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着崭新宽阔的津雄高速一路向东，雄安新区
错落有致的楼群慢慢出现，公园、绿地镶嵌在舒朗
的建筑群落之间，不时闪过热火朝天施工的工地。6
年多的时间，白洋淀边这片土地借着千载难逢的历
史机遇，成长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热土、高质量发
展的标杆。

雄安新区设立以来，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
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和国家电网公司决策部署，规
划建设世界一流城市电网，当好新区建设发展的电
力先行官。6年多来，“1+9+N+1”电网规划体系逐步
落地，建成投运变电站 6 座，建成开关站及配电室
643座、电缆610公里，成功打造新型电力系统“站园
片村淀”五级示范，先后建成首条5G智慧电缆隧道、
首个“双花瓣”高可靠配电网等重点工程……雄安电
网建设者用拼搏与奋进，绘写出世界一流城市电网
现实画卷。

高起点规划——
白纸作画，一张蓝图绘到底

千年大计，起笔落墨，思量的是时代发展的
命题。

“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
搏、肌理。”建筑学家梁思成曾这样说。

电网是城市的经络之一，在雄安新区——高质
量发展的全国样板，如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建设适应未来之城需要的高质量高可靠的世
界一流城市电网？

作答，从规划开始。
河北雄安新区电力专项规划，作为新区“1+4+

26”规划体系中专项规划之一，与城市整体规划同
步编制、同步批复、同步实施。

“正是有了城市发展的细致规划，雄安电网有
了世界上任何一张电网都无可比拟的原点优势，在
其他一些城市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负荷不确定、
电力设施选址难、落位难等一系列难题被有效避
免。”国网雄安新区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刘海峰介绍。

一张白纸画蓝图，一张蓝图干到底，既是雄安电
网规划的天然优势，也考验着电网规划者的能力。

“我们根据雄安新区总体规划和控详规中明确的
功能划分、产业定位、人口聚集规模等要素，精准进行
负荷预测，多轮次研究雄安电网规模的科学性以及布
点落位的合理性。”国网河北经研院规划评审中心副
主任胡诗尧，也是众多雄安电网规划参与者之一。

为了保障电网规划一步到位落地，从整体电网
规划再到具体落地，每一个细节都毫不懈怠。2018
年3月至2019年1月，在雄安，多家国内一流电力设
计院所工作人员组成的设计核心组，对11项雄安城
市电网重大技术专题反复进行研究。每个专题少则
修改五六遍，多则修改十七八遍，“我相信得出的结
论一定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刘海峰很有信心。

两年间，对规划的细致打磨沉潜着电网建设者
的稳扎稳打，也确定了这张电网“世界眼光、国际标
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高度。

在无数电网规划者持续攻关的两年间，雄安电网
的蓝图徐徐铺展——“供电可靠性全区 99.999%”

“100%清洁电源保障”“电能终端消费比重超过50%”
等一系列国际领先指标明确了到 2035年的发展目
标；电网网架结构进一步明朗，220千伏电网分层分
区，变电站之间形成双环网结构，110千伏电网则采用
双侧电源链式结构。

在这样的网架结构中，再叠加一系列运维技术
的参与，在客户的用电体验中，雄安新区，将是一座
感觉不到停电的城市。

高质量建设——
平地起城，建时代标杆电网

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高起点规划、高标准
建设雄安新区”，到“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
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时序迢递，见证着雄安新区
谋定后动的日新月异——

短短几年，“四纵三横”高速路网全面形成；新
建楼宇、道路等加快建设；白洋淀水质从劣Ⅴ类提
升至Ⅲ类，“千年秀林”工程造林47万亩；电网实现
全电压等级投运，今年以来，3座220千伏变电站、6
座 110 千伏变电站、多项电缆管廊工程同步建
设……新时代的未来之城一点点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更是一条通向未来的
新路。

王敬德，曾经担任雄安新区首条清洁能源特高
压输送通道业主项目经理，今年又担任国网河北建
设公司雄安建管中心副主任，和雄安电网一起成长
着，“在雄安，变电站建设不再只是夯基、立墙、安装
电气，从设计之初，我们就开始探索工业建筑向融
入式美学建筑转型。”

