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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龙族美好生活

南网情深

本报记者李寿华

冬季，独龙江峡谷层林

尽染，寒风凛冽；村寨灯火璀

璨，草果烘干厂机器声不绝

于耳；客栈民宿宾客云集，热

闹非凡；彩虹编织车间里，独

龙族织女们于明亮灯光下飞

梭走线，精心编织独龙毯，一

针一线勾勒出独龙族的美好

新生活。

从柴火做饭、松明点灯

到接入大电网，家家户户灯

火明亮。70年来，群山围堵、

偏僻悠远的贡山独龙族怒族

自治县独龙江乡电力电网建

设“三级跳”，实现了从用上

电到用足电、用好电的跨越，

为建设美丽富饶新边疆奠定

了坚实基础。

独龙江乡地处极边之地，这里高黎
贡山绵延千里，担当力卡山高耸入云，中
间的独龙江峡谷是独龙族主要聚居地，
是祖国西南边陲亮丽的明珠，肩负着为
国守边、筑牢西南安全稳定“第一道屏
障”的重大责任。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成立之时，从
原始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独龙
江乡，现代化的道路交通、电力等基础
设施为零。20世纪 60年代，全长 65公
里的人马驿道成为独龙族群众与外界
联系的生命线，生产生活物资全靠人
背马驮。每年 11月到次年 5月，大雪封
闭进出山路，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
人进不来，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严
重阻碍了独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独
龙族农业生产刀耕火种，日常生活柴
火做饭、松明点灯。

1971年6月，独龙江乡第一座电站独
龙江电站投产发电，主要为当时的乡政府
机关供电。20世纪 80年代末，第一批6台
微型发电机通过马帮运进独龙江乡，分别
安装在巴坡、孔当等独龙族群众聚居地，
电力慢慢走进独龙族群众的生活。“独龙
江的天亮了！”独龙族群众奔走相告。电对

于他们来说，是好奇、是温暖、是希望，更
是美好。

然而，微型电机功率极小，除了供给
周边少数用户照明外，其他用途无法满
足。小电机电压受水流影响大，电灯忽明
忽暗，光亮度不足、照明效果极差，还经
常烧坏电灯。大部分高山村寨因为缺乏
装机条件，连这种极不稳定的小电机都
没有，无电可用。村民们希望有朝一日，
自己也能用上电，过上亮堂堂的生活。

“放假期间，高山村民小组的娃娃把
到有电的亲戚家过夜当作美谈，写在作
文里。”曾担任巴坡村委会党支部书记的
王国光对这段记忆非常深刻。

改革开放以来，为帮助独龙族更快
地进步与发展，国家、省、州、县投入了大
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独龙江乡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都
取得了长足发展，独龙族群众生活水平
逐年提高。2006年，独龙江乡第一座真
正意义的水电站——孔目电站建成投
产。但独龙江峡谷从南到北，一山一村
落、一坡一寨子，村民零零落落居住分
散，孔目电站供电范围小，乡内仍有大量
无电人口。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被誉为“东方
大峡谷”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一座座
钢铁塔架跨山越江，一条条网线穿过密
林高山，连城入村。峡谷两岸，城市村寨
新楼林立、灯火闪烁，处处洋溢着生机
与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南方电网云南怒江
供电局持续完善城乡电网建设、优化电网
网架结构、提升供电服务质量，以“满格电
力”助力怒江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发展，
尽最大努力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用电需求。

网架更坚强

电网从粗架构到精智能。“11月，我
们处理了输电线路杆塔发热、螺栓缺失
等各类缺陷103条。”南方电网云南怒江
供电局输电管理所线路运维检修二班班
长陈永能介绍，为了及时掌握碧罗雪山
主线路正常运行情况，去年以来，怒江供
电局在雪山路段信号区利用无线自组网
技术加装了 25套高清视频在线监测设
备、19套气象监测、4套覆冰监测装置对
输电线路通道进行 7×24小时全天候监
测，有效弥补了人工巡视受地域和时间
限制的短板，成功解决了以往大雪封山
期间输电线路巡视困难，无法掌握线路
运行状况的难题，确保怒江大峡谷的乡
亲们温暖过冬。

