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伊始，春风正酣。在云阳建全抽蓄电站项目现场，建设正在如火如荼进行——项目首洞（5#施工支洞）顺利进洞，挖机、推土机、装载机近
100余台设备繁忙有序，400余人忙碌施工一线……

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高质量发展的强支撑。推动高质量发展，既要依靠内力，也要借助外力，云阳深谙此理。
“中央企业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力量，在国民经济关键领域发挥着稳定器、压舱石的重要作用。”云阳县相关负责人

表示，谋深谋实央地合作，是充分发挥云阳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的节点作用，有效借力央企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领头羊优势的双赢之
路。

当前，伴着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建”）首个投资开发的百万千瓦级抽蓄电站正式开工、有序建设，一条绿色低碳的高
质量发展之路正在云阳徐徐铺陈。

一场央地双向奔赴的“共赢之约”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
质要求之一。

地处长江之滨的云阳，紧扣高质量
发展这一首要任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这一发展理念，早已定下了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目标——加快建成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地、绿色产业发展集聚地。

“现代化新云阳建设定航起势，我
们拥有更大的底气和信心、更坚实的基
础和条件，进一步加深央地合作、推动
项目落地。”云阳县相关负责人表示，从
2012年云阳委托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
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南院”）开展建全抽水蓄能电站项目预
可行性研究开始，到2022年该项目正
式开工，双方10年的精诚合作，更像是
一场双向奔赴的共赢之约。

以“双碳”目标为牵引，双向奔赴有
基础。一方面，地处三峡库区腹心的云
阳持续巩固稳增长基础，2022年全县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全市第一、投资增速
全市第一；另一方面，中国电建这家综
合性特大型中央企业，聚焦“水、能、砂、
城、数”产业，集成“投、建、营”全产业链
一体化模式。截至目前，该公司抽水蓄

能资源获取规模位居行业前3，签署投
资开发抽水蓄能项目协议121个。

以高质量发展为任务，双向奔赴有

力度。看云阳，长江经济带和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重要节点，当前已将清洁能
源开发作为该县三大产业集群之一，持

续提量培优；看中国电建，国内抽水蓄
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领跑者”和“主
力军”，正全面提升投建营一体化发展
能力，全力打造中国电建抽水蓄能品牌
示范工程，助力国家新型能源体系高质
量发展。

“云阳建全抽蓄电站项目，既是
133万云阳人民的‘抽水蓄能梦’，也是
公司首个率先开展示范工程创建的项
目。”中国电建副总经理徐鹏程表示，在
此项目建设中，公司集合了投资、设计、
建设等方面的核心力量，力争将其打造
为国内抽水蓄能投资、建设、运营的新
标杆。

一方集聚资源，一方独具优势。双
向奔赴的加速度，让这份双赢之约变成
进行时——

当前，该项目已顺利取得项目核
准，通过了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并实
现了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地下厂房有望
在今年9月底实施开挖。项目建成后，
每年可节约发电标煤量25.6万吨，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量65万吨、二氧化硫1.6
万吨，为重庆电网和渝东北提供1200
兆瓦的调节电源。

一场营商环境最优的“承诺之约”

2021年8月，云阳与中国电建签订
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同月，由该县政府
主要负责人为指挥长的云阳抽水蓄能
电站建设指挥部正式成立。

据悉，该县发展改革委、水利局、规
划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等近30个
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指挥部成员，并抽调
专人组成专班，负责综合协调、手续办
理、后勤服务等相关工作，精准攻克难
点、卡点，全力推进项目落地落实。

加快打造全市具有吸引力、创造力
和竞争力的营商环境高地，这是云阳的
目标，也是云阳的承诺与实践。而这份
承诺不仅仅是体现在口头上，更是体现

在抢抓机遇上、身体力行上——
主动作为、靠前服务。拟定项目前

期工作事项清单，明确完成时限和责任
部门，打表推进。从 2021 年 8 月到
2022年3月，半年时间完成专项批复并
取得项目核准批复，较常规抽水蓄能项
目3年的准备时间，提前二年半；成立
征地拆迁工作专班，快速高效开展征地
拆迁工作，截至目前，土地补偿协议签
订98%，房屋补偿协议签订97%，施工
作业面全部铺开，较拟定工作进度提前
3个月。

积极沟通，向上争取。于2022年7
月21日和8月4日分别完成两批次共8

亿元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投放，是
全国首单成功投放的政策性开发性金
融工具，也是全国首单投放后开工项
目。

定期调度，解决困难。2022年，云
阳县委主要领导积极协调解决项目电
力系统接入问题，县政府主要领导开展
专题调度3次，县政府分管领导召开专
题调度10余次，定期组织召开项目推
进会，找准项目推动过程中的问题，落
实责任、分解任务，为项目顺利推进提
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和优良的环境保
障……不难发现，项目建设进入加速
期，这里步伐明显加快，决心更加坚定。

