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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春节不停工”一线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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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里，一边是万家灯火共迎新年，一

边是项目、企业持续奋战一线，全力推动项目建设、企业发
展提速增效。

在丽水首个单体超百亿级投资项目——国网新源浙江
缙云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现场，我们在热火朝天的干事氛围
里，看到了党员、青年关键时刻冲在一线的担当，看到了众
多施工人员为丽水建设发展的默默奉献，看到了确保重大
项目保质保量推进的先进“智造力”，还看到了重点工程所
展现的“事关全局和长远、事关发展和民生”的行动自觉。

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时。2023年，只要咬定目标不
放松，抢抓机遇、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一往无前，就一定能
够谱写出新时代丽水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华彩篇章。

一

大年初七清晨，驱车沿着缙云抽水蓄能电站进场道路
向前。这是一条崭新宽敞的柏油路，由电站和地方政府共
建，桥隧相连，将方溪乡与县城的路程由原先的 1个多小时
缩短至 20分钟。

当车子接近电站现场时，随着笼罩在山顶的云雾渐渐
褪去，清晰显露出离地面 92米高的北坑口大桥，宛如一条
巨龙横跨在两山之间。

穿过北坑口大桥后，便来到了电站项目现场。在宁静
的大山深处，200多名施工人员、管理人员，坚守一线，四五
个作业面紧张有序地施工。现场车辆如梭、机械轰鸣。

不同于传统水电站只有一个水库，抽水蓄能电站由上
水库和下水库构成。电站利用两个水库间近 600米的地势
高差，实现抽水蓄能。

在缙云抽水蓄能电站副总经理何少云的带领下，我们先
来到了接近下水库附近的尾水隧洞——一条用于排放发电
机组尾水的隧洞内，此时，隧洞正在进行岩壁吊车梁混凝土
浇筑施工。党员青年突击队队长陈继杨带领着青年党员和
留守施工人员进行施工作业。为了增强隧洞的抗压强度，他
们需要在隧洞岩壁上浇筑 50 厘米厚的混凝土，该隧洞共
1800多米，9米为一仓。在过去的 4天里，这个有着 20多名
施工人员的突击队，通过加班加点已完成了一仓的浇筑。

“今年是电站建设的攻坚年。现场进行的引水隧洞、尾
水隧洞等施工作业，是电站首台机组投产的关键施工项
目。加紧施工，能为 2024年年底首台机组发电打好坚实基
础。”何少云告诉我们，去年，经过科学分析，整个项目可实
现首台机组提前五个月投产发电。“为了实现提前发电的
目标，我们只争朝夕，不少党员、青年骨干以及工人，放弃
了春节假期，毅然奋战在一线。”

“想家。”施工现场，来自五湖四海的留守人员面对我
们，真情流露。“特别想两个孩子。”提起远在云南的孩子
们，陈继杨的眼眶泛了红，他和妻子都在电站上班，从去年
春节回到电站，已经一整年没有回过家了。

今年是工程监理部安全总监王海建在电站度过的第三
个春节，他觉得作为总监，逢年过节留下来值守是件理所
应当的事情。可是，提到父母的时候，他又低下了头，轻声
说：“在事业上我尽心尽力、问心无愧，可是唯独亏欠父
母。”

当然，伤感总是很短暂，他们的脸上很快洋溢着朴实的
笑容，从容地说，“那么大、那么重要的工程，总是要有人牺
牲小我。”

这样“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吃苦、特别耐委屈、特别有
办法、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有个专有名词，
叫作“抽蓄铁军精神”。从 2017年 12月项目开工以来，在这
种精神的鼓舞下，这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工程奇迹。

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电站返工的人越来越多了，面对
未来，他们信心百倍。

二

离开隧洞，我们沿着进厂交通洞驶向电站的地下厂房，
这里纵横交错、别有洞天，如同一座超级“地下城堡”。地
下厂房可以安装 6 台 30 万千瓦抽蓄机组，是整个电站的

“心脏”。
在这个巨型洞穴里，可以看到 1号机组中心的座环蜗

壳已安装就位。座环蜗壳作为抽水蓄能电站埋入基础部件
和机组流通的关键设备，承担着引导水流均匀分布流入转
轮室，带动水轮机转动，实现水能和电能相互转化的重要
任务。接下来，还将进行蜗壳水压试验及以上各层机组埋
件和钢筋混凝土施工。

在电站地下厂房洞室内，一辆混凝土搅拌车缓缓驶过，
与许多建设工地不同的是，这里没有隆隆轰鸣和浓浓尾
气，“我们电站现在用的是电动车。”电站安全总监吴小林
说，抽水蓄能电站地下作业施工量大、周期长，相对于油动