新区的每座变电站都多了一个诗意的名字，
“山水城市”“桃园梦境”“廊桥翠谷”……它们不再
只是变电站，主变压器、钢铁架构、母线隐藏起来，
连设备运行的噪音也被专门的设计降低。变电站以
一座座主题公园的形式点缀于城市之中，市民小憩
于此，看到的是花草摇曳，听到的是风声鸟鸣。

以“山水城市”——昝西 220千伏变电站为例，
以《千里江山图》作为外观设计参考，能源站点成为
城市的一处“写意山水”。

不止于美。
建设过程中，昝西站应用北斗桩基智慧打桩系

统，节约工期 30%；建筑外墙板采用新型纤维混凝
土材料，180吨建筑废料“变废为宝”；创新应用铝合
金滑模系统，功效提高近5倍；现场共应用6类42种
电动工器具，全面实现“以电代油”，综合减碳 2000
余吨。

投运后，昝西站“海绵城市”的屋顶花园每年可节
约用水240立方米；站内负荷在40%以下时，“烟囱效
应”热驱动实现节能率100%，无需启动风机散热……

“今年10月，昝西站参加了住建部‘三星级绿色
建筑’现场评审，获得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王敬德
介绍，“这不是终点，我们正在建设的复兴站，已经入
选新区今年首批‘绿色建筑+’示范项目，将成为雄
安首座零碳变电站。”探索不止，未来可期。

平地起新城，一座座面貌全新的电力设施拔地
而起，设施内部生长出来的更是一张全新的电网。

“雄安电网建设之初，高标准反复甄选每一种
配件、每一件设备，将先进的电网技术整合、升级，
同时结合自主研发的一系列新技术，高质量构建现
代智慧配网，让新区电网每延伸一寸都是数字的、
智能的。”刘海峰介绍。

在雄安，全部变电站采用数字化计量，配备全
环境监测装置，100%实现“一键顺控”、全智能巡检；
电能输送全部采用电缆，与架空线缆造成的“空中
蜘蛛网”告别，电缆管廊内全线配置接地环流和分
布式光纤测温，可视化监控、智能井盖全覆盖，无人
管廊有如人员全天候值守；电网通信光纤覆盖率
100%，并延伸至用户配电室，电网通信通道从“乡
道”升级为“高速路”，直接铺设到了用户家门口，同
时引入了5G专网，确保电网通信迅捷及安全；开关
站、配电室全部配置微机保护和测控装置，适应新
型电力系统下复杂配电网运行控制需要；全面采用
环保气体绝缘开关柜、干式变压器，配备完备在线
监测功能，40年免维护……

这是一张多种新技术、新设备不断碰撞出创新
火花的电网，正在孕育着一种全新的电网运维模式，
推动传统电网从拼人工、拼体力、计划检修，向未来
电网拼科技、拼效率、无感检修、智能自愈转变。

高水平运维——
云端孪生，毫秒间主动保障

一张世界一流城市电网呼之欲出，容东片区回
迁群众入住、京雄高铁通车、郊野公园开放……雄
安的人多起来、灯亮起来，容东片区已经建成的目
标电网，一天天跳动起城市发展的强劲脉搏。

当电能奔涌起来，这一张依托“建筑信息模型+
地理信息系统+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构建起的
数字化、智能化、主动运维的电网，让人们想象中的
未来电网逐渐清晰起来、立体起来。

在这张电网中，你会常常听到一个词——毫
秒。人体心脏跳动一次大约 1 秒，把 1 秒分成 1000
份，才是毫秒。

调度控制系统是电网的“神经中枢”，雄安电网
调度控制系统，具备海量源网荷储信息接入能力，
可对电网实现毫秒级的实时控制。

“一旦电网发生故障，它能够自主完成恢复供

电操作，同时快速自动为
调度员、抢修人员‘导航’
处置故障；即使发生区域
性复杂故障，它也能迅速
计算电网电压水平、电缆承
载能力等一系列条件，自动隔
离故障，提出辅助性决策，重新
规划供电路径。”国网雄安新区供
电公司调控中心主任栾士岩介绍，“它
以远快于人脑的速度在关键时刻平稳驾驭电
网，在电网实现‘自动驾驶’。”

