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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促共赢

立足长远惠世界
——— 海外专家学者评两会

□ 本报记者 杜文景

“以前夏天根本用不了电风扇，有时照
明灯也‘忽亮忽暗’，还总跳闸、停电。现
在电压好多了，好几样电器同时用也没问
题。”随着聊城市郑家镇王庄10千伏支线农网
改造升级工程的验收，村民谭国新家的“用
电难”得以解决。

据了解，目前，全省配电网仍有5 . 2%、
4 . 6%的高压主变及线路和6 . 3%、7 . 2%的中压配
变及线路存在重载、过载现象。尚有280个自
然村未通动力电，236个自然村动力电不足。

为加快推进配电网特别是农网规划建
设，近日，省发改委牵头制定了《山东省配
电网“十三五”发展规划》（以下简称《配
电网规划》）和《山东省“十三五”新一轮
农网改造升级规划》（以下简称《农网规
划》）。“十三五”期间，我省将全面解决
供电“卡脖子”、动态“低电压”等问题。

中心城市用户

年均停电时间低于0 . 4小时
配电网是电网中直接承担电力分配任务

的网络。“如果将电网主网比作‘动脉’，
配电网就是四通八达的‘毛细血管’，为千
家万户提供电力普遍服务。”省发改委副主
任魏建强这样描述。

目前，我省配电网主要由110千伏、35千
伏、10千伏及0 . 4千伏四个电压等级组成。其

中，110千伏、35千伏电网为高压配电网，以
220千伏电源点为依托，主要承担高压配电任
务；10千伏、0 . 4千伏分别为中、低压配电
网，担负绝大多数电力用户直接供电任务，
与用户用电体验关系最为紧密。

根据《配电网规划》，到2020年，全省配
电网110—10千伏配变总容量达到3 . 3亿千伏
安，线路总长度达到37 . 5万公里。其中，110
千伏变电容量1 . 8亿千伏安，线路长度3 . 9万公
里；35千伏变电容量0 . 5亿千伏安，线路长度
3 . 7万公里；10千伏配变容量1 . 0亿千伏安，线
路长度29 . 9万公里。

“我省将按照‘远近结合、分步实施’
的原则，优化高压网架结构。”省发改委能
源处处长郭晓东介绍说，高压配电网将形成
以“链式”为主的电网结构，解决网架结构
不清晰、网架结构薄弱等问题，提高供电安
全水平；优化配置电压序列，增强220千伏变
电站35千伏配出能力，结合负荷需求、网架建
设和设备运行情况，逐步将原电源来自110千
伏变电站的35千伏变电站就近改接至220千伏
变电站供电，控制和减少110/35千伏变压层
次。

同时，完善中低压电网结构。提升中压
线路联络率，解决中压网架结构不清晰、分
段不合理、供电半径过长等问题，提高配电
网转供能力和供电可靠性；明确低压电网供
电范围，配变布点按照“小容量、密布点、
短半径”的原则配置，供电半径满足末端电
压质量要求。

在供电质量方面，也提出了明确目标。
到2020年，中心城市（区）、城镇、乡村用户
年均停电时间不超过0 . 4小时、2小时、5小
时，较2015年分别下降0 . 9小时、1 . 2小时、2 . 1
小时，供电可靠率达到99 . 995%、99 . 977%、
99 . 943%，故障停电时间整体降低45%；综合电
压合格率达到99 . 999%、99 . 945%、99 . 605%，电

压不合格时间较2015年分别下降0 . 1小时、15 . 8
小时、31 . 5小时，电压质量整体提升60%。

适度超前推动农网升级

农村电网是配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破解“三农”问题、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
抓手。

据测算，2020年，我省县域全社会电量将
达到4 3 6 4亿千瓦时，“十三五”年均增长
9 . 2%；最高用电负荷达到6793万千瓦，年均增
长8 . 7%。为满足农网地区快速增长的用电需
求，我省将加快实施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
程。

按照《农网规划》，今年年内实现省定
扶贫重点村农网“村村改”、平原机井电力
“井井通”，全面完成7276个中心村农网改造
升级。2018年底，完成小康电示范县建设。
2020年底，建成结构合理、技术先进、安全可
靠、智能高效的现代农村配电网，基本实现
城乡供电服务均等化。

