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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郭晓静 崔曜

一端是山水之城的重庆，千里江陵，两
岸连山；另一端是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四
川，山川秀丽，物产丰饶。从四川甘孜到重
庆铜梁，一条条银线跨越崇山峻岭，穿越铁
塔之巅，点亮万家灯火——12月27日，随着
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以下简称
川渝特高压工程）的投用，这条横亘在中国
西南部的能源大动脉将巴蜀山水拧得更紧，
成为保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的电力
互济新军。

过去很长时间，“贫煤少水无油”制约重庆
经济社会的发展。经过多番实验、论证，重庆
意识到“建设特高压工程是基于历史、现状和
未来的必然选择”。从2009年开始谋划特高
压工程建设，到今天川渝特高压工程正式投
用，重庆用了整整15年。

15年间，市委市政府不断推动全市多元
化现代能源保障体系建设，经过几届全国人大
重庆代表团和住渝全国政协委员的建议提案，
在国家发改委及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如今重庆
正式步入特高压时代。

争议不断
国家层面历史性突破给了重

庆极大信心

时间回到2006年的夏天。
“当年七八月份，川渝两地都出现了非常

严重的干旱，持续干旱造成四川水电发电能力
严重下降，重庆四川用电形势紧张，能源瓶颈
问题引起了政府的重视。”时任国网重庆电力
发展部主任孙朝洪还记得，当时四川、重庆电
网500千伏的输送能力受到限制，电力交换能
力非常有限。

与输送能力不足等表层原因相比，电力紧
缺的根源性问题——能源配置方式不合理特
别是电力发展方式不适应资源与生产力分布
的不平衡格局，更令人揪心。

我国能源发展存在供不应求、结构失衡等
突出问题。如何应对川渝地区出现的电力供
应紧张局面，当时国家电网公司就提出，发展
特高压电网是解决办法之一。但相关的争议
也不断：解决能源瓶颈是送煤还是送电，如果
选择特高压工程是建交流还是建直流……争
议在很长时间未有共识。

2006年当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我国首
条特高压工程“1000千伏晋东南—南阳—荆
门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开启了我国特
高压试验探索阶段。2009年1月6日，该工程
正式投运。

“这一历史性突破给了我们极大信心！”
从 2009年开始，在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的
组织下，孙朝洪和同事们开展前期规划，争
取落地重庆的特高压工程能纳入国家长期
规划。

“当时市政府制定了《重庆市电网专项规
划》，预计在2010年前后建设四川、云南经重
庆至华中、华东的±800千伏直流特高压输电
线路，这对缓解重庆电力紧张状况意义深远。”
孙朝洪打了一个比方，“从外地购电好比买了
一批货，由于公路运力有限，货物就是运不过
来。特高压建成后，电力高速公路建成了，不
愁有货运不进了。”

集体建言
合力争取在渝加快特高压输

电通道建设

2010年，时任国网重庆电力发展部专责
王皓宇接手了孙朝洪的工作。也是那一年，全
国人大重庆代表团部分代表和住渝全国政协
委员开始建言特高压工程落地重庆。

“在2011年的全国两会上，建设特高压工
程成了大家共同的呼声。”王皓宇记得，“此前
公司多次向政府汇报，与重庆代表团代表和住
渝全国政协委员进行了多次沟通。最终代表
委员们分别提出全团建议和集体提案，呼吁加
快特高压输电工程建设。”

此前，王皓宇和发展部的同事们对前一年
我市用电情况做了调查，2010年重庆用电需
求量出现高速增长，全市最高负荷1250万千
瓦，同比增长11.6%；在度冬、度夏期间，重庆
争取外购电 335.7 万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十二五’时期，进入跨越发展的重庆，电力需
求刚性增加，如不及早谋划，电力紧张局面还会
出现。”代表委员们在这点上形成了极强共识。

在2011年的全国两会上，重庆代表团提
交第一个集体建议《关于加快特高压输电工程
建设保障重庆电力供应的建议》得到了国家相
关部门的重视。国家电网公司在回复中称：

“国家电网公司将在重庆市的大力支持下，全
力推动将雅安—重庆—皖南等特高压工程纳
入国家‘十二五’能源、电力、电网等专项规划，
并加大工作力度，争取早批复、早开工建设。”

