站

之间的既定路线上精准通行，一路拍下

巡检点的仪表数据，将数据实时传输到

控制系统中，生成巡检报告。搭载激光

雷达、红外线传感器的“小瓦”，不仅能够

自主导航并感知周围环境，利用激光光

谱检测空气中的甲烷气体，及时发现天

然气的漏点，还能利用搭载的防爆拾音

器采集压缩机运行声音，通过声波识别

技术检测音频信息，及时发现设备的“亚

健康”状况。

“‘小瓦’多次帮助我们发现了极难

察觉的设备微泄漏，经人工复测后，我

们及时定位消灭了潜在隐患。”“小瓦”

的精准查漏能力得到了接收站工作人

员的广泛认可。

在中海油，近些年“入职”的“智能

哨兵”还有很多：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智

能摄像头……一系列新技术的应用，不

断提升现场安全管理标准化水平，为液

化天然气接收站设备设施完整性提供

着有力保障。

保供“顶梁柱” 暖流抵心间

□ 本报记者 程 晖

隆冬时节，气温已降至零下。

位于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的国

家能源集团神东补连塔煤矿设备

运转不停，生产正忙。“在能源保供

期间，每多割出一刀煤，就可满足

沿海电厂一台67万千瓦的机组多

运行8小时。”补连塔煤矿综采三

队队长郭志有说。

挖潜增效
守护能源“压舱石”

国家能源集团以煤炭高产稳

供保能源安全，克服部分矿井停产

减产、产能接续紧张、恶劣天气多

发等困难精心组织生产，自产煤量

连续42个月保持5000万吨高位

水平。疆煤出区实现新突破，在资

源获取、成本压降、煤质把控、运力

开拓、增量提效等方面持续发力，

实现月均200万吨目标。

为提高生产效率，中煤新集公

司阜阳矿业综采一队为化解工作

面边采边撤对生产的不利影响，大

力开展班组“劳动竞赛”，以业绩论

英雄、凭实力说话，充分激发干部

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全员工效

大幅提高，设备开机率提升20%，

日产原煤稳定在万吨以上。

鏖战风雪，畅通能源大动脉煤

炭生产马不停蹄。

当渤海湾的盐雾在铁轨上凝

结成霜，一列列运煤专列如同钢铁

巨龙驶入秦皇岛港。当冬季来临

时，过低的气温导致煤炭粘连在车

皮无法卸下，造成大量煤炭损失。

一场与冻车煤的博弈随即展开。

秦港业务部团队设立了气温监控

小组，根据数据筛选出容易冻车的

重点矿区，联系发矿单位做好随时

喷洒防冻液应对低温的准备，协调

监督港口及时开启磁脉冲振打设

备，对每一列驶入秦港翻车机的运

煤列车进行震荡敲击，必要时对冻

车煤较多的车皮进行二次翻卸振

打。业务部的青年职工们穿戴着

厚厚的保暖棉服和防护装备，冒着

严寒攀上冰冷的铁梯，透过结霜的

护目镜仔细查验车皮冻煤清理效

果并留存影像资料。身着蓝色工

装、24小时三班倒的他们，在港口

形成了一条永不“断电”的守护链。

朔黄铁路作为国家西煤东运

第二大通道，围绕“安全高效、畅通

无阻”目标，统筹运输组织、设备维

护与应急处置。2024年，该公司

升级智能调度指挥系统，集成北斗

定位与5G通信技术，实现列车运

行状态全息感知，极端天气下运输

计划调整响应时间缩短至 15分

钟。神池南站创新采取“弹性天

窗”施工管理，利用大数据预测车

流低谷期安排维修，减少运输干

扰25%，为能源运输高效畅通持续

赋能。

国家能源集团黄骅港务生产

计划员赵倩斌告诉本报记者：“当气

象预警系统弹出预警信息时，我们

立即启动‘港口—海事’应急联动机

制，生产指挥中心的生产计划实时关

注天气变化，计算着每个可能的作

业窗口期，反复推演最优进出港方

案，拖轮护航路径精确到分钟级。”