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过程中，以村、镇
为基础，逐站、逐变、逐线梳理设备运行情
况，找准薄弱环节，安排建设改造项目。
2016—2018年，计划投资约76亿元，建设改造
110—35千伏变电容量61万千伏安，线路373公
里；10千伏配变容量146万千伏安，线路5548
公里；0 . 4千伏线路3 . 03万公里，全面解决农
网设备重过载、供电“卡脖子”问题。

在县城地区加强农网建设与合村并居、
旧城改造等协同推进，适度增加变配电站布
点，增强县域农网供电保障能力，加快缩小
与大中城市供电水平的差距。乡镇、农村地
区结合农副产品加工、乡村旅游、农村物
流、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发展，提高户均配
变容量；在春节、农忙等季节性负荷突增地
区，合理使用高过载变压器、调容调压变压

器等，保障农村生产生活用电；在负荷小、
用电分布散地区，因地制宜选用小容量变压
器，缩短低压供电半径。到2020年，农网供电
水平大幅提高，用户年均故障停电时间较2015
年缩短40%左右，乡村户均配变容量较2015年
翻一番，基本实现城乡供电服务均等化。
“十三五”期间，我省计划投资约43亿元，建
设改造配电变压器约1 . 8万台，配变容量约468
万千伏安；低压线路1 . 95万公里，到2020年0 . 4
千伏线路平均供电半径缩短至0 . 26公里。

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对供电质量目标也
设置了“硬杠杠”。到2020年，农网用户年均
故障停电时间不超过4小时，较2015年下降2 . 8
小时，与城网差距缩短至3小时；供电可靠率
达到99 . 954%，综合电压合格率达到99 . 85%，
电压质量整体提升62%；乡村户均配变容量达
到2 . 2千伏安，较2015年翻一番，并根据负荷
需求适时调整。

同时，全面落实农网精准扶贫，实现省
定扶贫重点村“村村改”、三相动力电“村
村通”、平原机井电力“井井通”；加强电
网接入系统建设，有效保障光伏扶贫项目接
入。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我省新一轮
农网改造升级投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农网
匡算总投资882亿元，比“十二五”增加309亿
元。其中110千伏电网总投资162 . 9亿元，35千
伏投资76亿元，10千伏投资394 . 5亿元，0 . 4千
伏投资248 . 6亿元。

从投资方向看，投资559亿元，用于供电
保障；投资132亿元，用于优化完善网架结
构；投资95亿元，用于提升装备水平；投资52
亿元，用于实现节能减排；投资44亿元，用于
提高智能化水平。从投资来源看，国家新一
轮农网改造升级投资493亿元，农网其他基建
工程投资300亿元，小区配套费投资49亿元，
技改专项投资15亿元，营销专项25亿元。

□ 本报记者 袁涛

3月1日，济南经十东路以北、奥体西路以
西的11个分地块被平安集团下属的平安不动产
有限公司以43 . 8亿元拿下。按照规划，这些地
块将用作商务金融和普通商品住房用地。平
安集团的进驻，标志着济南中央商务区建设
又迈出了一大步。

不仅仅是中央商务区，万达文体旅游
城、绿地山东国际金融中心、华谊兄弟电影
文化城、轨道交通、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
心……据了解，今年，济南市共安排重点建
设项目240个、预备项目88个，总投资10055亿
元。其中，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8185亿元，
2017年计划投资2113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计划的48%，是该市历年来市级重点项目
总投资、年度计划投资规模最大的一年。

近日，全省各地陆续发布2017年重点项
目，以期在扩需求稳增长上实现新突破。其
中，淄博市确定2017年市重大项目330个，总

投资2968亿元，当年计划投资1026亿元。今
年，东营市将实施106个重点项目，其中重点
建设项目97个，97个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1097
亿元，2017年计划投资409亿元。德州市筛选
确定市级重点项目135个，年度计划投资605亿
元。威海市2017年共计安排138项市级重点项
目，总投资1739 . 6亿元，当年计划投资436 . 6亿
元。

梳理可以发现，我省各地确定的2017年重
点项目大多紧扣“三去一降一补”需要，强
化基础设施支撑，推动转型升级，激发民间
投资活力，保障改善民生，培育挖掘消费潜
力。