从“神经中枢”到遍布各处的“神经末梢”，雄安
电网表现依然出色。在10千伏开关站、配电室配置
智能分布式自愈终端，100毫秒内快速完成故障点
隔离，300毫秒内完成负荷转供，实现非故障区域的
供电恢复，关键是全过程无需人工参与，这样的开
关站，在雄安已经投运100余座。人的眼睛眨一下，
需要十分之一秒，当人们惊讶地“眨下眼”，电网泛
起的“涟漪”已经恢复平静。

不仅仅是快，多重技术加持下，云端孪生出的
雄安数字电网为未来电网运维拓展着更大空间。

到剧村城市智慧能源融合站转一转，花园式的
变电站让它成为新区不可错过的打卡地。这座在城
市中“隐身”的变电站，在云端却有着让人惊叹的

“分身”。
剧村数字孪生变电站实现 300 余台元件级建

模、12 类 11000 余个设备数据接入，无论站体外观
还是设备内部，都能一览无余，监视信息量增加
56.8%。在孪生电网中还可以进行模拟仿真操作、辅
助设备异常分析和解体检修推演；应用自动巡检功
能，站内日常巡视由 2.5 小时缩短为 0.5 小时，还可
实现24小时不间断巡视。

“我们的运维人员几乎不用去现场，人眼看见的
信息远远不及在孪生电网上看见得多。”刘海峰介
绍，让他更自豪的是剧村站打造了首个包含“过去、
现在、未来”三个时态信息的数字孪生体。选择任一
时间，就可以回溯变电站全口径历史信息；依托设备
历史数据、运行数据，利用大数据就可以自动预测设
备状况的未来发展趋势，实现预知“未来”。

可以眺望未来电网的还不止这一处，在雄安5G
智慧电网隧道，应用“17+3”类物联感知设备，首次
实现5G巡检机器人实用化应用；在雄安商务服务
中心“双花瓣”高可靠配电网示范项目，故障段
实现“零秒”自动隔离，非故障段不间断供电，
负荷“零闪动”，用户“零感知”，供电可靠率
达到99.9999%，技术国际领先……

热土追梦，奋斗不止。
在雄安这座新的城市，一张世界一流城

市电网从无到有、从蓝图到实景，延展未来
电网发展的更大可能，电网建设者们始终保有
雄心壮志，持续创造着无限生机。 （庞彦娟）

打造雄安新区世界一流城市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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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刺“十四冬”

U型场地技巧项目被称为“勇敢者的游
戏”，比赛中运动员要在高速滑行腾空后做
出各种翻转动作，空中转体度数是衡量水平
高低的一项重要标准。“十四冬”在即，在崇礼
高原（国家综合）训练基地内，年轻的省U型
场地技巧队队员们正在闭关苦练，平均每人
千百次腾空，只为赛场上那一次完美转体。

“我自己爬上去，多练一次
是一次”

11 月 16 日下午 3 点，队员孟则抱着雪
板，一路小跑着进入基地内整修后重新投用
的室内U型场地技巧训练馆。

每次完成动作从U型池滑下后，队员们
都需要乘坐斜行电梯重新返回高处的出发
区。一次，最后滑下的孟则没能赶上斜行电
梯，但他没有原地等待，而是抱着雪板，沿着
场地一侧的斜坡向上爬了几十米，而后穿好
雪板入池。

“等下一趟电梯得 10多分钟，太浪费时
间了。我自己爬上去，多练一次是一次。”他
解释。

今年 15 岁的孟则，小时候练习武术，5
年前通过跨界跨项选材进入省 U 型场地技
巧队，如今已是国家单板滑雪U型场地技巧
队的一员。

“孟则的训练水平近两年突飞猛进，因
为他知道用功了。”省 U 型场地技巧队主教
练杨成营介绍，“每天训练前，他都会给自己
定个小目标，练不好不回去。”

杨成营讲了今年 10月队伍在成都进行
大跳台气垫训练时，孟则主动加练的故事。

因为多支队伍共用训练场地，河北队每
天的训练时间被安排在中午 12 点到下午 2
点。孟则提出：除了跟省队训练，还想跟其
他队伍一起练。杨成营欣然答应，并帮忙联
系了其他队伍。