科技赋能
点亮万家灯火

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的保供

故事中，科技的力量成为电力保供

的关键支撑。在四川省甘孜藏族

自治州海拔 3000 多米的二郎山

上，国网四川电力送变电建设有限

公司的运维人员在寒风中坚守，守

护着全国输电线路覆冰等级最高

的重冰区。该公司泸定运维分部

主任王小川介绍：“覆冰是电网安

全运行的一大考验，如果其中一条

线路出岔子，300万户家庭的用电

就会受到影响。”为更好监测覆冰

情况和维护线路，每年10月底到

来年3月的覆冰期内，二郎山观冰

站就成了运维人员的“第二个家”。

他们利用无人机、测风仪、望远镜

等设备对输电线路开展覆冰观测

和特巡，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从二郎山往西400余公里，在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大箐乡，电力

工人远程操控着蓝色的除冰机器

人，对百米高空的锦屏—苏南±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覆冰架

空地线进行除冰。机器人沿着架

空地线行走，在机器人前端震动锤

与刀片冲击双重作用下，裹在架空

地线上的冰块快速脱落，仅15分钟

就将该区段架空地线覆冰隐患全部

消除。“除冰机器人可有效消除架空

地线上的雨凇、雾凇、混合淞等不同

类型的覆冰，大幅提升了架空地线

除冰的便捷性、安全性及智能化程

度。”国网四川超高压公司除冰工

作负责人魏凯林介绍说。

在电力保供的前沿，国家电网

公司还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能源

电力行业的深度融合。国网湖北

电力实施电网数智化提升工程，创

新利用AI技术，让电网调度、运维

更加“聪明”、高效。AI虚拟调度员

“艾丽”能够同时对多个检修项目、

多个工作人员发起会话，实现一键

智能成票、精准故障研判和智能化

语音调度指令下达，极大提高了调

度效率。

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蝶

变中，中国中煤北煤机公司以“数

字紧平衡”理念重塑保供体系。通

过 MES 系统构建“数字孪生工

厂”，精准管控“产供销三个小闭

环”执行力，实现三地产能数据实

时互联、资源动态调配，保障投入

产出均衡；运用物联网技术对关键

设备实施“全生命周期管理”，让故

障预警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防

控”；成功建设了电液控制系统智

能产品的柔性焊装与自动化测试

生产线，打破了煤机行业中PCB板

生产的技术瓶颈，建成业内唯一一

条 SMT 生产线，为能源保供提

供了更加智能、高效、环保的解决

方案。

近年来，东北三省及周边地区

对煤炭的需求不断攀升，前来拉煤

的车辆数量随之增加，高峰时每天

超过200台车辆排队等候购煤，对

此，雁宝能源建设并投运具备AI

配煤和无尘装运功能的地销煤储

装运系统。该系统配备两座直径

18米、高48米的块煤仓和混煤仓，

一座转载点以及单双机栈桥，额定

年生产能力300万吨，每小时可连

续装车2000吨，平均每1分钟就

可装满一辆30吨位的车，单日最

大装车能力3万吨，有效提升了煤

炭装车效率，为煤炭生产和运输提

供有力保障。

绿色转型
助力能源高质量发展

在南方电网的保供工作中，清

洁能源的消纳和利用成为一大亮

点。2024年，南方电网积极推动新

能源能并尽并、应发尽发，新能源

投产5932万千瓦，同比增加22%；新

能源发电量2455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36%。

南方电网通过科学实施跨流

域跨省区水电优化调度，实现了水

电发电量的大幅增长。2024年水

电发电量4429亿千瓦时，同比增

加16.2%，为全国打赢迎峰度夏保

供攻坚战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

南方电网还积极推动新型电力负

荷管理体系的建设，充分激发需求

侧调节活力，如组织开展全国规模

最大的填谷响应，促进新能源消

纳，广西、云南市场化填谷消纳交

易规模15.4亿千瓦时，其中广西全

年60%天数（206天）开展填谷响

应14.7亿千瓦时，云南开展82次

填谷响应7000万千瓦时，填谷响

应降低用户用电成本8.4亿元。云

