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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西部，山川如画。长
江、黄河、澜沧江等大江大河从
这里奔腾而出；青藏高原、云贵
高原、四川盆地交错分布，地形
起伏大变化复杂，水能资源极为
丰富。

铁塔耸立，银线飞架。奔涌
不息的波涛，化作清洁电流驰骋
于神州大地，为经济社会贡献澎
湃动能。

这，就是西电东送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

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
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

西电东送工程为保障能源
安全、服务经济民生大局作出积
极贡献。

横贯东西的“电力高速
公路”

“能 源 空 中 走 ，电 送 全
中 国 ”。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方电网
首席科学家饶宏说，由于我国煤
炭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
地区，水能资源主要集中在西南

地区，东部地区的一次能源资源
匮乏、用电负荷相对集中，能源
资源与电力负荷分布的不均衡
性决定了西电东送的必要性。

2000 年，以西电东送、西气
东输、青藏铁路开工为标志，我
国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如今，
西电东送工程已经形成南、中、
北三大通道。北通道主要由新
疆、内蒙古、陕西、宁夏等省区向
华北、华东输电；中通道主要由
四川、重庆、湖北等省市向华中、
华东输电；南通道主要由云南、
贵州、广西等省区向华南输电。

电从西部送到东部，横贯数
千公里，必须走“高速公路”，这
就得靠特高压输电工程。

近年来，一批世界上电压等
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
离最远、技术领先的特高压输电
工程相继投产，准东—皖南±
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白鹤滩—浙江±800千伏特高压
直流输电工程、乌东德电站送电
广东广西特高压多端柔性直流
示范工程……一条条“电力高速

公路”连接起能源基地与负荷中
心，为经济发展“出力添绿”。

截至2023年底，我国已建成
投运39项特高压交直流工程，跨
省跨区输电能力超过 3亿千瓦。
在特高压工程的加持下，我国可
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由 2012 年的
3.13 亿千瓦增加至 2023 年 的
15.16亿千瓦，增长3.8倍。

神州大地上，一张以西北、
西南区域为送端，华北、华东、华
中为受端，以特高压电网为主网
架、区域间交直流混联的西电东
送电网已成形。

绿电走进千家万户

沿着澜沧江中下游穿行过
云岭大地，沿江 11 座大型水电
站拦河而立，作为西电东送南部
通道重要电源，华能澜沧江水风
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今年 1
至9月发电量超770亿千瓦时。

这些绿电通过特高压线路
送往广东等地。这是一条互利
共赢的能源大动脉：对云南而
言，新能源消纳有了更多出路。
云南是西电东送的骨干电源省
份，西电东送工程极大促进云南
水电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云南
生态文明建设，云南省内单位用
电量碳排放全国最低。

对广东而言，大电网稳定运
行有了更强保障，不仅满足经济

社会用能需求，也有力支撑天气
实现“广东蓝”。2024年 7月，南
方电网西电东送单月送电量超
34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其中
清洁电量占比约 85%。截至目
前，南方区域西电东送累计输送
电量约 3.3 万亿千瓦时，相当于
三峡水电站设计年均发电量的
33倍。

在用电大省、能源小省——
江苏，目前建成± 500 千伏龙政
直流、± 800 千伏锦苏特高压直
流、± 800 千伏白鹤滩入苏特高
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年以来，三
条输电工程为江苏输送水电超
560亿千瓦时，相当于 2200万户
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相当于
减少发电用煤 2600 万吨，减排
二氧化碳 4600 万吨。”国网江苏
电力发展部主网规划处处长汪
惟源说。

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
长马为民说，随着清洁能源在

“西电东送”中的比例不断增加，
工程对促进我国实现“双碳”目
标和环境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特高压输电技术
研发应用

西电东送工程让我国电力
科技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强”
的跨越式发展。

马为民介绍，早期我国在输

电技术上研发能力较弱，很多工
程依赖外包，受制于人。随着西
电东送工程实施，推动特高压输
电技术研发应用，科技创新成果
跻身世界前列。

一方面，特高压成套输电设
备的研制成功，改变我国在电气
设备领域长期从国外引进的模
式，取得了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实
践的全面突破；另一方面，特高
压输电技术解决我国电力跨区
域远距离输送的难题，为大规模
开发西部风光水可再生能源创
造条件。