淄博市2017年的重点项目涉及经济发展、
民生建设、公交优化、养老设施、文化配套
等方面。其中，道路建设方面，有济青高铁
(淄博段)、滨莱高速(淄博段)项目，也有淄博
市主城区城市道路建设项目和淄博市立交桥
梁工程项目等。棚户改造方面，有全市城镇
棚户区改造工程、全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

目等。公交优化方面，包括购置新能源汽车
1000辆、新增6条线路等。文化方面，包括建
设中影-奥莱电影小镇、少儿齐文化研学基地
等。

东营的重点项目涵盖了农业、工业、服
务业、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建设和社会
民生等领域，包括东营港疏港铁路、淄东铁
路(东营段)扩能改造工程等21个能源交通基础
设施项目；德州路道路工程 (郝纯路至东八
路)、南一路快速路(西一路至华山路)建设工程
等15个城市建设项目；市胜利锦华中学建设项
目等13个社会事业项目；黄水东调应急工程等
11个农业项目；利华益集团20万吨/年合成气
制乙二醇项目等23个工业项目；东营东城万达
广场项目等14个服务业项目。

来自省发改委的信息显示，2016年，我省
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实施了“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落地”活动，筛选确定了800个“十三
五”规划重大项目，总投资3 . 2万亿元；大力
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激发

民间投资活力，建立了全省传统基础设施领
域PPP项目储备库，储备项目492个，其中118
个纳入了国家发改委项目库。同时，加强对
130个省重点建设项目的调度督导，组织开展
了现场督查，对项目推进不力、未按计划开
工、连续三个月进展缓慢的市进行了约谈；
强化协调服务，着力破解制约项目建设的突
出问题，全年完成投资1201亿元，占年度计划
的110 . 2%。此外，民企入鲁签约项目落地，
2234个项目已落地2077个，到位资金1 . 23万亿
元，项目落地率和资金到位率分别达到92 . 9%
和42 . 6%。

根据部署，今年，全省将认真梳理“十
三五”规划纲要涉及的214项重大工程和“十
三五”重点推进的800个大项目，筛选确定100
个以上投资规模大、带动作用强、社会效益
高的省级重点项目。同时，强化项目储备，
推出一批今明两年拟建设的具有全局性、基
础性、战略性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争取
更多项目进入国家计划盘子。

全面解决供电“卡脖子”、动态“低电压”等问题

山东加快电网晋档升级

紧扣“三去一降一补” 不断扩大有效需求

重点项目引领，我省力促经济平稳增长

在“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的当下，中国坚定支
持经济全球化和跨区域合作。以“一带一路”倡议
为代表的中国方案，凭借其“开放、包容、均衡、
普惠”的独特魅力，赢得了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一带一路”倡议也成为海外专家学者谈及本届中
国两会时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谢尔盖·卢贾宁
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世界级的倡议，它能引
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更好地
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在上世纪90年代，全球
化主要通过西方的方式实现，如今中国为世界增加
了“中国选项”。而且它不会强加于人，不以谋求
政治报偿为目的，这就使同中国开展经贸合作极具
吸引力。

埃及《金字塔报》报业集团董事长艾哈迈德·
赛义德·纳贾尔，同时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告
诉新华社记者，中国的发展“将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带来深刻变革”。他说，“一带一路”的意义不仅在于
恢复这两条重要的古代商道，更传达了这样一个理
念，即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均可通过公平贸易实
现和平发展。他期待“一带一路”倡议促成更多政策
出台、更多项目落地，造福更多国家人民。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马里
西奥·桑托罗认为，“一带一路”将中国内陆省份
与中亚、中东、南亚甚至更远的地方贯通起来，既
带动中国内陆省份发展，又增加了全球经济发展的
活力，是对贸易保护主义有力的回击，其起到的带
动作用也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找到新的合作道路。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
授李明江认为，目前全球经济增长疲软，“一带一
路”可以发掘沿线国家的经济潜力，带动参与国经
济发展。从长远来看，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过
程伴随着基础设施建设，这真正从物理上实现了国
家地区间的互联互通，为沿线国家未来几十年的发
展打下良好基础。