“这等于给我们打了一针强心剂，此后我
们也把特高压交流工程作为电网建设的首要
任务。”王皓宇说。

项目搁置
压力之下重庆再次争取纳入规划

“当时已经开展项目前期选线、选址和可行
性研究论证等工作，一旦国家对雅安—重庆—武
汉特高压交流工程项目核准，重庆将立即启动
项目建设工作。”令王皓宇没想到的是，就在即
将核准之际，这个众望所归的项目被搁置了。

评审会上，专家组成员共有22人，持反对
意见的专家有9位。“大家都认可建设四川水
电外送通道的必要性，但选择直流特高压还是
交流特高压进行输送，专家们没有形成共识。”
王皓宇后来了解到，当时国家整体电网布局也
没有最终确定。

尽管如此，重庆并没有放弃相关的努力。
“我是2013年来到公司发展部从事规划

工作，这些年头发都熬白了不少，就只为一件
事——再次让重庆特高压工程纳入国家规
划。”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发展部规划一处处
长周倩表示。

到了2017年，时任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
副总经理莫文强把周倩叫到办公室说：“重庆
未来电力保障不容乐观，你们尽快组织团队开
展中长期电力保障研究。”

“贫煤少水富气无油”的重庆，电从哪里
来？

就在当年，事情出现了转机。为防范化解
煤电产能过剩风险，国家能源主管部门印发了
各省煤电停建和缓建项目名单的通知。

“这是个积极信号，我们立即会同四川能
源局着手策划建设川渝特高压工程。”市能源
局局长王祖勋介绍说，经过调研与测算，四川
多水电，夏季丰水期弃水电较多，冬季枯水期
存在电力缺口；重庆以火电为主，夏季负荷高
峰电力缺口大，冬季火电有盈余。两省市电力
互补性强，高峰时期火电和水电可以互济。

“当时仍然面临很大的压力，特别是之前
雅安—重庆—武汉特高压交流工程被搁置了，
一些专家没有信心，叫我们不要再去提议。”但
摆在周倩面前的是亟需解决的难题：“十四五”
时期，重庆电力呈紧平衡态势，未来几年的形势
也更加清晰，从市能源局到电力公司等相关部
门都意识到，必须再次争取特高压项目落地。

一波三折
多方权衡反复比选找到最佳方案

“川渝特高压项目建设之初，川渝两地只
有3条500千伏的输电通道相连，最大输电能
力只有650万千瓦。2018年开展方案论证
时，有专家提出500千伏输电技术比较成熟，
建议新建2条500千伏的输电通道。”王祖勋
回忆说。

“我们用三点理由说服了专家，最终确定
建设一条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王祖勋
说，一是相较于两条500千伏的输电通道，特
高压交流工程可以节约一条通道的土地和廊
道资源；二是可以越过低等级电网网络，避免
对存量的500千伏电网大面积改造；三是可为
后续打造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环网奠定
基础。

2019年7月，国家能源局作出批复：川渝
电网联系比较紧密，近期优先考虑四川富裕电
力解决。

2020年7月14日，重庆、四川两地签订
《共同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能源一体化高
质量发展合作协议》，正式提出筹建川渝特高
压交流电网。

国家层面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将
川渝特高压工程纳入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
划。这是川渝特高压项目迈出的最重要一步。

“纳规之后，我们就启动了方案比选，这是
我们规划部门最忙碌的时候，方案有多种选
择，哪一个方案最佳能够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
认可，需要大量的论证。”周倩说，特高压及其
500千伏配套工程系统方案论证极其复杂，既
要考虑特高压站的功能定位，又要保障电网结
构清晰、系统安全稳定，还要充分考虑到远期
网架构建和适应性等。

“交流电送到铜梁后，铜梁的500千伏送
出工程要像河流一样把电力分出去，要让外来
优质清洁电进得来、落得下、走得好。”周倩解
释说。

“电力最终分到哪里，方案讨论会上部分
专家持不同意见，讨论非常激烈，从不同的角
度看各有优劣。”就这样，国网重庆电力公司工
作人员和专家们又是彻夜未眠，挑灯夜战。

“我们当时研究铜梁特高压系统方案，不
仅要考虑到川渝特高压一个工程，而是要从未
来五年十年，甚至更长远的角度做规划，未来
将在川渝负荷中心构建‘日’字形特高压交流
环网，原来的方案还有优化的空间。”周倩说。