南开展首次实时型（可中断）削峰

响应，启动时长由“天”缩短为“小

时”，更加贴近新型电力系统运行。

在国家能源集团的保供实践

中，清洁能源的利用同样成为重要

方向。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地区的

卧牛山风电场，工作人员在极寒天

气下坚守岗位，保障风电设备稳定

运行。风电场场长助理李东涛带

领团队踏冰卧雪，为机组线路“追

风”护航，确保在恶劣天气下风电

设备的稳定供能。

央企担当铸就温暖防线

□ 本报记者 程 晖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能源保供是

一场关乎国计民生的硬仗。尤其在

2024~2025这个供暖季，从西藏的震区

到山东的雨雪冰冻之地，从内蒙古的煤

炭生产前沿到河北的“煤改气”现场，无

数能源工作者在一线默默奉献，守护着

千家万户的光明与温暖。

震区里的光明守护者

2025年1月7日，西藏自治区日喀

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震中地区

电力设施损毁严重，多个乡镇陷入黑

暗。地震发生后，西藏自治区党委、政

府迅速部署，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能源局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组织成

立工作组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现场，争分

夺秒投入抗震救援。

震后不到5小时快速恢复定日县城

供电；震后18小时定日县用电负荷恢复

至震前水平；震后34小时受地震影响的

变电站、线路已全部恢复送电……

国网西藏电建应急基干分队在震

后第一时间奔赴灾区，他们在零下18℃的

寒风中徒步穿越冰河，抢修“生命线路”。

国网西藏电力闻令而动、尽锐出

战，以最快速度、最短时间点亮了灾区

群众希望之灯。

国家能源局援藏干部王云波中断

休假，林波、张嵘主动请缨，当天紧急奔

赴灾区一线，在震中核心区域的余震

中，协调解决电力设施修复中的困难，

指导现场人员抢修；深入震中定日县措

果乡、曲洛乡、长所乡临时安置点，实地

查看电力保障情况，完成共计115处安

置点、2465顶帐篷电力保障工作；协调

了一批应急供电设备物资紧急送往受

灾一线，协调地方相关部门和油气企业

加强油气调配储运，确保供应充足。

“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发生了这么大

的灾难，所有力量都第一时间赶到救

灾，帐篷也亮了，祖国真强大！”这是国

网山南供电公司“95后”员工王天佑在

震中强嘎村安置点完成接电任务后发

出的感慨。他和同事们在海拔4360

米、零下18℃的环境中，为22顶帐篷接

通了照明线路。

能源保供“工具箱”不断升级

极端天气、国际形势等不确定因素

叠加，让保供任务更加复杂艰巨。

2025年3月2日，山东沂山地区遇

到一场罕见的寒潮，大面积雨雪冰冻天

气对当地的新能源机组造成了严重影

响。沂山地处沂蒙革命老区，山区丘陵

多，输电线路易发覆冰舞动灾害。国网

潍坊供电公司线路运维人员陈福海、

张洪亮等人在海拔550米的太平山顶

上艰难地跋涉。

“起飞！”随着张洪亮按下启动键，

无人机腾空而起，很快消失在茫茫雪幕

中。通过无人机传回的画面，他们发现

27号铁塔的绝缘子出现异常亮点——这

是覆冰加速的征兆。陈福海迅速向公司

汇报，请求启动应急除冰作业预案。

3月3日早上6时，按照国网山东省

电力公司统一部署，多名骨干力量迅速集

结，赶往现场，首次在山东实战开展机器

人除冰作业。工程车在冰雪山路中艰难

前行，最终在大官庄村民的帮助下抵达

现场。

上午9时25分，机器人除冰作业正

式开始。操作员贾广耀介绍，这种名为

“小黄”的除冰机器人，通过大载重无人

机挂载至线路上，采用多重物理破碎的

方式清理线路覆冰。不到10分钟，“小

黄”轻松清理了220米覆冰线路，且无需

停电，大大提升了电力保供能力。

“相较于直流融冰、无人机敲冰等方

式，机器人除冰具有速度快、安全风险

低、避免线路停电等优势。”国网潍坊供

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主任王晓宁说。

从传统能源到多元供给，从人工调

度到智慧化管控，山东能源保供的“工

具箱”不断升级。新技术、新模式、新业

态的涌现，让能源保供的精度更高、效

率更快、韧性更强。

煤炭保供的“黑色巨龙”

