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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能源局与国家电投山东分公司联合举办文艺展演

颂歌真情献给党
□通讯员 马向阳 晋芳

记 者 张思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追寻党

的奋斗历程，讴歌党的丰功伟绩，传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激发我省广大能源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
热情，更加坚定永远跟党走的理想信念，6月25日，山东省
能源局与国家电投山东分公司联合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主题文艺展演———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在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举行。

本次文艺展演共分为“星火燎原，开天辟地”“自力更
生，改天换地”“开拓创新，惊天动地”三个篇章13个节
目，采用时空对话、舞台剧、音舞诗画、音乐快板、歌舞等
形式，向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献上诚挚的赞美与祝福。

“从小爷爷对我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曾经苦难才明白，
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展演在童声演唱的《在灿烂的
阳光下》拉开帷幕。“星火燎原，开天辟地”篇章中诗朗诵
《一封家书》、舞蹈《芳华》及歌舞《我们走在大路上》，以
中国共产党一大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历史为主线，生动演绎了
革命先辈们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国家和人民前赴
后继、浴血奋战，换来了终如他们所愿的美好河山。

“自力更生，改天换地”篇章以新中国成立到十八大召
开之前的历史为主线，通过歌曲串烧《团结就是力量》《歌
唱祖国》《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先进人物采访、歌曲《少
年》等内容丰富、含义深厚的优秀节目，热情讴歌了在党的
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华民族
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开拓创新，惊天动地”篇章中歌舞《我们都是追梦
人》、朗诵《碳中和的先进者》、歌曲《安全之路》、音乐
快板《奋斗者》、经典诵读《百年芳华·诗词里的中国》及
歌舞《永远跟党走》，讲述了新时代山东广大能源人不忘初
心、接续奋斗的励志故事，展现了我省能源从业者矢志不
渝、砥砺前行的赤子之心，以及中华民族共圆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众志成城和坚定自信。

演出精彩纷呈，观众掌声雷动。此次展演让山东广大能
源人从百年党史中汲取了精神力量，进一步激发了知责于
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的使命感责任感。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我省能源人将以深厚的爱党爱国情怀、昂扬向上的精
神风貌、敢为人先的“闯”“创”精神，奋力谱写新时代能
源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
能源力量。

□通讯员 马向阳 姚旭 蒋明
记 者 张文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沂蒙山上峰峦叠嶂、林木
葱郁，石岚水库碧波涟漪、水光激滟，在距
离临沂市69公里的费县薛庄镇鲁峪沟境内，
雄山秀水之间掩映着一座备受行业关注的绿
色能源配套重点工程——— 国网新源山东沂
蒙抽水蓄能电站（以下简称“沂蒙抽水蓄
能电站”）。6月24日，沂蒙抽水蓄能电
站1号机组成功并网发电，机组各项技术
指标均优于设计值，以此为标志，山东在
积极推进能源重大项目建设、全面调整优
化电网结构、奋力抢占能源领域发展制高
点上再立丰碑。

“抽水蓄能作为点亮电网的‘最后一根
火柴’，不仅有效提升风、光、氢、核等新
能源消纳的灵活性、经济性和安全性，而且
还能为电网运行提供调峰填谷、调频调相、
事故备用、黑启动、需求响应等多种服务，
是全省能源绿色转型的有力抓手和重要支
撑。”据山东省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处负责人介绍，抽水蓄能电站作为电力系统
的“稳定器”“调节器”和“平衡器”，具
有启动迅速、使用寿命长、运行维护简单、
费用低、事故率低等特点，是国内目前较理
想的调峰电源。

近年来，随着全省新能源装机比例迅速
增加，省外来电送入电力大幅提高，煤电机
组供热改造不断提速，电网调峰压力骤增。
山东能源主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科学优化
电源结构，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力促电
网安全稳定运行。在沿海核电、风电等新能
源负荷中心布局建设文登180万千瓦抽水蓄
能电站；在上海庙—临沂、扎鲁特—青州等
“外电入鲁”受端负荷中心分别布局建设沂
蒙120万千瓦、潍坊120万千瓦抽水蓄能电
站。目前，山东已建成投运泰安抽水蓄能电
站1座，装机容量100万千瓦；核准在建沂
蒙、文登、潍坊以及泰安二期抽水蓄能电站
4座，全部建成投运后山东抽水蓄能电站装