通过多轮评审，国家相关部门最终认可了
铜梁特高压系统方案。2022年9月，川渝特高
压工程获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后开工。

“听到核准的消息，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
了，十多年了梦想终于成真。”周倩给孙朝洪和
王皓宇等“战友”挨个打了电话报喜：“我很幸
运，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没有前辈们打好的基
础，就没有项目的最终落地。”

川渝特高压工程投用只是重庆步入特高
压时代的第一步。“即将建设的南疆入川渝的
特高压直流工程也将从四川的换流站输送到
重庆。”王祖勋称，该工程建成后，川电送渝能
力将提高1000万千瓦，为我市“33618”现代
制造业集群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电力支撑。

重庆如何步入“特高压时代”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周
尤）12月27日，民盟重庆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四
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
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了民盟十三
届三中全会精神，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盟重庆市
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2024年工作报告和第
六届委员会内部监督委员会2024年工作报告，
开展了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述职和民主评议，表彰
了先进。

会议指出，一年来，民盟市委会在民盟中央
和中共重庆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盟
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
全会精神，扎实开展纪律学习教育，全面加强自
身建设，充分履行参政党职能，推动各项工作取
得新进展。

会议强调，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
年，也是民盟重庆地方组织成立80周年。民盟
市委会将以民盟重庆地方组织成立80周年为契
机，进一步深化传统教育，发挥民盟发祥地资源
优势，持续打造具有重庆民盟辨识度的传统教育
工作品牌。要巩固“大议政”工作格局，深化与市
级部门、高校等单位和机构的联系，完成一批高
质量的议政建言成果，探索更加成型的参政议
政工作体系。要贯彻落实廉洁建设要求，深化
纪律学习教育，认真组织民主评议及民主生活
会，进一步加强“清廉班子”建设，更好发挥“关
键少数”引领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
庆篇章，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
更大力量。

市政协副主席、民盟重庆市委会主委杜惠平
代表常委会作2024年工作报告。

民盟重庆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周
尤）12月27日，民进重庆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四
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和民进十五届三中全会
精神，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进重庆市第六届常务
委员会2024年工作报告和民进重庆市第六届委
员会内部监督委员会2024年工作报告，开展了
民进重庆市委会领导班子及成员述职和民主评
议，表彰了先进。

会议指出，一年来，民进重庆市委会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民进
中央和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下，以“内部监督”为年
度工作主题，按照我市“纵深推进新时代多党合
作实践高地建设”的要求，持续加强自身建设，积
极履行参政党职能，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

会议强调，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
年，是民进成立80周年。全市各级民进组织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落实民进中央和中共重庆市委部署要求，以
主题教育为主线，以会史工作为年度重点建设主
题，持续深化思想政治建设，稳步推进组织建设，
不断提升自身建设水平；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聚焦“十五
五”规划制定和重庆做实“两大定位”等重点任
务，全力以赴议政建言、服务社会，不断开创新时
代重庆民进工作新局面，为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
发展，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政协副主席、民进重庆市委会主委陈贵云
代表民进重庆市第六届常务委员会作2024年工
作报告。

民进重庆市委会召开六届四次全体会议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周
尤）12月27日，台盟重庆市第四届委员会第四
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学习了中共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传达学习了台盟十一届三中全
会精神、中共重庆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市委
党外人士座谈会精神，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台盟重
庆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2024年工作报告
和台盟重庆市第四届委员会内部监督委员会
2024年工作报告，开展了台盟重庆市委会领导
班子及成员述职和民主评议，表彰了先进。

会议指出，一年来，台盟重庆市委会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
台盟中央和中共重庆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
领全市盟员和所联系的台胞，坚决拥护“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年各项工作有特
色、有亮点、有品牌，取得了明显成效。

会议强调，台盟重庆市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聚焦台盟

“参政履职聚力年”工作主题，加强盟员思想引领
和教育培训，巩固拓展纪律学习教育成果，实现
参政履职提质增效。要服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大局，推动参政建言水平再
提升。要配合做好台盟中央对口重庆市开展长江
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的收官工作，推动社会服
务和民主监督工作再深化，以实干实绩在服务现
代化新重庆建设上作出新贡献，展现新作为。

市政协副主席、台盟重庆市委会主委王昱代表
台盟重庆市委会常务委员会作2024年工作报告。

台盟重庆市第四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政务
简报 ●12月27日，重庆大学与南岸区共建重庆大学附属仁济医院签约暨