迎峰度冬期间稳定的电力供应，离

不开煤炭发挥作为“压舱石”的重要保

障作用。

内蒙古自治区作为国家重要能源

和战略资源基地，2021年以来，累计承

担电煤中长期合同煤源保障任务量35.8

亿吨，占全国任务总量的38%，有力支

持了29个省份的煤炭供应。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腹地，零下

35℃的白毛风裹挟着雪粒呼啸而过。然

而，在这片冰雪覆盖的无人之境，一列列

满载褐煤的列车犹如一条条黑色巨龙，

奔腾不息，穿越连绵的山脉一路向南，为

无数家庭带去温暖与光明。

锦华铁路全长627公里，是国家电

投一条自有铁路，也是北煤南运的黄金

通道。2025年1月28日，一场大雪覆盖

了白音华站，锦华铁路清雪保畅党员突

击队火速集结，准备在与严寒和风雪的

“较量”中迎接新年的到来。

“今天外面格外冷，但大家都打

起精神来，每一处都得清理到位，不

能让煤炭断了供！”锦华铁路工务专

业清雪突击队队长韩志然叮嘱着工友

们。他们背着30多斤重的除雪机，深

一脚浅一脚地前往作业现场。到达后，

他们对着道岔尖轨缝隙、枕木空等部位

开始清理积雪。由于道岔的杆件结构

精细复杂，结冰点常常隐匿于狭小的

缝隙之中，他们还会拿出自制的除雪小

工具，小心翼翼地清理道岔缝隙间的

积雪。

经过4个小时的合力攻坚，铁路清

雪保畅工作结束。此时，他们的棉衣和

帽子已经结上了一层厚厚的冰壳儿，仿

佛穿上了一身“冰铠甲”。2024年，锦华

铁路累计货物发运量2021万吨，货物周

转量超70亿吨公里。在迎峰度冬期间，

累计出动3200余人次参与保供保畅工

作，清雪超32万立方。这些数字背后，

是无数能源保供人的默默坚守与无私

奉献。

“煤改气”里的温暖守护

在河北省农村地区，“煤改气”工程

为居民生活带来了清洁与便利，但同时

也面临着冬季保供的巨大挑战。2025

年2月中下旬，邢台市某城燃公司因资

金周转问题未能按时足额缴纳气款，系

统触发自动关阀程序。若按常规市场

化操作停供，将直接影响任泽区数万农

村“煤改气”居民用户用气。

关键时刻，河北省天然气公司迅速

决策，启动保供应急预案。他们打破常

规，在未收到全额气款的情况下开阀供

气，垫付应急气款，协调内部资金池先行

保障气源采购，确保“不断供、不涨价、不

限气”。同时，公司法务、财务部门依法完

善担保手续，确保国有资产安全。

此次应急保供行动成效显著，保障

了邢台市任泽区4万余户农村“煤改气”用

户正常用气，未发生一起因停气引发的投

诉，获得了地方政府的致信感谢。

本报记者了解到，自2022年采暖

季开始，每年采暖季期间，河北省发展

改革委选派熟悉业务的厅级干部带队，

由委内有关处室和省天然气应急调度

指挥中心抽调人员组成若干巡回调度

组，赴全省14个市开展全覆盖能源保供

实地调度。同时，河北在全国率先建立

地方政府天然气应急储备。2023年河

北省依托新天曹妃甸LNG接收站，通过

代储企业采购LNG、代政府储气的方

式，以“现有长协+代采现货”方式在全

国率先建立3.29亿方地方政府天然气

应急储备，每年采暖季前满储备用。

能源保供没有“完成时”，只有“进

行时”。只有在变局中把握规律、在传

承中开拓新局，全力构建更安全、更高

效、更可持续的能源保障体系，才能守

护千家万户的光明与温暖。

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补连塔煤矿综采三队支架工认真检查工作面护帮板情况，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刘长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