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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天路”入云端  铁塔银线蕴精神
文 / 本刊记者   张友良

截至 2018 年 7 月 30 日，藏中联网工程 500 千伏

线路完成全线线路折单长度 1887.1 公里紧线和 3410 基

铁塔附件安装；6 座 500 千伏新建站和 1 座 500 千伏

扩建站总体完成土建施工 99.9%、电气安装 99.9%，常

规试验完成 99.33%，特殊试验完成 100%。

藏中联网工程竣工投运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这

标志着西藏 500 千伏电网主网架初步形成，西藏电网

实现跨越式发展，迈入超高压大电网时代，将为藏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引擎和动力。

2010~2018 年，短短不到 10 年间，国家电网人敢

为人先、不畏艰难、顽强拼搏、开拓创新，在世界屋脊

架设起青藏、川藏、藏中联网工程三条耸入云端的“电

力天路”，培育和塑造了新时代“电力天路”精神——

勇担重任的为民情怀，勇于吃苦的英雄气概，勇开天路

的创造力量，勇攀高峰的时代风采。她根植于西藏这片

沃土，萌芽于青藏联网工程，生长于川藏联网工程，成

熟于藏中联网工程。

勇担重任的为民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

出，西藏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党中央历来高度

重视西藏工作。坚持党的治藏方略，必须坚持治国必治

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

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牢牢把握

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把改善民生、凝聚人

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对达赖集

团斗争的方针政策不动摇。

国家电网公司认真落实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精神，深刻认识援藏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战略意义和

现实意义，积极践行国有企业“六个力量”，把藏中联

网作为“十三五”时期加快西藏电力发展的关键性工程。

作为把党的温暖和关怀送到西藏各族群众的“德政工程”

和“民心工程”，国家电网公司对工程建设坚持高质量、

高标准、高要求，确保把这一高难度、高挑战的高原输

变电工程建设成经得起党和人民考验的精品工程。

近年来，国家电网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从服务国家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出发，积极履行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把

支援西藏建设当作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十二五”

期间，国家电网公司累计在西藏完成电网投资 273 亿

元，全面加快各级电网协调发展，建设了青藏联网、川

藏联网等一批重点工程，解决了西藏 10.7 万无电户、

48.3 万无电人口的用电问题，显著改变了西藏电网落后

面貌，实现了西藏电网转型升级，彻底打破了西藏能源

短缺的发展瓶颈，有力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

改善。青藏、川藏联网工程建成以来，有力推动了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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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外送消纳，截至 2018 年 7 月底，累计外送电

量近 24.16 亿千瓦时。

随着藏中联网工程建成投运，藏中、藏东电网将实

现互联，进而与青海、四川电网互联，会显著增强西藏

中东部地区电网结构，实现电力在更大范围优化配置和

互济，大幅提升电网安全可靠供电能力，大力促进西藏

清洁能源开发外送，有效维护川藏铁路大动脉畅通，对

于推动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服务西藏和四省藏

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富民兴藏、凝聚人心，增进

民族团结具有重大意义。

在援藏工作中，国家电网公司认真践行“人民电业

为人民”的企业宗旨，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奋斗目标，坚持“做好电力先行官，架起党联系群众

的连心桥”，在世界屋脊建设“电力天路”，点亮雪域，

点亮藏族同胞的心灯，体现了国家电网人对党和人民的

无限忠诚和担当。

	

勇于吃苦的英雄气概
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精神。

4000 米以上的高原属于高寒缺氧地带，乔木都难以生

存，动物也极为稀疏，这里可以说是生命的禁区。缺氧、

头痛、头晕、失眠是非常普遍的高原反应。

青藏、川藏、藏中三大联网工程线路总长均超过

1000 公里，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工程沿线大都

处于缺氧、高寒、大风、强辐射等区域……一批又一批

国家电网人，志愿从全国各地集聚到青藏高原，凭着勇

于吃苦、敢打硬仗的精神，鏖战昆仑山口、驻守可可西

里、跨越怒江天险、征服冰川险隘，时刻与壁立千仞、

高寒缺氧、强紫外线为伴，挑战着一个又一个生命极限。

2010 年 11 月 28 日，青藏联网工程唐古拉山沼泽

地冻土基础施工攻坚战打响，任务艰巨，工期紧张。当

地老百姓说“没有你们这么干的，当年青藏铁路都没有

冬天开工的！”确实，在海拔 5300 多米的唐古拉山口，

含氧量不到平原地区的 40%，最低气温零下 40 摄氏度，

8 级以上的寒风。在这里正常的行走，相当于在平原地

区背着 50 斤重的负荷。时任西藏电力建设总公司总经

理张明勋是突击队队长。他回忆，施工期只有 20 多天，

因为天气异常寒冷、缺氧非常严重加上连续高强度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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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上旬项目部和施工班组患感冒的人非常多，最多