机容量达到700万千瓦。
“沂蒙抽水蓄能电站属我省一等大(I)型

工程，项目总投资73 . 7亿元，设计安装4台
30万千瓦可逆式水轮发电机组，装机总容量
120万千瓦，额定水头375米，综合效率系数
75%，设计年发电量20 . 08亿千瓦时，建运后
每年可节约标煤5 . 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5
万吨，具有显著的节能减排效益。”据临沂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人介绍，该项目由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国网山东省电力公
司出资建设，枢纽建筑物主要由上水库、下
水库、水道系统、地下厂房系统以及地面开
关站等建筑物组成，2015年7月工程正式开
工，2020年7月下水库顺利通过蓄水验收，

今年计划投产2台机组，预计2022年6月实现
全容量建成并网。

在电站建设过程中，参建人员大力弘扬
沂蒙精神，勇于担当作为，科学组织施工，
编制了沂蒙抽水蓄能电站机组启动试运行试
验大纲，制订了19项专项应急预案和63项现
场处置方案，电站建设比原计划工期提前一
年实现机组并网发电。在技术创新上，400
米级国产导向反井钻开挖精度达国际领先水
平；在材料创新上，全球首创酸性骨料沥青
混凝土面板防渗技术取得成功；在工艺创新
上，采用机械自动焊接、弯管机预弯制作等
工艺，使钢板利用率由70%提高到90%以
上，比传统切割工艺大幅节省了钢板原材

料；在设计创新上，采用整体座环机构设
计，节约机电安装工期近2个月。目前，沂
蒙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蓄水已经满足首台机
组发电所需，上水库将于7月份开始蓄水。
2、3、4号机组正在有序安装调试，预计明
年3月份可安装完毕。

“沂蒙抽水蓄能电站建运，在有效提升
山东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和电网调节能
力同时，还将有力拉动临沂经济快速发
展。”据临沂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人介
绍，截至今年5月，电站建设带动周边交
通、仓储、物流、旅游、餐饮等各类就业岗
位2000余个，累计缴纳税费7500万元。项目
投运后，预计每年缴纳各类税费1 . 2亿元。

济南发展绿色能源

助推低碳交通
□通讯员 王 磊 张建佩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济南市出台《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的若干政策》，围绕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推广新能
源车消费、重点领域新能源车推广等5个方面提出20条利好
政策，加快推进绿色出行，从理念倡导向激励引导升级，为
加速推动绿色低碳出行提供坚强支撑。

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构建立体化、多层次、全场景智慧
充换电网络，优先推进住宅小区、公共停车场、机关事业单
位及企业内部停车场、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换电设施建设；
面向社会提供充换电服务且接入市静态交通云平台的公共及
专用充换电设施，按直流充电桩、交直流一体化充电桩、无
线充电设施不高于200元/千瓦，交流充电桩不高于100元/千
瓦，换电设施不高于1000元/千瓦的标准给予建设奖补；根
据充电基础设施运营企业评级评价情况，按不高于0 . 2元/千
瓦时的标准依据实际充电量给予运营奖补；加快推进加氢站
建设，对日加氢能力500至1000公斤固定式加氢站，2021年、
2022年年底前建成的，分别补贴400万元、300万元；对日加
氢能力1000公斤及以上固定式加氢站，2021年、2022年底前
建成的，分别补贴600万元、400万元。

推广新能源汽车消费。自2020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30
日期间，个人购买纯电动乘用车，并在济南辖区内办理车
辆牌照登记手续的，给予3000元/车充电费用补贴，购买
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的减半执行；高层次人才购买纯电
动乘用车，并在济南辖区内办理车辆牌照登记手续的，给
予2万元人才综合奖励；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期间，
购买满载质量1 . 5吨及以下纯电动商用汽车的农村用户，
给予5000元/车充电费用补贴。

加快重点领域应用。凡财政资金购买公务用车及市政、
环卫等车辆全部采用新能源车；城市建成区新增和更新的公
交车辆全部采用新能源车型，支持氢燃料电池公交车示范推
广运行；对新环卫外包道路所使用的环卫车辆，4 . 5吨及以
下全部采用新能源车型，4 . 5吨以上采用新能源车型比例不
低于80%；鼓励将油气双燃料出租车提前置换为纯电动汽
车，提前退出运营的，给予1500元/月奖励；引导快递、物
流行业三轮车逐步更新为微型客厢式新能源物流车，对今年
更新车辆的，给予5000元/车充电费用补贴；对购买并运营
纯电动驾考、驾培车的，给予3000元/车充电费用补贴；鼓
励新增和更新的建筑垃圾运输车采用纯电动汽车，明年起纯
电动建筑垃圾运输车参运比例不低于30%。

实行差异化交通管理。济南市新能源汽车不受机动车分
时段、分车型禁行限制，不受尾号限行限制；新能源汽车在
停车场停车，纯电动汽车享受5折优惠，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享受8折优惠；推出新能源汽车登记业务“就近办”，车
主可就近到各区县车辆管理所和受委托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办
理新能源汽车登记业务。