揭牌仪式举行，副市长但彦铮、重庆大学党委书记舒立春、重庆大学校长王
树新出席。 （记者 刘翰书）

●12月27日，重庆东·枢纽城招商推介会在南岸区举行，副市长郑向
东出席。 （记者 杨永芹）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珺）
12月 27日，川渝政法合作联席会议在广安召
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聚焦协同优化区域法治化营商环境，谋划
川渝政法合作新举措。重庆市委副书记李明清
出席会议并讲话。四川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社会工作部部长靳磊主持会议并讲话。

李明清指出，深化政法合作是川渝政法系统
落实两省市合作共识、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的重要使命。两地政法系统要在不断深化
法治实践中筑牢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的思想根基，高站位推动习近平法治
思想深入人心。要加快川渝法治一体化建设，充
分发挥法治引领规范保障作用，高水平服务保障
重大战略实施。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化民营
经济司法保护，常态化联合排查整治涉企执法司
法突出问题，高效率保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要

加快建设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持续开展平安
联创、风险联防、问题联治，高标准共创平安稳定
发展环境。

靳磊指出，深化政法合作是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对在法治
轨道上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希望两地政法系统要依法安商，
深化涉企犯罪联打和风险联防联治，共同推进
社会环境提升。要依法助商，强化政策供给对
接、市场秩序共护、权益保护协作，共同推进市
场环境提优。要依法护商，深化执法司法尺度
统一，提升涉企执法司法协作效能，促进企业
降本增效。要依法惠商，持续推进公共服务一
体供给、协力打造高端法律服务集群、联合创
建川渝涉企法治品牌，共同推进执法司法环境
提质。

会上，川渝两地政法单位进行了工作交流。
重庆市张安疆、李永利出席会议。四川省叶

寒冰、王树江、王麟出席会议。

2024年川渝政法合作联席会议召开
为唱好“双城记”提供法治保障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珺）
12月27日，全市干部监督工作会议召开。市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蔡允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
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按照全国干部监督工作会议部署和市委要
求，坚持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不断提高干部监
督工作的精准度、穿透力、实效性，着力建设忠诚
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政治监督摆在首位，推
动广大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闭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要持续强化担当

作为监督，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推
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机制，落实“三个区
分开来”，不断提振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要做
深做实纪律作风监督，紧盯关键人、关键处、关键
事、关键时，督促干部严格自律守底线。要切实
加大选人用人监督力度，健全选人用人问题常态
化预防发现处置机制，巩固发展风清气正良好政
治生态。要从严推进巡视巡察整改监督，坚决扛
起组织部门督促巡视巡察整改政治责任。要大
力加强监督保障体系建设，着力构建精密智控新
格局，以高质量干部监督助推高素质干部队伍建
设，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重庆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全市干部监督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崔
曜）12月 27日，记者从国家电网公司获悉，
我国西南地区首个特高压交流工程——川
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以下简称川
渝特高压工程）建成投运。

据了解，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
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工程
总投资286.31亿元。该工程作为我国首个高
海拔特高压交流工程，途经四川甘孜州、雅安
市、眉山市、乐山市、内江市、资阳市和重庆潼
南区、铜梁区等8个地市（州、区），新建1000
千伏线路1316公里。工程在四川、重庆两地
新建甘孜、天府南、成都东、铜梁4座1000千
伏变电站，变电总容量2400万千伏安。

工程投运后，我国西南电网的主网架电压
等级从500千伏提升到1000千伏，每年最大
可从川西等地向四川、重庆负荷中心输送清洁
电能350亿千瓦时，相当于1千万户家庭1年
的生活用电量，对保障今冬明春及未来西南地
区电力安全可靠供应、增强川西地区电力送出

能力、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和发展新质生产
力、推动高海拔特高压输电技术创新突破、带
动上下游产业及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意
义重大。

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在渝变电

部分，新建1000千伏变电站1座。该站位于
重庆铜梁区少云镇，创新应用智慧安装、隐蔽
工程数字验收、智慧云监理等技术手段，较计
划提前半年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并入选中国电
力建设智慧工程典型案例。

川渝特高压工程投运
每年最大可输送电能350亿千瓦时，相当于1千万户家庭1年的生活用电量

12月27日，位于铜梁区少云镇的1000千伏变电站建成投运。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