接下来的几天，孟则每天早上从驻地出
发，先跟四川队和内蒙古队各练两小时，再跟
省队练两小时。

一天当三天用，自然进步快。“刚去成
都的时候，我转体 720 度都做不好。现在，
我很多 900 度的动作都练熟了，甚至两个

1440 度动作也勉强能做出来了。”孟则说，
他现在的目标是尽早熟练掌握所有转体
1440 度的动作，争取在“十四冬”赛场上证
明自己。

省 U 型场地技巧队成立于 2018
年，队员都是通过跨界跨项选材方
式进队的。要实现跨越式发展，不拼怎么
能行？

在成都进行大跳台气垫训练期间，今年
6月进队的刘梓悦腿上长了个疖子，队医为
她挤掉疖子后，她没有请假，硬是忍着疼痛
每天参加训练。

11 月初，周思雨因事请假两天，归队后
连续几天每天自觉加练两小时，补上落下的
训练……

“多看高水平运动员的视频，
琢磨开悟”

11月18日晚上7点左右，运动员宿舍，盛
海鹏坐在凳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手里的平
板电脑，丝毫没有察觉记者到来。

“这是在追哪部剧？”记者笑问。
“没，在看国外运动员的动作视频呢。”

盛海鹏闻言转过身来，笑着回答。
盛海鹏把手里的平板电脑屏幕转向记

者说：“这是新西兰名将尼科·波蒂奥斯的一
段动作视频。我特别喜欢他的动作风格，干
净利落，多看看，很受启发。”

盛海鹏今年 18岁，曾练习蹦床、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2019年通过跨界跨项选材进
入省U型场地技巧队，由于进队晚，底子薄，
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感觉”。

针对盛海鹏思维能力较强的特点，杨成
营给他指了一条路：“多看高水平运动员的
视频，琢磨开悟。”

盛海鹏陆续关注了近百名国外高水平
运动员的社交账号，每天训练之余都观看他
们的动作视频。看到对自己特别有指导借
鉴意义的，他还收藏起来，一有时间就看，现
在已经收藏了200多条。

“看完要多想，特别是他们的动作连接
细节，就像在脑子里过电影。”盛海鹏说。

去年在长白山万达滑雪场训练期间，盛
海鹏开始练习难度较高的偏轴转体动作。
开始做偏轴转体 900度的时候，教练反复给
他讲，但他怎么也做不成。于是，他翻出尼

科的相关视频，看呀，想呀，又过了两天，终
于突破了那层窗户纸。

利用“听教练讲—自己练—看视频—想
关键—再自己练”的方式，在长白山万达滑
雪场训练的近两个月时间里，他不仅熟练掌
握了偏轴转体 900度动作，还把动作难度冲
到了1260度。

除了盛海鹏，省U型场地技巧队其他17
名队员也每天通过这种方式提高。

“这可是我们的‘必修课’。”盛海鹏的室
友李鸿祖说。在11月17日的2023—2024赛
季全国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青少年锦
标赛上，盛海鹏和李鸿祖分别获得男子组冠
军、季军。

“争取尽快熟练掌握所有 1260 度的动
作，‘十四冬’站上领奖台，然后冲击 1620
度。”盛海鹏表示。

“越怕越容易受伤，就是要
无畏向前”

11 月 17 日，在 2023—2024 赛季全国自
由式滑雪U型场地技巧青少年锦标赛上，我
省运动员刘奕杉凭借最后一轮的出色发挥，
赢得了女子组冠军。

前两轮她只排名第二，最后一轮为了拼
金牌，决定拿出还未在比赛中做过的平轴转
体 900度动作，而这个动作她在训练中也只
成功过两次。

“当时心里有点打鼓，毕竟这是正式比
赛，怕失败，更怕受伤。”刘奕杉赛后说，“但
教练鼓励我‘按照平时训练做，你能行’。”

看了几遍高水平运动员的相关视频，又
闭上眼默想了几遍动作细节，刘奕杉果断出
发，一鼓作气，令人欣喜地高质量完成了全
套动作，获得了 93分，那是女子组唯一超过
90分的得分。

U型场地技巧属于高危项目，运动员在
空中进行翻转时，一旦失败，很可能摔伤。
因此，练这个项目需要“艺高人胆大”，过不
了心理关肯定不行。

今年16岁的刘奕杉自小练习体操，2020
年进入省U型场地技巧队前，还曾有过自由
式滑雪空中技巧和坡面障碍技巧训练经历，
虽被队友昵称为“娇娇”，但她一点都不“娇”。

