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金沙江江水的拍岸声中，位于四
川省凉山州宁南县与云南省巧家县交界
段、全球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水电站
——白鹤滩水电站频传喜讯。

而在另一头的凉山州布拖县，作为
白鹤滩水电送出工程的核心、目前全球
在建最大换流站——±800千伏布拖换
流站也在紧锣密鼓地冲刺建设。

“这是换流站的‘超级心脏’换流阀，
至江苏的已成功带电，至浙江的已安装
完成一半了。”10月17日，国网四川电力
送变电负责该项目电气A包的施工项目
经理张鸣镝说，今后，白鹤滩更多的清洁
水电将在这颗“心脏”的跳动下，通过
2000多公里的特高压输电天路，一路向
东，点亮江苏、浙江等地的万家灯火，

“从四川第一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建成，到
如今的白鹤滩送出工程建设，10余年
来，我有幸作为建设者，参与到超级工程
的建设，也见证了西电东送下的社会经
济发展。”

摸着石头过河
参建四川首条特高压

“每次看到穿越高原、山川的一条条
银线和铁塔，就会想到和同事们一起埋
头建设的时光。”说起特高压等输电通
道的建设，37岁的四川汉子张鸣镝立马
打开了话匣，分享起10多年前第一次
接到参建全省首条特高压输电工程任
务时的经历。

2009年，刚进入国网四川送变电不
久，张鸣镝便接到向家坝至上海±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建设任
务。作为四川首个特高压输电工程项
目，也是国家电网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
流输电工程项目，“建设难度等同于摸
着石头过河。”张鸣镝回忆说，当时全国
几乎没有样本，很多设备也是靠进口，

“有的说明书还是全英文，光翻译学习
就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很多
技术只能在建设中不断摸索学习和改
进。”

“当时在宜宾参建该工程的±800千
伏复龙换流站，一干就是近两年。”张鸣
镝说，在各地参建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这
项西起宜宾复龙换流站，东至上海奉贤
换流站，横贯东西的输电高速通道，最终
在2010年7月成功投运，金沙江的水电从
此跨越山河，点亮上海。据统计，从2010
年建成投运至今年3月，复龙换流站已累
计向华东地区输送清洁能源超3000亿千
瓦时，为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建设者到检修“医生”
始终在一线守护西电东送安全

继向家坝至上海±800千伏特高压
直流输电工程建成投运后，近10年间，锦
屏-苏南、溪洛渡-浙江、雅砻江-江西，
以及白鹤滩-江苏，起于四川的5条特高
压工程陆续建成。

“这些年，有幸在一线见证了多个西
电东送工程的从无到有。”张鸣镝说，在
2015年左右，他从建设者转型成了检修

“医生”。
作为全球顶尖的输电工程，特高压

如同一条跨越无数山川河流的“天路”，
将来自西部的水电，尽可能最快且低损
耗地送往东部地区。为了保障大动脉的
运行“健康”，每年会有一批人员，专门为
这个大家伙做个全身“体检”。

“比如2020年4月，在对西昌的锦屏
换流站开展年度检修时，就要与当地的
天气斗智斗勇。”张鸣镝说，检修人员在
高空作业时，就怕遇上大风，西昌的气
候条件特殊，时常会遇上五级以上大风，

“一旦遇上大风天，高空检修就不能开展
了，人站在上面能被吹得晃悠，十分危
险。”

不仅如此，为了保障检修工期，张鸣
镝每天要花9个小时以上，挨个走遍站内
的31个工作面，巡查近百个检修危险
点。“换流站就像特高压的‘心脏’，我们
的工作就是要保障‘心脏’的每条血管健
康和稳定运行。锦屏换流站的这次年度
检修，我们500多位检修‘医生’连轴转了
14天，赶在夏季用电高峰到来前，完成了
全站超200项的检修技改项目，进一步保
障了这条西电东送动脉的安全稳定。”

重回建设领域
奋战在全球在建最大换流站建设一线

白鹤滩送出工程承担着将全球在建
最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的清洁能
源输送到江苏、浙江等地的重任，起点都
在凉山的布拖换流站。

2021年，张鸣镝接到任务，从检修岗
位重回建设队伍，“这一次要啃下的这块
硬骨头，不亚于当年建向家坝至上海特
高压时的难度。尤其是工程中布拖换流
站建设，是目前全球占地面积最大、土石
方量最多、地质条件最差的换流站，建设
各方面临巨大挑战。”

布拖换流站用地面积930亩，足足有
87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为了建换流
站，要挖掉260万平方米的土石方量，再
填上300万立方米的土石方量，相当于把
一个标准足球场填高360米，挖填总高差
达65米，约有22层楼那么高。

换流站为什么必不可缺？“简单来
说，白鹤滩水电站送出的是交流电，必须
通过换流站转换为损耗更小、更易长途
输送的直流电，才能安全稳定超远距离
送到东部。”张鸣镝说，他所负责的两个
重点工作，一个是布拖换流站的“心脏”
换流阀的安装，还有一个是全站控制保
护的实施，“当前换流阀已成功安装，整
体工作也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张鸣镝说，从建设到检修，再回到建
设，这10余年间，他见证了一项项从四川
出发的西电东送工程的建成，也更明白
将水电等清洁能源送出的特高压，对全
国意味着什么，“它不仅能拉动当地经济
发展，还能为东部等用电需求较大地区，
提供可靠且清洁的能源供应，这些年能
参与到这项大国重器的建设，并为之保
驾护航，我感到很自豪。”