特高压输电技术是指交流
1000 千伏、直流± 800 千伏及以
上电压等级的输电技术，既可
实现“电从远方来”，又能“送出
清洁电”、破解能源基地“窝电”
困局。

2021 年我国自主研发的±
800 千伏柔直穿墙套管成功投
运、稳定运行；2023 年国内首
台±800千伏直流高速开关研发
成功，整体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

饶宏表示，随着一项项核心
关键技术的攻克、一个个重大工
程的建成，电力动脉翻山越岭、
畅通无阻，西电东送工程的脉络
在中国版图上不断延展。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新华社记者戴小河

吃饭、消费、看病取药、借阅
图书、缴纳水电费……在重庆市
江津区珞璜镇碑亭社区，一张社
保卡就能满足居民大多数日常
生活需求。

在广州市政务服务大厅，市
民不用来回换证件，手持社保卡
可以完成从入门刷卡、取号排队
到综合受理、领取文件等全部操
作，实现高效办事。

随着各地不断创新拓展社
保卡的应用，这样的“一卡通”场
景越来越多。截至 2024 年 9 月
底 ，全 国 社 保 卡 持 卡 人 数 达
13.86 亿人，覆盖 98.3%的人口，
其中 10.3 亿多人同时在手机中
领用了电子社保卡。加载更多
便捷服务的“小卡片”，将更好服
务“大民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信息
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社保卡的
应用场景已从就医、买药、领取
养老金等基础功能，延伸至民生
服务的方方面面。作为社保卡
的线上形态和电子证照，电子社
保卡与实体社保卡一一对应、功
能相通，是持卡人享受服务的电
子凭证和结算工具。2023 年电
子社保卡服务总量已达 151 亿
人次。

“目前人社领域已实现‘全
业务用卡’，群众持社保卡或者
扫码即可快捷享受身份凭证用
卡、社保缴费凭卡、工伤结算持
卡、就业社保等补贴待遇进卡等
95 项服务。电子社保卡为国家
和 28个省级政务服务平台提供
登录及身份认证服务。”上述负

责人表示。
从跨领域用卡看，各地以高

效办成“一件事”为契机，加快推
进社保卡居民服务“一件事”，推
动社保卡在本地和跨省异地就
医、购药等领域应用，通过社保
卡发放惠民惠农补贴资金，实现
持社保卡乘坐公交地铁、公园入
园、景区购票、借阅图书、进博物
馆及展览馆等。

据记者了解，电子社保卡已
有服务渠道 400 余个。除电子
社保卡APP及微信、支付宝小程
序外，还包括国家政务服务平
台、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掌上
12333APP、云闪付 APP、各社保
卡服务银行APP等。

在社保卡跨区域应用方面，
多地也正在加快推动。长三角

三省一市已有 65个居民事项支
持一卡通用，2800余个文旅场馆
支持一卡通游，2.4万家医院和6
万余家药店支持一卡通结。截
至 9月底，川渝两地已共同设立
社保卡通办服务网点超 6042
个，累计提供通办服务 56.49 万
次。

今年以来，重庆、四川、广东
等多省份出台社会保障卡居民
服务一卡通条例。京津冀三地
人大常委会相继通过了推进京
津冀社会保障卡一卡通规定，共
同 推 进“ 多 卡 集 成 ”“ 一 码 通
用”。多地区加快立法，为高质
量推进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
通”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下一步，我们将把更多民
生服务纳入电子社保卡中，推动

更多事项‘打包办’‘关联办’。
落实社保卡居民服务‘一件事’
工作，深入推动电子社保卡在就
业和人力资源服务、社保服务、
就医购药、交通出行、文化体验
等领域的‘一件事’应用，以电子
社保卡作为线上服务载体，向群
众提供‘一站式’服务。”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信息中心上述负
责人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2024
年初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保
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的
通知》要求，到 2025年，省级“一
卡通”普遍实现，区域“一卡通”
形成趋势；到 2027 年，基本实现
全国“一卡通”的目标。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新华社记者姜琳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记者董雪）外交
部发言人林剑 23 日表示，全球能源转型不应
只有“中国故事”，更要有各国团结合作的“世
界故事”。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日前，国际
能源署发布了2024年度《世界能源展望》和《可
再生能源报告》，认为全球能源市场正进入由中
国引领的“电力时代”，中国正在带动全球电动
汽车发展崛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
尔称，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能源故事都是中国
故事。但同时，《外交政策》杂志等一些媒体认
为，目前中国能源转型计划仍显保守，中国可以
做得更多。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林剑表示，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
化，积极推进能源绿色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
10年来，中国新增清洁能源发电量占国内用电
增量一半以上，可再生能源年度新增装机在全
球占比40%以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0亿吨，
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和利用可
再生能源第一大国。