十年来，怒江供电局不断推进电网
建设与升级。新建 12座变电站、33条线
路776.22公里，在10千伏线路上安装配
电自动化断路器等，不断优化电网布局，
使供电范围更广、供电质量更高，实现了
从简易架构供电到坚强智能电网的重大
跨越。

供电更可靠

供电从管得紧到鼓励用。“在怒江建
立香料产业园，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因为枯水期，怒江电力供应不足，工厂时
时面临拉闸限电问题。”谈起近几年来电
力供应变化，怒江峡谷优果农产品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鑫满脸笑容。

以前，由于电力资源紧张和电网建
设不足，存在限量供电情况。随着电网的
不断发展和电力供应能力的提升，怒江
供电局科学规划供电，新建供电线路和
变电站，对用电量大的企业，不仅不再限
制用电，还提供节能用电方案和成本优
化建议。同时，通过合理的电价政策鼓励
居民和企业合理用电，使得供电从限量
供应变为充足保障，有力推动了怒江经
济发展。

抢修从等电来到不停电。“以前一停
电，家里的电器瞬间停止工作，生活节奏
全被打乱。现在停电次数很少了，即使偶
尔停，也能很快恢复。”泸水市民张薇说。

过去，电力抢修往往处于被动状态，
总是在用户报修后才启动相关程序，工
作人员赶到现场才能进行故障隔离，整
个过程至少需要 2至 3个小时。如今，怒
江供电局建立了先进的智能抢修系统和
主动预防机制，一旦出现问题，系统能迅
速定位故障点，自动向抢修指挥中心报
警。抢修人员可根据系统提供的信息，准
备好工具和材料，快速赶赴现场抢修，实
现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防与快速修复的
蜕变，做到不停电、少停电。

服务更贴心

“现在缴费不用跑到营业厅了，在家
就能通过手机完成缴费，手机上还能实
时查询用电情况、电费账单，我还设置了
自动缴费功能，真是太方便了。”兰坪白
族普米族自治县隆祥村用户和建妹说。

电费收缴依靠工作人员上门收取或
用户到营业厅缴纳，这种方式效率低且
不方便。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怒江供电
局全面实现用电业务线上办、电费账单
及时查、电费发票网上领、停电通知自动
推等多种便捷方式轻松缴费。这种从传
统人工收缴到多元便捷支付的转变，大
大方便了用户。

近年来，怒江供电局积极转变服务
理念，积极融入政府政务服务“高效办成
一件事”窗口建设，实现客户办电“零上
门”，一证办电、刷脸办电。目前，“南网在
线”用户数19.1万户，线上报装办电率达
100%。在社区电力改造中，提前告知居
民施工计划，对于特殊用户，提供上门服
务。建立用户反馈机制，通过电话回访、
在线调查等方式收集意见，满足客户多
元化的用电需求，使第三方客户满意度
从十年前的70分提升至87分。

匠心守护银丝线，灯明月圆共此时。
从电站到电网，从供电到抢修，从缴费到
服务，十多年来，在圆梦“光明”的征程
里，怒江的电网更坚强、更智慧，怒江的
电力服务更细致、更贴心。未来，怒江供
电局将一如既往发挥电网基础保障作
用，以科技为笔、以创新为墨，在保障电
力供应的道路上续写新的辉煌，为怒江
的繁荣发展持续注入源源不断的能量，
让每一度电都承载着希望，照亮怒江峡
谷更加灿烂的明天。

本报记者李寿华

“想不到在这么偏远的峡谷，还有新
能源车充电桩。独龙江的变化，真是一天
一个样。”看着乡政府集市街道边的充电
桩，外地游客无不感叹。

2023年 5月，南方电网公司在独龙
江乡投资 20.38万元，建成 3个充电桩，
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开着新能源汽车的
游客。