2022年，短短一年内，该项目就取
得了“从无到有”三项进展，即年内核
准、年内可研评审和年内开工建设。而
开工短短半年来，项目在征地、水库复
建、进场道路扩建、部分施工支洞、通风
兼安全洞、进场交通洞、上下水库导流
洞等施工环节均快速有序推进。

“得益于县委、县政府的推进力度，
我们项目用地、环评、施工等手续的协
调和办理速度，在同类项目中实属少
见。”云阳县建全抽蓄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县委、县政府采
取超常规举措全力推进项目的情况下，
项目开工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一年。

云阳全景

核 心 提 示

项目名片——

项目名称 云阳建全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合作央企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重庆市云阳县高阳镇境内
项目周期 工程筹建期2年，施工总工期78个月
项目概况 该项目系国家“十四五”重点开工和全

市“十四五”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总投资91亿元，用地
225.4806公顷，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为一等大（1）型
工程，主要由上水库、下水库、地下输水发电系统和地
面开关站等组成。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约9.25
亿度，可承担重庆电网调峰、填谷、储能、调频、调相和
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有效缓解系统调峰矛盾，助推地
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项目时间轴——

2012年 国家能源局《关于重庆市抽水蓄能电站
站点规划有关事项的复函》明确丰都栗子湾、綦江蟠
龙、云阳建全作为比选站点；

2012年7月 云阳委托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院”）开展项目预可
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2021年8月 云阳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投资合作框架协议；项目列入国家能源局《抽水蓄
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年）》“十四五”重点开
工项目；

2021年10月 项目预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水电
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审查；

2021年11月 中咨公司在长沙召开抽水蓄能项
目申请报告审查；

2022年1月 项目正常蓄水位、施工总布置专题
报告通过水规总院审查；

2022年3月 项目取得市发展改革委下达的项目
核准批复并纳入市级重大项目名单；

2022年4月 云阳召开项目建设前期工作推进会
议，研究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难点问题；

2022年6月 云阳召开项目交流座谈会；项目董
事会在云阳组建成功并召开第一次会议；中南院完成
枢纽布置格局选择专题报告咨询意见、正常蓄水位选
择专题报告、施工总布置规划专题报告审查意见、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

2022年7月 评审通过工程防震抗震研究设计专
题报告；同月21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重庆市分行成
功投放全国首笔农发基础设施基金 5 亿元；同月底，
115名专家学者齐聚云阳开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
审，评审通过了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

2022年8月19日 项目正式开工；
2023年1月11日 项目对外交通工程完工，进场

交通洞、通风安全洞进洞开挖。

链接》》

一场美丽经济转化的“共富之约”

3月的高阳镇，火热的不仅仅是云
阳建全抽蓄电站项目建设现场，项目
不远处的金惠村“掘”到了富民的新商
机——3座类似四合院样式的小青瓦
房拔地而起，与周围竹林、树木、青山、
田野相互辉映合，乡村旅游民宿开了。

“去年3月，印象金惠乡村旅游项
目正式开工建设，今年元旦节正式营
业。”高阳镇金惠村相关负责人介绍，抽
水蓄能电站上水库落地金惠是一次难
得机遇，于是通过调研后，联合村集体
成立印象金惠乡村旅游公司，计划投资
500余万元，用于推动乡村旅游开发。

据介绍，当前，该村通过招商引资
已将原本的闲置村校打造成了民宿。
接下来，还将围绕抽水蓄能电站项目配
套建设上、下水库观景亭，开发约30公
里的旅游带，打造集研学旅游、科普教
育、康养休闲的综合性水利旅游景点。

“电站的设计充分考虑和结合了当
地的地理和人文特点，并与高阳镇特色
村镇打造规划相结合，融入了电建文化
和云阳文化，电站建成后不仅会发挥其
设计功能，还会成为当地一道新的景
观。”云阳县建全抽蓄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总工程师林森介绍，通过开展党建带

工建活动，组织项目临近村组党员深入
了解项目情况，推动项目建设的同时，
也向当地村民讲解乡村旅游产业的发
展机遇。

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借助建全
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云阳的山水生态资
源将被持续转化为“美丽经济”。

云阳县相关负责人表示，抽水蓄能
电站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产业关
联度高、带动能力强，对稳增长、调结
构、促转型、惠民生意义重大。电站建
成后，能有效促进新能源开发，持续拉
动和扩大居民就业，全面带动生态旅

游，有力助推新型城镇化建设，真正实
现“建好一座电站、带动一方经济、造福
一方百姓”。

据核算，该项目建设期总投资91亿
元，预计可拉动地方GDP约120亿元—
180亿元，平均每年约20亿元—30亿
元；投产后，每年可拉动地方GDP约35
亿元，通过地方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教育费附加以及企业所得税等，每年
可增加税收共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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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阳“三个约定”谋实央地合作 借势借力推动提能升级

云阳建全抽水蓄能电站鸟瞰图

云阳建全抽水蓄能电站首洞安全进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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