青春新榜样
封面人物大型系列报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力 杨博

推荐
标准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爱人
民、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德高
尚，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善于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上取
得突出成绩，具有良好的社会
影响。

推荐
方式

欢迎通过封面新闻APP的爆料
平台，推荐你心目中能够代表
中国力量的青年榜样；与此同
时，也可以在封面新闻微博、
微信等平台的相关稿件下方
留言，欢迎向我们推荐。

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气昂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公开征

集“你心中的青年榜样”人选。
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过你？
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16省份在川实现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跨省通办”
大熊猫“四海”“京京”
启程前往卡塔尔
中卡开展保护研究合作

据新华社成都10月18日电 18日下
午，载着大熊猫“四海”“京京”的车队缓
缓驶出位于四川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
究中心雅安基地，这两只大熊猫将乘坐
专机前往卡塔尔。此次中卡开展大熊
猫保护研究合作，也是我国与中东地区
开展的首例大熊猫合作。

据了解，“四海”是一只雌性大熊
猫，2019年7月26日出生于中国大熊猫
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京京”
是一只雄性大熊猫，2018年9月19日出
生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
树坪基地，后生活在雅安基地。

为保证两只大熊猫顺利开启新生
活，中卡双方均做了充分准备。一个多
月前，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对这两
只大熊猫实行了隔离检疫和体检，目前
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还多
次派专家团赴卡塔尔对场馆进行现场
指导和实地评估，协助卡方组建了专业
的大熊猫饲养管理团队，并完成大熊猫
主食竹供应保障。

据悉，为进一步促进大熊猫保护研
究国际合作，推动中卡两国濒危物种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2020年5月，中卡双
方签订了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协议。

“拉索”观测到
迄今最亮伽马射线暴
对于揭示其爆发机制具有重要价值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文露敏）10月18日，记者从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了解到，10月9日21
时17分，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
高能爆发探索者和慧眼卫星同时探测
到迄今最亮的伽马射线暴，打破了多项
伽马射线暴观测纪录。

伽马射线暴是宇宙中最剧烈的天
体爆发现象，短至几毫秒，长达数小时，
释放的能量超过太阳辐射能量的总和。

捕捉和高统计量观测伽马射线暴
是“拉索”的重要科学目标之一。此次
亮度空前的爆发，正好发生在其视场
的中心附近。在本次观测中，“拉索”
探测到了大量的高能光子，探测到的
最高能量光子达到了18万亿电子伏
（TeV），在国际上首次打开了10万亿
电子伏波段的伽马射线暴观测窗口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探测到的数千
个伽马射线暴中，最高能量光子大约
在1万亿电子伏。

“如果说去年的问题在于‘为何银
河系会产生如此高能量的光子’，那么
现在的问题则是‘这些光子的能量如何
能穿越如此远的距离’。”高海拔宇宙线
观测站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高能所研究
员曹臻解释。

“拉索”极高的灵敏度使得这些问
题有了研究基础，它将给出伽马射线暴
最高能段的光变曲线最精细的测量。
曹臻表示：“细节越多，就越能展开细致
的研究，高能粒子如何被加速，就像放
电影一样被还原出来。”

本次伽马射线暴的成功探测，对于
建立正确的伽马射线暴爆发机制模型
极为重要。

目前，本次探测结果已在国际上引
发巨大反响，大量相关研究迅速展开，
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和科学研究正由“拉
索”合作组成员全力开展。

09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2年10月19日 星期三 编辑江亨 版式詹红霞 总检张浩四川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钟晓璐）10月
17日，家住成都市大邑县的云南人王先
生带着两个儿子来到大邑县公安局晋原
派出所，为孩子们申领居民身份证。这
是继2021年四川在全国率先实现重庆、
贵州户籍居民在川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

“跨省通办”后，在公安部指导下深入推
进公安“放管服”改革的又一行动。

目前，四川公安已在成都、达州等地
部署开展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跨省通

办”试点工作。
即日起，从未办理过居民身份证的内

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山
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云南、西藏、陕
西14省（区）的户籍居民，在四川合法稳定
就业、就学、居住的，可向现居住地就近的
公安机关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点提出首次
申领居民身份证“跨省通办”申请，不用再
返回户籍地办理。至此，16个省（区、市）在
川实现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跨省通办”。

四川省公安厅基层基础工作总队户政
管理支队负责人杜彪表示，四川已按照户
政管理电子证照及政务服务相关技术标
准，完成省级人口管理信息系统升级改造，
改革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办理机制，充分
发挥公安机关人口服务管理信息化优势。

“公安机关将力争在年内实现临时
居民身份证办理、新生儿入户全国范围
内‘跨省通办’，为大家推出更多更快更
好的便民服务。”杜彪说。

建设者张鸣镝：

为全球在建最大换流站安“心脏”

张鸣镝在布拖换流站建设现场检查
设备安装情况。 刘湘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