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加大对新能源汽车、氢制备固定
资产投资的支持力度，新能源汽车及其关键零部件、氢制备
等投资项目，按照设备投资额20%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对
获得新能源整车生产资质企业，每发布1个新能源汽车整车
产品公告，给予100万元奖励；支持建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
场和新能源汽车电子实验室，按照测试、实验设备投资额
20%标准给予奖励；鼓励购置燃料电池汽车，按照省同期财
政补贴标准给予1：1地方购置补贴。

以上政策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2年12月
31日。

□ 本报通讯员 马向阳 张建佩 柏贞扬
本 报 记 者 张思凯

潍坊———

“千村改造”铺就“振兴路”

仲夏时节，走进临朐县红庙子村，错落有致的樱桃大
棚，整洁宽广的水泥街道，赏心悦目的文体广场，井然有
序的农家小院，熠熠生辉的太阳能板……一幅幅赏心悦
目、和谐幸福的美丽乡村画卷正徐徐铺开。

近年来，潍坊市按照“集中攻坚、以点带面、全面推
进”原则，重点对县域2014个自然村电网实施“千村改
造”工程，通过将各村镇家家户户电表统一规划，密如蛛
网的电线埋入地下，电线杆边建起花坛等举措，推动老旧
线路改造、增压扩容、线缆入地等民生实事建设落地，实
现村容村貌“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清清爽爽”，用坚强
网架、充足电能铺就乡村“振兴路”。

“樱桃好吃树难栽，种大棚，不仅需要资金投入，最关
键得有电！卷帘、喷药、取暖、灌溉、照明等等，样样离不
开电。每个大棚建造费用15万元左右，只要电力充足，盛果
期一两年就回本，第三年就能赚钱。”谈起大棚种植樱桃的
经验，红庙子村村民王元峰高兴地说。目前，王元峰大棚樱
桃种植面积由最初3亩增至10亩，年产值突破60万元。

红庙子村作为全省大棚樱桃种植基地，是潍坊市“千
村改造”工程的第一批受益者。国网潍坊供电公司结合当
地大棚樱桃产业发展情况，利用“千村改造”契机，为红
庙子村新增200千伏安变压器1台，更换400千伏安轻载变压
器1台，敷设低压主干线1420米，铺就了红庙子村乡村振
兴、转型升级的“高速路”。在坚强电力支撑下，红庙子
村走出了一条樱桃专业化种植新路子，全村大棚樱桃发展
增至110余亩，打造“樱桃种植生态农场”5处，成为远近
闻名的“富裕村”。

与此同时，在“千村改造”带动下，潍坊市各县（市
区）、乡(镇)积极规划行动，加快电网改造升级，蓄足产业发
展“电动力”，吹响乡村振兴攻坚号。其中，昌乐县东南村依
靠稳定的电力发展电商经济，将村子打造成全省闻名的“淘
宝村”；诸城市依靠坚强电网的消纳能力，探索建设了
“山子前”美丽乡村光伏示范村，为乡村振兴提供绿色动
力；寿光市通过电力赋能让大棚“蔬菜工厂”与工业制造
同步迈入智能化时代，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寿光模式”；寒
亭区依靠充足的电力，在滩涂地上发展海水稻种植10万余亩。

临沂———

全电种植架起“惠民桥”

春季万亩油菜花、郁金香竞相怒放，夏季千亩荷花盛
开绘就五彩花海，秋季硫华菊、向日葵惊艳绽放，冬季幽
香的兰花、梅花让人沉醉……步入临沂市兰陵国家农业公
园，四季花海不断，绿树掩映、人流如织，让人不由自主
地称赞一声“沂蒙好风光”！

“兰陵国家农业公园位于临沂市兰陵县代村，建设10
万平方米、5个大型智能温室和数百个冬暖式大棚，通过全
电大棚实现全电种植，棚内常年恒温21度左右，冬暖夏
凉，适宜游客一年四季游玩，是全省规模最大的生态农业
旅游庄园，被命名为国家农业公园。”据临沂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负责人介绍，在兰陵国家农业公园示范带动及引
领下，代村当地全电大棚、全电种植等现代农业迅速崛
起，蔬菜水果产业、农产品精深加工等产业蓬勃发展，村集
体产业总值高达36亿元，成为全国远近闻名的乡村治理示范
村，获评中国美丽乡村。

