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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条银线牵深情 动能转换电力足
——— 国网山东电力非凡十年发展纪实

能源篇

  电力璀璨，齐鲁生辉。党的十八大以来，胸怀“国之大者”，国网山东

电力13万干部职工认真贯彻国家电网公司和省委、省政府要求，讲政治、精

业务、敢斗争、勇争先，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目前，国网山东电力

已经建成并管理着全国最大的省域交直流混联大电网，新能源装机突破6000

万千瓦；全国首创“物流式”办电，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当好

国民经济保障者和美好生活服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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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越来越智能

供电越来越可靠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根据威海配电网和‘源网荷

储’资源情况，前瞻性开展了蜂巢结构电网研究和探索，

威海‘精致电网’建设理念和成果走在了全国前列，相关

技术应用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地位。”7月5 日，中国工

程院院士王成山在威海参加“蜂巢立体弹性新型能源互联

网结构及示范应用”研讨会时说。

“精致电网”建设是国网山东电力推动网城融合型地

市级示范能源互联网建设的创新实践。 2021 年，他们在威

海实施了220 千伏福河输变电工程绿色建造试点、“海洋

牧场”能效服务及能源互联网示范区建设等15 个试点项

目。其中包括在威海建成投用的地市级源网荷储协同调控

平台和台区级源网荷储一体化协同低压直流微网，威海全

市火电、风电、光伏发电等43个发电厂，以及3800余户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智能计量装置接入平台，聚合客户侧

空调、热泵等可调节负荷，建成21万千瓦需求侧响应资源

池，互动资源占威海电网最大负荷8%以上。

经济发展，电力先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国网山东电

力全力推进电网建设，目前山东电网已建成国内最大的省

域特高压交直流混联电网。

李敏是国网山东超高压公司输电检修中心输电运维三

班副班长。参加工作后，他亲历了山东电网的巨变。 2014

年11月，山东首个特高压工程——— 锡盟至山东1000千伏特

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开工，2016 年6月29 日该工程山东段

正式投运，山东电网进入特高压时代。 2017 年 12 月 19

日，李敏和同事在这个特高压输电工程的泉乐Ⅱ线83号铁

塔上带电作业消除安全缺陷，他由此成为山东特高压带电

作业第一人。

至2021 年底，山东电网拥有22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533

座，变电容量32033 万千伏安，是2012 年的2 . 2 倍；220 千

伏及以上输电线路48012 公里，是2012年的1 . 93 倍。

在山东电网主网越来越坚强的同时，与电力客户紧密

相连的配电网也发生了巨变。 2021 年底，山东省居民电力

客户户均配变容量3 . 02 千伏安，是2012 年底的4 . 5 倍，为

全省人民提供了可靠的用电保障。

让李敏深有感触的还有电网运维方式的智能化。 2014

年，他成为山东省首批获得无人机驾驶资格证的“飞

手”，开始应用无人机巡视输电线路，亲身经历了线路巡

检由“人巡”到“机巡”的转变。

截至2021 年底，国网山东电力共配置无人机1862 架，

远程可视化装置10 . 4 万套，实现110 千伏及以上线路无人

机巡检全覆盖，220 千伏及以上线路通道全部实现远程可

视化监控。

坚强智能的山东电网带给客户的是可靠的用电体验。

2014 年以来，山东电网已连续9年实现除夕夜台区“零停

电”。 2018 年6月10 日，上合组织青岛峰会胜利闭幕，峰

会期间，电力保障工作实现电网设备零缺陷、重要负荷零

闪动、供电服务零投诉、安保反恐零事件、人员工作零差

错、网络信息安全零漏洞“六个零”目标，在“世界看中

国青岛、国网看山东电力”的关键时刻树起了山东标杆、

彰显了山东形象。

外电越来越给力

电能越来越清新

入夜后，泉城济南经十路两旁的中央商务区灯火璀

璨。很多生活在这里的人不知道，点亮这座城市的一部分

电能来自千里之外的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在离济南城区不远的仁风镇，坐落着山东第一座特高