力搅拌车，纯电动混凝土搅拌车不仅安静环保、节能高效、
轻量耐用，而且出料速度快、搅拌均匀，其搭载的通信系
统、云平台，还具有实时掌握充电情况、查询行驶轨迹、统
计驾驶行为等功能。此外，纯电动混凝土搅拌车可以实现
一小时快速充电，充满电后续航里程可超过 200千米，在缙
云抽水蓄能电站工程现场往返一趟综合耗电 9千瓦时，每
年可减少碳排放 314吨。

正当我们感慨这重大项目的“智造力”时，车子已经驶
出了山体内部，并向上来到了满目叠翠的大山深处。那
里，在一个 2400平方米的长方体里，一堆钢材正要完成一
场奇妙的转变。

这是一座智能化高强钢加工厂。数控网焊机、数控钢
筋弯曲、数控钢筋弯箍机……这个加工厂不仅满足了工程
建设的多种钢材需求，而且通过集中规范化生产，有效降
低了钢材的损耗和人工成本。“我们配置全套的智能化设
备进行钢材化制作，在当前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行业也是很
先进的。”综合加工厂副总监陆瑞平骄傲地说。

车子下山时，在入口显眼处，一个智慧管控中心映入眼
帘。在这里，可以看到大坝建设中运用三维数字化大坝施
工管理平台——大坝填筑施工过程的计划、进度、质量可以
全程智能管控，达到“可视化”“智能化”施工；可以看到“安
全网”对项目建设的保驾护航——创新应用智能AI违章识
别系统，安装监控高速球，对现场违章行为进行实时监控。

“在项目的推进中，离不开现代化、智能化设备的辅
助，每一个‘不停工’的假期，这些好伙伴同样功不可没。”
吴小林说。

三

缙云抽水蓄能电站是浙江省重点建设项目，该项目的
建设是落实浙江省“十四五”期间能源发展规划的重要举
措。电站建成后，每年可节约系统耗煤量约 23万吨，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 46万吨。

缙云抽蓄电站的建设，是丽水奋力打造“华东抽水蓄能
基地”的一个缩影。

就在不久前，景宁、松阳的抽水蓄能电站正式获省发改
委核准，这标志着我市抽水蓄能项目前期工作取得突破性
进展，两个项目也正式开启项目建设新征程。

当前，我国正处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
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发展，构建以新能
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对抽水蓄能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而抽水蓄能电站好比大型“充电宝”，用电低谷时通过电力
将水从下水库抽至上水库，用电高峰再放水发电，有利于
弥补新能源存在的间歇性、波动性短板。

可以说，发展抽水蓄能技术，不仅可破解浙江缺电困
境，还是实现中国“3060”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事实上，
早在 2016 年，我市就提出打造“华东抽水蓄能基地”的目
标。2021年 9月，国家能源局发布《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
划（2021—2035 年）》，我市抽蓄项目申报纳规工作实现大
丰收。全市共有 8个抽水蓄能项目纳入国家规划，纳规站
点数量占浙江省近三分之一，分别为龙泉、青田、云和、庆
元、遂昌、松阳、景宁等 7 座大型抽水蓄能电站和紧水滩 1
座中小型抽水蓄能电站。若加上缙云抽水蓄能电站及争取
纳规的莲都抽水蓄能电站，丽水这 10个项目总装机 1209.7
万千瓦，总投资约 770亿元。

丽水市委党校“两山”教研室主任周爱飞认为，“华东
抽水蓄能基地”建设，可有效放大丽水作为“华东水塔”的
生态优势，有助于我市生态守护与绿色发展、共同富裕协
同推进，将为全国生态资源相对富集地区，开辟出“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质量绿色发展新路提供丽水范例。

除此，抽水蓄能电站还是我市加快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性、支撑性和关键民生性项
目。在缙云抽水蓄能电站建设之初，就提出了将项目开发
和乡村振兴紧密结合。

“多少年来，我们去到山外，都要经过缙云‘三大高岭’
之一的八迭岭山路。过年过节回家一大早就得出发，遇到
雨雪天气，什么车子都上不去。山里面封闭、条件差，年轻
人看不到希望，走出大山后基本不会回来，孩子只能就近
在村子里的小学读书，教育跟不上，对人的影响是一代又
一代，我们这里剩下的都是老人、小孩。”在小仙都移民安
置点，方溪移民李唐伟看着眼前明亮宽敞的小楼感慨万
千，“现在我们一家都搬到了这里，到县城只要 5分钟，家人
也在附近找到了工作，孩子顺利在镇里的学校入学读书，
一切都越来越好！”

面对未来，像李唐伟一样的众多方溪乡移民户都充满
了希望。随着“山门”打开，山乡的脉搏已与时代发展同频
共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