的一天有 76 人同时输液。大家是白天上工地、晚上打

点滴，甚至还一边输液一边开会。正是凭着这股子“轻

伤不下火线”的劲头，他们提前三天圆满完成任务。

业拉山是横断山脉最大的天险。这里有一处著名景

点——“72 道拐”，险峻惊绝，是世界公路史上的奇

迹。为了不破坏“72 道拐”，留住 318 国道最美的风

景，藏中联网工程在海拔 4658 米的业拉山垭口进行了

改线。线路先沿着海拔 5100 米的业拉山顶前行，然后

在 2 公里的水平距离内陡降 1300 米，飞过怒江天险后，

又迅速爬升至海拔 4400 多米的山顶，在跨越怒江的地

方画了一个大大的“V”字。为了这个藏中联网工程建

设中最艰险的任务，	四川电力送变电建设公司项目经

理刘文锦带领 30 多名兄弟用两个多月时间在业拉山的

绝壁上打造另一个独特的“风景”——由 33354 根钢管、	

266827 个扣件组成，总长 2.8 公里，最大坡度 70 度，

垂直落差 600 多米，共 9658 级台阶的怒江天梯。从山

顶上往下看，悬崖峭壁上，一条蛇形钢梯蜿蜒向下，非

常壮观和震撼，而两旁时不时因为狂风有石块滚落，让

人心惊胆战。这条怒江天梯，让刘锦文他们这群在云端

上建设天路的汉子的生命安全得到有力保障，上下班的

最远路程时间从 4 个小时缩短到 1.5 个小时。

面对世界海拔最高、自然环境最复杂、施工难度最

大的千里雪域，国家电网人义无反顾、敢闯敢拼、勇于

吃苦。不管山有多高，都要立塔成峰，不管路有多险，

都能使命必达，展现出国家电网人百折不挠、凌云壮志、

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

勇开天路的创造力量
青藏、川藏、藏中联网工程三条“电力天路”，是

世界电力工程建设史上从未有过的海拔高、海拔跨度大、

施工难度复杂的高原输变电工程。电力天路建设的过程，

就是解决冻土施工、巨量物资运输、脆弱生态环境保护

等众多难题和挑战的过程。可以说，“电力天路”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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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前例的超级工程，处处体现了创新创造的力量、贯穿

了绿色环保的理念。

冻土地段施工是一项世界性的技术难题。在冻土上

筑立塔基、架设线路，面临稳定性、路径优化等问题，

是施工的最大难点和关键。对于多年冻土，建设者们探

索出了“随开挖、随支护、早封闭、快衬砌”的施工方

案，有效缩短了冻土区施工时间，最大限度减少了对冻

土环境的影响；对于季节性冻土，他们研制出锥柱基础、

装配式基础等多种基础型式，有效地降低了劳动强度，

避免和减小了冻土冻胀力对基础的损害。经过多年创新

实践，国家电网公司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冻土区输电线路

施工的工艺标准和技术规范，为中国及世界上相关工程

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物资运输同样是“电力天路”建设面临的巨大考验。

工程物资的总量以数百万吨计，最为艰难的是那“最后

一公里”。雄峰峻岭、深沟险壑、悬崖峭壁、雪域冰川、

湍急河流，这是物资最后转运到施工现场时，路上遭遇

的常态。国家电网公司专门研发了高山索道运输法。在

三大工程中，总共设计、架设索道近 3000 条，总长度

超过 3200 公里，最大索长 4248 米，最大跨距 4203 米，

优质高效解决了材料上山问题，大幅减少了对生态环境

的破坏。

实现人与自然、工程与环境的和谐统一，是“电力

天路”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的重要原则。青藏联网工程

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及不冻泉至五道梁之间时，专门错

开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繁殖迁徙时间，避开迁徙通道；川

藏联网工程五跨金沙江，最后两跨只为绕开竹巴龙自然

保护区，保护矮岩羊等野生动物和藏区高原珍稀植物资

源；藏中联网工程为了米堆冰川不被电网“骚扰”，把

最好的风景留给后人，将电力线路架设在高出 318 国道

海拔 400 多米的陡峭悬崖上……这些无一不是电力建

设者们践行绿色发展的生动案例。

国家电网人跨雪山、越峻岭，突破生命禁区，挑战

生存极限，以钢铁般的意志攻克高原电网建设难题，把

“电力天路”建设成经得起党和人民考验的精品工程，

创造出多项世界纪录，谱写了世界电力建设史上的光辉

篇章，彰显了国家电网人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专业专

注的工匠精神、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铸就具有卓越竞

争力的电力铁军。

勇攀高峰的时代风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共产党牢记“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新征程。

作为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重

点骨干企业，国家电网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精神为指导，制定并实施了

“一六八”新时代发展战略，明确了建设具有卓越竞争

力的世界一流能源互联网企业的战略目标。

在青藏、川藏和藏中联网工程中培育、继承和发展

起来的“电力天路”精神，天然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和

时代风采。把她有机融入到国家电网公司定位、宗旨、

发展理念、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中，将为国家电网公

司履行新时代新使命，提供坚强的精神动力支撑。

一方面，要在援藏工作中进一步发扬“电力天路”

精神，加快构建川、渝、藏西南同步电网，推动建设以

500 千伏为主网架、各级电压电网协调发展的西藏统一

电网，实现藏中、昌都、阿里全区联网；把主电网覆盖

范围扩展到 74 个县城及主要乡镇，从根本上解决西藏

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及农牧民的用电问题，为西藏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可靠的电力供应保障。

另一方面，要用“电力天路”精神凝聚人心、激发

力量，加快实施“一六八”新时代发展战略，引导国家

电网公司全体干部员工满怀豪情投入新时代，做全球能

源革命的引领者，做服务国计民生的先行者，成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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