充足的电力，给乡里的中小企业及
居民用户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和实惠。

“以前用电负荷不足，我们草果烘干
能力受限，许多农户只能将草果囤积到
一定数量后再拉到县城加工，成本增加
不说，还造成部分草果腐烂。”独龙江乡
农副产品特色庄园负责人王杰说。

2023年，独龙江供电所为农副产品
特色庄园新装了两台800千伏安专变，架
设专用输电线路，以优质充足的电力护
航，让独龙江的特色农业结出“致富果”。

依靠充足的电力，独龙江乡新建了
应对雨季泥石流和冬天大雪等自然灾害
的应急储备冷冻库。献九当村委会草果
种植大户丁尚华建起了占地180平方米
的草果加工厂，一年加工鲜果800余吨，

出售干果 200余吨，30余名独龙族群众
有了就近务工增收的场所。

500名独龙族妇女白天下地干活，
夜晚在彩虹庭院（独龙毯编织作坊）编
织七彩独龙毯，成为新时代织女，“家
门口”就业赚钱，日子越过越好。

“我们编织一张独龙毯就有几百块
的加工费。”文面女李文仕说，乡里成立
了秘境独龙产业发展公司，开发独龙毯
小枕头、包包、围巾，进军上海和海外市
场，过上了好日子。

清晨，献九当村委会党总支书记新
学文带着村干部和独龙江供电所职工徒
步巡查，维护入村线路、电杆。

“电力电网是独龙族群众公路外的
第二生命线，草果加工、旅游发展、独龙
毯编织等全靠它了，得时时维护好才
行。”新学文说。

今天的独龙江，酒店的空调不再成
为摆设，乡里农副产品烘干设备每天都
在运转，电动汽车开进村寨，8万亩绿山
富民，“美丽庭院”“最美乡村”“幸福家
庭”遍地开花，独龙族群众的生活一年一
个样，越来越幸福。

近年来，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累
计投入 11.77亿元推进怒江傈僳族自治
州电网改造升级，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
的电力保障。

在泸水市老窝镇，南方电网云南怒
江供电局先后建成两座 220千伏变电
站，提升了硅工企业的供电可靠性，周边
村寨旅游业、庄园经济发展有了充足的
电力保障。

“安全稳定的电力，让我们放心开发
更多的木瓜产品，带动更多村民种植木
瓜致富。”老窝镇木瓜庄园负责人说。

洛本卓乡保登村离乡镇较远，2014
年以前只有一个容量为 50千伏安的变
压器，而且还和邻村共用，电线很细，有
时候用大功率电器或是遇到雷雨天气还
会停电，老百姓希望改造电线和变压器，

用上放心电。怒江供电局了解到群众的
诉求后，迅速组织施工队伍，更换了电线
和变压器。

“现在好了，就算家里把电视机、洗
衣机、热水器、电冰箱等大功率电器同时
开着，也不用担心会跳闸。”有了稳定的
电力，村民邓晓霞买了自动碾米机、粉碎
机，干活轻松多了。

近年来，怒江供电局高质量完成 42
个产业扶贫项目、6个光伏扶贫电站配套
电网项目建设任务，67个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100%实现“房成电通”，2147个自
然村 100%通动力电，农户 100%通生产
生活电，有力助推怒江各族人民如期脱
贫，走向全面振兴。2022年、2023年怒江
州连续两年售电量突破30亿千瓦时。

本报记者李寿华

南方电网云南怒江
供电局——

守护峡谷
万家灯火

悠远独龙江没有电的日子

走上幸福路，用上好电，建设好产
业，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过上美满幸福
的好日子，是独龙族同胞最炽烈的愿望。