乡村振兴，电力先行。近年来，临沂将加快电网改造
升级、助力乡村振兴放在工作首要位置，市、县、乡(镇)
三级成立“一把手”电网改造领导机构，因地制宜、精准
编制电网改造规划，充分发挥技术、人才和资源优势，打
通电网服务“最后一公里”，推进电网晋档升级，服务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莒南县板泉镇杨家湖村地处丘陵，四季少雨，浇地主要
以地下水灌溉为主。电网改造升级之前，种植户一般采用柴
油发电机带动深水泵抽水，浇一次种植园至少需要10个人
工，有人负责拉车，有人负责拉线，还要有人拉水泵，费时
又费力，浇地成为种植户最头疼的事情。为此，临沂市大力
推进机井通电惠民工程，新建10千伏线路10 . 85千米，提前完
成配套电网建设，实现全市种植户用电种植、用电灌溉全覆
盖、零遗漏，为乡村振兴提供可靠电力保障。

“电网改造升级后，现在50多亩葡萄园灌溉，我只需
轻轻一按电钮，轻轻松松把园子浇了，省时又省力。”莒
南县板泉镇杨家湖村葡萄种植大户王江善高兴地说。

目前，随着临沂市电网改造升级工程不断深入，各乡
镇老旧电力设备得到全面更换，供电可靠性和电能质量明
显改善，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电气化养殖，效益规模翻
番；有的搞起了全电种植蔬菜大棚、水果大棚；还有的开
起了特色“农家乐”，空调、电饭煲、电磁炉纷纷上
场……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电动力”。

菏泽———

电网升级编织“致富梦”

走进菏泽市定陶区湾子张村，每隔几十米就有生产布艺
小板凳的店面，有生产木质底柱的，有提供海绵的，有制
作布面的……曾经鲜为人知的湾子张村，如今生产着全国
80%的布艺小板凳，甚至出口海外，发展成享誉海内外的
中国“淘宝村”。

哪里有需要，可靠电力就供应到哪里。针对“淘宝
村”发展势头迅猛，用电负荷直线飙升的实际，国网山东
菏泽市定陶区供电公司重点围绕互联网对供电稳定性的特
殊要求，重新对原有电力设备和线路进行规划布局，创新
性对湾子张村实行网格化管理，降低供电半径，提高供电
质量。同时，按照特事特办原则，迅速筹集电网建设物资，
在村中增设一条10千伏线路，新增4台400千伏安变压器，为
“淘宝村”电网升级改造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

“目前，湾子张村有57家实体加工厂、27家网络公
司、128家网店，每天生产300万元的板凳、懒汉沙发等淘
宝产品，2020年销售额突破3个亿。通过近几年电网改造升
级，湾子张村电压稳定，供电可靠，成为全国最大的布艺板
凳生产专业村，连续多年被阿里巴巴认定为‘淘宝村’。”
面对未来的发展，湾子张村村委会主任信心满满。

与湾子张村不同的是，东明县焦园乡黄河滩区作为山
东最大的鲈鱼养殖基地，占地1200亩，拥有标准化鲈鱼养
殖池塘56个，温室养殖大棚12000平方米，2020年下半年销
售鲈鱼200万斤，实现利润1000余万元。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稳定可靠的供电服务，因为电力保
障就是我们鲈鱼养殖基地的生命线。基地每个池塘有3台增氧
机，每天必须24小时不停运转，一旦停电超过半小时，鲈鱼
就会大量死亡，自2019年8月投产以来，168台增氧机一分钟也
没有停过电。”东明县焦园乡黄河滩区鲈鱼养殖基地负责人
介绍说，选择在这里建立养殖基地，一方面是因为环境好、
水质好，更重要的是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

下一步，随着国网东明县供电公司架设的10千伏线路
和配变投用，东明县焦园乡黄河滩区鲈鱼养殖基地计划扩
建至5000亩，养殖池塘扩增至240个，努力打造成养殖、培
育、繁殖一体化基地。

①潍坊市临朐县红庙子村蔬菜种植大棚
②临沂市兰陵县代村全电种植蔬菜大棚
③东明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检修鲈鱼养殖基地供电线路

惠及389万户 1400多万人受益

农网改造升级“电”靓乡村振兴

沂蒙抽水蓄能电站俯瞰图。

近年来，山东把加大贫困地区电网攻坚、加快城乡电力服务
均等化、加速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举措，聚焦黄河滩区、革命老区、偏远山区等“靶向扶贫”，

累计完成7276小城镇(中心村)电网改造升级及432个村通动力电，
惠及389万户，1400多万人受益，“电”靓齐鲁乡村振兴路。本报
今天刊发潍坊、临沂、菏泽3市强网惠民案例，以飨读者。

③③②②①①

开场舞《在灿烂的阳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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