压变电站——— 1000 千伏泉城变电站。锡盟至山东1000 千伏

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投运6年以来，夏苗一直在泉城变

电站工作。“截至目前，这条电力运输大动脉已累计向山

东电网输送电力1300 亿千瓦时，相当于全省用电量的六分

之一，在电力保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夏苗说。

目前，山东电网通过六回1000 千伏交流线路（泉城—

海河双回、泉城—邢台双回、曹州—邢台双回）、两条

±800 千伏直流线路（扎鲁特—广固、伊克昭—沂南）、

一条±660 千伏直流线路（银川东—青岛）和四回500 千伏

线路（辛聊双线、黄滨双线），与华北电网、西北电网、

东北电网联网，山东电网接纳外电的能力达到3000 万千瓦

以上。

做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关系重大，事关全局，

可以说，保供无小事，事事关民生，件件连政治。

进入 8 月以来，山东电网用电负荷多日超过 1 亿千

瓦。国家电网公司加强全国统筹协调，全网统一调度管

理，发挥大电网资源配置作用，利用“外电入鲁”大通

道，高峰时段支援山东近3000 万千瓦电力，在关键时刻发

挥了重要作用，保障了全省人民清凉度夏和企业稳定

生产。

今年前7个月，外电入鲁电量累计707 . 18 亿千瓦时，

占山东电网全网用电量的20 . 56%。“打个比方，山东每5

盏电灯中，就有1盏是由来自外省的电力点亮的。”国网

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计划处副处长张国强说。

十年的发展天翻地覆。张国强清楚地记得，2012 年12

月 21 日，青岛市同德路82 号夹岭沟小区的居民徐鹏飞在

楼顶安装的两组9块太阳能光伏发电组件成功并入山东电

网。这是全国第一个并网发电的居民分布式光伏项目。

聚力打破能源要素“天花板”。截至7月底，山东电

网并网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有88 . 65 万多个，容量2773 . 82

万千瓦，居全国第一位。风电、光伏发电以及生物质发电

容量超过6000万千瓦。

风电和光伏发电都是“靠天吃饭”，“极热无风”

“晚峰无光”是新能源发电特有的“任性”。这十年来，

国网山东电力持续开展新能源并网、分布式电源运行管理

等领域的技术创新，积极做好新能源并网消纳。他们开发

上线了新能源调度技术支持系统，新能源功率预测准确率

超过94%，为集中式新能源发电消纳提供了有力支持。针

对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快速发展，国网山东电力于2021 年开

发上线了客户侧能源互联网智慧平台，实现并网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的可观、可测、可调、可控。

今年3月，山东沂蒙抽水蓄能电站4号机组正式投产

发电。这座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20 万千瓦，是山东

省第二座抽水蓄能电站。目前，位于威海市文登区、潍坊

市临朐县的两座抽水蓄能电站及泰安抽水蓄能电站二期工

程正在建设。这些工程建成后对于提高山东电网调峰能

力，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充分利用风电、光伏发电具有

重要意义。

今年前7个月，山东电网并网新能源发电519 . 86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20 . 42% ，占山东电网用电量的15 . 09%。

“山东每6盏电灯中，就有1盏用的是山东本地的绿色电

力。”张国强说，现在山东电网平均一天的新能源发电

量，与十年前一个月新能源发电量相当。

办电越来越便捷

用电越来越舒心

“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服务大局，这些年，我们

的产业升级发展离不开电力的支持。”龙口位居全国百强

县综合实力前十位、山东省首位，龙口市委书记吕波表

示，龙口聚焦县域经济振兴，坚持“一切围着项目转、一

切盯着项目干”，倾力推进华为“一体一园”等千亿级项

目建设，电力服务一直走在前列。

宁让电等发展，不让发展等电。

2018 年以来，山东省启动了简化获得电力专项行动，

成立了由山东省能源局等政府部门与国网山东电力为成员

单位的工作专班，持续优化用电营商环境。

2019 年，山东省建成政企协同办电信息共享平台，实

现用户“刷脸办电”“一证办电”；2020 年，改革创新举

措，实现“网上办电”“零证办电”；2021 年，“网上办

电”比例达99%，全面提升人民群众办电“获得感”和用

电“满意度”。

今年以来，国网山东电力以济南和淄博为试点，推出

系列服务举措，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围绕客户“用上

电、用好电、不停电”，用心打造“宜商三电”服务

模式。

国网山东电力营销部营业处处长王鑫说，“用上电”