“尽管我胆子算是大的，第一次进 U 型
池训练还是有点害怕。”刘奕杉说，这个项目
特别注重动作的连贯性流畅性，哪怕中间卡
一下，也有可能掉下来，受伤是家常便饭。

11 月 19 日是队员刘沁源的 18 岁生日，
她在 11 月 17 日的比赛中获得了铜牌，但摔
伤了右臂。队友们在食堂为她庆祝生日时，
她只能用左手很不熟练地切蛋糕。

“有点骨裂，没什么大事，只是最近不能
正常训练。”刘沁源说，“和队医商量了一下，
接下来几天先做做动感单车之类的下肢训
练，以保持体能。”

如何克服害怕心理？运动员们一致表
示，“越怕越容易受伤，就是要无畏向前”，每
次做动作前在心里告诉自己“我能行”。

“我能行。”刘奕杉表示，12 月份她要随
国家队参加在云顶滑雪公园举办的世界杯，
争取进入决赛。明年“十四冬”，争取站上领
奖台。

千百次腾空千百次腾空，，只为那一次完美转体只为那一次完美转体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举起球拍，稳稳将球击出，随后快
速摇动轮椅打出一次漂亮进攻……11
月14日，在中国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
网球训练场地，国家集训队队员、我省
运动员纪珍旭正全身心训练。

杭州亚残运会，纪珍旭取得轮椅
网球男子单打和男子双打两项第五
名，虽然没有站上领奖台，但这是河北
轮椅网球运动员首次登上亚残运会赛
场，也是河北轮椅网球运动员在亚残
运会上的最好成绩。

不过纪珍旭感觉没有达到预期，
还是有点遗憾。结束亚残运会征程后
他没有选择回家休假，而是抓紧时间
练体能，并于 11月 4日返回国家集训
队开始训练。

2000 年 12 月出生的纪珍旭是河
北献县人，11个月大时因低烧引起神
经性损伤，差点瘫痪。经过几年治疗，
他慢慢学会了走路，但右腿落下了残
疾。小时候的纪珍旭懂事上进，小学
六年学习成绩始终保持班级前三。

2013年秋天，省残联选拔运动员，
纪珍旭被教练一眼相中，开始试训。

“那时候连什么是轮椅网球都不
知道，就想着试一试，因为我喜欢尝试
新鲜事物。”纪珍旭说。

万事开头难，一开始纪珍旭不
会配合击球摇动轮椅，常常摔得鼻
青脸肿；每天无数次挥舞球拍，胳膊
肿得都抬不起来；不停地摇轮椅把
手磨破皮，指甲也劈了……可他始
终咬牙坚持。

尽管体重从 65 公斤练到了 45 公
斤，原本白白胖胖的小伙子变得又黑
又瘦，纪珍旭还是渐渐喜欢上了轮椅
网球，自信开朗起来，甚至成了队里的

“开心果”。
但前进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2017年，随着其他 2名队员

退役和教练退休，队伍一度只剩下他一个人。怎么办？
纪珍旭没有选择放弃。“我就自己找场地训练，找朋友对练，

没人陪着练就自己对着墙练，一打就是一天。”他回忆。
为什么一个人了，还要坚持？纪珍旭说：“因为轮椅网

球这项运动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在轮椅上我也可以‘飞奔’
起来。”

心中有光，前行有力，纪珍旭一点点进步着。2019年，他参
加了全国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斩获一金一银。这是他运动生涯中第一次夺金，比赛结束，特意
前往观看的父亲跑进场内和他相拥而泣。

目前，纪珍旭是国内轮椅网球男选手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他
也有了更远大的目标：“接下来，我要积极备战12月份的土耳其
轮椅网球公开赛，多拿积分，争取明年登上巴黎残奥会的舞台。”

2021年，纪珍旭曾参加东京残奥会，进入男子单打16强，创
造了中国轮椅网球男子选手在残奥会上的最好成绩。眺望巴
黎，他希望能取得更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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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月月1717日日，，盛海鹏在盛海鹏在20232023——20242024赛季赛季
全国自由式滑雪全国自由式滑雪 UU 型场地技巧青少年锦型场地技巧青少年锦
标赛上标赛上。。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摄王伟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