津巴布韦知名学者曼伊卡·坎盖伊长期从事中
非和中津贸易研究，曾出版《可以改变非洲的“中国
十课”》。坎盖伊在评价“一带一路”倡议时说，中国正
在用实际行动告诉其贸易伙伴，推进全球化对双方
来说是双赢的。随着亚吉铁路（亚的斯亚贝巴－吉布
提）、蒙内铁路（蒙巴萨－内罗毕）等重大基础设施工
程的陆续完成，中国未来在非洲扮演的角色将越来
越重要。非洲很多国家会受益于更好的基础设施，
而中国也将获得一个更大的市场。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学专家巴克图古洛夫认为，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或将成为世界各国合作的
一种新哲学，成为大国和小国之间平等合作的新哲
学，成为个人与个人和谐发展的新哲学。

意大利共产党党中央委员弗朗切斯科·马利尼
奥在两会召开前夕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盛赞中国
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他认为，“一带一路”对欧洲
和中亚等地都是一个非凡的机会，并表示希望意大
利能成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他说，除了给沿
线各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和商业价值外，这一倡议还
有助于地区稳定。

俄罗斯著名智库“瓦尔代”俱乐部研究规划主
任雅罗斯拉夫·利索沃利克认为，中国通过保持自
身的开放性，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正在维
护国际市场开放性和提高全球经济增速方面成为一
股重要力量。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中
国将在发展国际贸易、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定规
则、充分发挥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等方面进一步发
挥其重要作用。 （据新华社电）

华东地区外贸企业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记者从“第27届中国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华交会）上获悉，2016年，江苏、上海、浙江、
山东、福建等华东省市与“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
对外贸易均实现增长，并明显高于整体贸易的平均
增速。

第27届华交会于3月1日至3月5日在上海举行。
据“华交会”理事会介绍，华东地区外贸企业发挥
得天独厚优势，正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以
山东为例，2016年，山东外贸比上一年增长3 . 5%，
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进出口
4133 . 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 . 4%，占全省外贸总
额的26 . 7%。

山东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倡议，山东企业不仅在沿线市场建设了资
源开发基地、生产制造基地、综合服务基地、研发
设计基地，布局了营销网络，而且促进了生产与服
务联动“走出去”，构建起新的全球价值链，全面
提升了山东经济的开放水平。

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
2016年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市场合计出口1822 . 9亿
元，出口产品主要是机电产品、服装、纺织品、石
材及制品等。

在上海，推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被列为2017年
全市工作重点，目标是将上海建成“一带一路”市场
要素资源配置的功能枢纽。相关内容包括：选择10个
左右“一带一路”国家和重要节点城市、友好城市，签
署经贸合作备忘录；在上海新建一批“一带一路”国
别商品中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互办展
会；筹划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设立服务贸易海外
促进中心；支持上海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市场
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推动电站、港口、
通信、道路建设等领域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
基础设施建设等。 （据新华社电）

小钢丝 大链条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赵真 报道

3月6日，广饶经济开发区翰腾钢丝帘线有限公司车间里，技术人员正在查看新出产的产品。
钢丝帘线是生产车用轮胎的主要配料。为提高产品质量、升级配套标准，翰腾公司从意大利、比利时和美国等国引进世世界先进水平的设备及

技术，同时推行6S管理，实现了降低库存，提升交货准时率和生产效率，其产品供应恒丰橡塑、万达宝通等知名企业，成为轮胎制造企业业竞相合
作的配套企业。广饶经济开发区鼓励配套企业引进先进技术装备，做专做精，逐步打造起涉及钢丝帘线、刹车片、车轮轮、齿轮、橡胶轮胎，年产
值可达350亿的汽车配件产业链条。

□方垒 赵玉国 报道
3月3日，茌平县惠利农机专业合作社工

作人员利用现代化农机设备为托管贫困户麦
田喷施药物，保障麦田顺利度过防治病虫害
的关键时期。

□陈清林 杜文景 报道
3月2日，阳谷县狮子楼街道金蔡伦纸业

有限公司工人正在生产特种纸张。
该县依托传统纸业技术优势，以国家级

技术研发中心为引领，坚持创新驱动，加大
科研投入，重点形成了离型纸、热敏纸、无
碳复写纸等高附加值特种纸加工生产及相关
装备制造的产业链，产品远销东南亚、欧美
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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