重在提升办电效率，畅通政企协同链条、内部管理链条和

业扩全流程管控链条，通过“先接入后改造”“物流式办

电”“极简审批”等举措，打造一流办电体验。“用好

电”重在提升用电体验，通过实施“四进大走访”，精准

对接客户需求，主动提供能效服务等“先于所需、高于所

期”的增值服务。“不停电”重在降低停电感知，通过提

高电网运行控制能力、故障精准研判能力、故障恢复能力

和应急处置能力，打造更加智能、更高弹性的配电网，持

续提升客户供电可靠性。

作为山东省重点项目淄博高新区科学城项目用电负责

人，张炜体验到了“物流式办电”的便捷。今年 3 月 15

日，他通过“网上国网”APP提出用电报装申请，报装容

量为21500 千伏安，备用容量7750 千伏安。国网淄博供电

公司迅速行动，各部门密切配合，4月9 日顺利完成送电

工作，比原计划提前5天。所有手续全部线上办理，张炜

可以通过“网上国网”APP实时查询办电进度，办电全过

程透明。

今年6月，国网山东电力发布“抗疫情、保供电、稳

经济、为人民”八项措施，内容包括全力保障电力供应，

确保能源安全；加大电网投入，发挥投资拉动作用；助企

纾困解难，促进协同发展等内容。

菏泽曹县大集镇是省内闻名的“淘宝镇”，共有“淘

宝村”32 个、电商企业1 . 2 万余户，国网曹县供电公司彩

虹共产党员服务队在认真落实八项措施的同时，在大集镇

中心街区建设电力彩虹驿站，为用电客户提供全天候的咨

询、办理、抢修、保电等服务。目前，客户平均抢修时长

已由过去的20分钟缩短至10分钟以内。

“过去，我们这里印花、绣花等工艺全靠手工，效率

较低。”曹县辰霏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胡春青说，不久

前，他们在国网曹县供电公司员工的建议下，新上了2台

机械印花机、 5 台绣花机，加工效率提升了，预计每年能

多挣40万—50万元。

服务越来越精细

乡村越来越兴旺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东营市垦

利区是黄河入海的最后一站，也是黄河大米和大闸蟹的产

地。近年来，垦利区采用“稻蟹混养”方式，规划打造了

面积1 . 8 万亩“稻乡蟹缘”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涉及东营

市惠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 3 家农业龙头企业和 8 个村

庄，片区内大闸蟹养殖面积3200 亩，水稻种植面积3500

亩……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增产增收。

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网东营供电

公司了解到东营市惠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用电需求后，指

导帮助该公司安装了11 套水质传感器，部署应用了“365

电管家”智慧能源服务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帮助企业实时

采集养蟹池酸碱度等数据，精准控制增氧泵与投食设备运

行时间，还能实现设备异常检测分析与告警。精益化管理

节约了企业运行管理成本，2021 年投用的第一年就节约人

工成本50余万元，大闸蟹产量比过去提高了25%。

“365 电管家”是国网山东电力自主研发的能源服务

平台，2019 年首先在“蔬菜之乡”潍坊寿光应用。在寿光

市田柳镇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工作的韩永琦是受益者之一。

他说，之前，一座80米长的蔬菜大棚最少要3个人管理。

有了“365 电管家”，5名技术员就可管理27座单座长235

米的智能大棚。原先费力费时的劳动由电气化设备来代

替，不但省时省力，管理还精细，大棚用水、肥料能节省

40%。

乡村振兴离不开坚强的电网。 2016 年至 2017 年两年

间，国网山东电力累计完成7276 个小城镇（中心村）电网

改造升级，实现村村通动力电；完成42 万眼机井通电任

务，覆盖全省4000 余万亩农田，为山东省全面打赢脱贫攻

坚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7 年 8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印发《山东省黄河

滩区居民迁建规划》，在随后3年多的时间里，山东省采

用外迁安置、就地就近筑村台、筑堤保护、旧村台改造提

升、临时撤离道路改造提升等5种方式，全面完成7个市

17个县（区）滩区居民迁建安置工作，让60万滩区群众有

了新的幸福家园。国网山东电力沿黄相关市县供电公司积

极行动，提前完成黄河滩区居民迁建配套电网建设任务，

解决了迁建居民用电问题。

今年以来，国网山东电力又开展了“黄河兴·电先

行”“电靓滩区”等专项行动，推出“彩虹驿站、一站全

办”网格化便民服务举措，为全省乡村振兴提供可靠的电

力保障和优质服务。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国网山东电力将不折不扣

讲政治、保供电、稳增长、促转型，努力在各项工作上

“走在前、开新局”，全力服务山东开创新时代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

①山东海上风电实现“零”的突破、向海“揽”风进入新纪元。

 图为烟台海上风电项目          □摄影：张维康

②国网山东电力积极服务新能源消纳，齐鲁大地“风光”无限。

 图为东营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摄影：王同同

③大国工匠王进高空走线验收         □摄影：徐 可

④国网济南供电公司在全国营商环境评价中获评“获得电力”标杆。

 图为国网济南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比亚迪半导体项目了解项目

 用电需求                □摄影：刘洪金

⑤国网淄博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检修110 千伏博神线

                     □摄影：远德亮

⑥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网东营供电公司做好云

 端的守护。图为输电铁塔上的东方白鹳   □摄影：李恒发

国网山东电力

“非凡十年”大数据

外电入鲁电量(亿千瓦时)

220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长度（公里）

22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数量（个）

光伏并网容量(万千瓦)

风电并网容量(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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