2008年，为响应国家号召，云南电网
公司投资3025万元，启动了独龙江乡无
电人口“户户通电”工程，一个民族的光明
之旅就此开启。

独龙峡谷群峰林立、江河纵横，立电
杆、拉电线，全靠人背马驮。而部分村寨，
完全靠人工背运。施工队克服重重困难，
于 2012年 10月顺利完成独龙江乡无电
人口“户户通电”工程，独龙江乡行政村
通电率、自然村通电率和户通电率均达
到100%。

2011 年，独龙江供电所正式成
立，全面开展在独龙江地区的电网运
营和供电服务工作。独龙江乡供电工
作步入快车道，从“户户通电”工程到
400 千伏柴油发电车和 200 千瓦储能
站的加入，柴油、水电、储能同时对全
乡供电，独龙江人民群众用上了稳定
可靠的电能。

2014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
关怀下，长达 6.68公里的独龙江公路
隧道贯通，独龙江乡终于告别了每年
半年大雪封山与世隔绝的历史。

独龙江畔车轮滚滚，村村寨寨灯火
辉煌，百业兴旺，独龙江乡迎来了万象更
新的春天。

道路通达，独龙江乡迪政当村村民
白忠平的“心梦圆”客栈生意日益兴隆。

“游客天天来，客房几乎天天爆满。”
白忠平说，但电力不足等配套问题开始
显现，客栈经常停电。

随着独龙江乡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独龙江乡孤网运行的弊端日益凸显。
1140多户居民的日常供电仅靠 2台 35
千瓦的小型发电机，频繁停电跳闸是家
常便饭，有时只是打开电灯就已经接近
电力负荷的极限。

2019年，独龙江乡35千伏联网工程
正式启动，这项投资超过 2.8亿元的工
程，85%位于高黎贡山原始丛林无人区。

在这里，走路就像攀岩，人得贴着山体手
脚并用往上攀爬，还要忍受蚊虫、蚂蟥的
叮咬以及雨雪等糟糕的天气。

2020年 5月，独龙江乡遇上了几十
年一遇的泥石流灾害，仅独龙江隧道两
侧就有 170多个塌方、滑坡点，前期好
不容易挖好的部分基坑被掩埋，多条运
输索道也被冲毁，由于施工条件恶劣，
联网工程进场 2680个工人，中途离场
1350人。

2021年11月，当雪山段线路全线贯
通，正在开展验收等工作时，一场暴雪再
次降临高黎贡山，很多地方积雪没过膝
盖。为了点亮独龙江乡，施工人员冒着零
下四五度的低温和漫天飞舞的大雪，在
塔上一干就是三四个小时。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施工队尽最大
努力让线路“温柔”地穿过高黎贡山自
然生态保护区。线路不触及植被，杆塔
全部采用高塔跨越，平均塔高 45米，最
高达 65 米，远超同类工程。项目施工
中，作业面控制到最小，一根根塔材全
部在高空进行人工组装。项目基坑多为
石头坑，为保护环境不能采取常规爆
破，只能用水磨钻人工开挖，每天最多
只可下挖30厘米。

2022年5月11日，独龙江乡35千伏
联网工程正式投运，一条长52公里的架
空线路翻越平均海拔 3100米的高黎贡
山，“光明使者”们将“光明”稳稳地送到
每一个独龙江乡群众的家中。独龙江独
立电网与南方电网主网联通，独龙江乡
结束了历时 8年的独立电网历史，独龙
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实现从用上电到用足
电、用好电的新跨越。

家家户户灯火明，村村寨寨绽新颜。
电力成了独龙族群众连接现代文明的重
要桥梁，支撑着独龙江乡实现“一步跨千
年”的跨越式发展。

“南方电网真金白银地投入，一心一
意让独龙江亮起来，让独龙族群众富起
来。”贡山县委常委、独龙江乡党委书记
杨冬春说。

独龙山寨灯火明亮的日子

幸福电力带来幸福的日子

电力赋能乡村振兴

碧罗雪山上220千伏丹蓝线。

独龙江乡35千伏联网工程
施工现场。

电力工人把电力工人把““光明光明””带进独龙江峡谷带进独龙江峡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