他表示，中国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与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绿
色能源项目合作，在发展中国家建设了一批标
志性的水电、光伏、风电项目，不再新建境外煤
电项目。“新三样”产业在开放竞争中快速发展，
形成先进绿色产能，为全球能源转型作出重要
贡献。

“中国立足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协调平衡
推动能源转型，通过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实现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林剑说，全
球能源转型目标的实现也需要各国共同努力，
发达国家更应兑现承诺，为国际绿色合作创造
有利条件，搞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泛政治化只
会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林剑强调，全球能源转型不应只有“中国故
事”，更要有各国团结合作的“世界故事”。“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就未来中国清洁能源发展指明
了方向。我们将继续秉持生态文明理念，与国
际社会一道深化国际绿色合作，推动各国能源
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绿色
低碳转型作出更大的中国贡献。”

新华社耶路撒冷10月22日电（记者王卓
伦）以色列国防军 22 日晚发表声明说，以军已
打死黎巴嫩真主党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哈希姆·
萨菲丁和情报总部指挥官阿里·侯赛因·哈齐
玛。

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现在可以确认，以空
军约三周前对真主党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
希耶地区的情报总部进行了一次基于情报的精
准打击，当时这一地点有超过 25 名真主党成
员，萨菲丁和哈齐玛死于这次袭击行动。

声明说，萨菲丁多年来参与了真主党的高
层决策并指挥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活动。以色列
国防军将继续对真主党高级指挥官以及对以色
列平民构成威胁的人员采取行动。

截至目前，黎巴嫩真主党尚未对此做出回
应。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 8日晚发表声
明说，以色列已削弱真主党的实力，打死数千名
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真主党领导人纳斯
鲁拉、纳斯鲁拉的继任者，以及继任者的继任
者”。但他没有提及纳斯鲁拉继任者的姓名。

今年9月17日黎巴嫩发生通信设备爆炸事
件后，黎以冲突陡然升级。纳斯鲁拉在以色列9
月 27 日对贝鲁特南郊的空袭中死亡。卡塔尔
半岛电视台10月5日援引黎安全部门消息人士
的话报道，有望成为真主党下任领导人的萨菲
丁自4日起失联。

外交部：

全球能源转型应有各国
团结合作的“世界故事”

以军称打死黎真主党执委会
负责人和情报总部指挥官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0月22日电（记
者蒋彪）蒙得维的亚消息：中国生态环境部援乌
拉圭多星一体化气象卫星数据移动接收处理应
用系统宣介会 22 日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
举行。乌拉圭政府多名代表、中国驻乌拉圭大
使黄亚中等出席。

乌拉圭教育和文化部长巴勃罗·达西尔韦
拉衷心感谢中国政府的慷慨捐赠。他表示，乌
拉圭对华始终保持友好，将充分利用这一项目
深化与中国的合作关系。

乌拉圭空军司令路易斯·德·莱昂在致辞中
说，这套由中国捐赠的多星一体化气象卫星数
据移动接收处理应用系统包括一辆天线车、一
辆方舱车和一辆电源拖车，能够接收并处理来
自多个卫星的气象数据，提升乌拉圭在气象预
测、气候监测及农业生产支持方面的能力。

黄亚中在致辞时表示，该项目是气候变化
南南合作的典范，开辟了两国在“一带一路”框
架下开展务实合作的新领域，相信该系统将为
乌拉圭农业生产、环境监测、预防极端气候灾
害、人才培养提供巨大支持。期待双方进一步
拓展相关领域合作，不断丰富两国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内涵。

2019年11月，中国生态环境部与乌拉圭教
育和文化部签署《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物资赠送的谅解备忘录》，同意向乌方援助一套
多星一体化气象卫星数据移动接收处理应用系
统。2022年 6月，该系统运抵乌拉圭，同年 9月
完成物资交付。

中国援乌卫星地面站
宣介会在乌拉圭举行

西电东送

纵横中国的能源“闪送”工程

超10.3亿人领用！

电子社保卡加快推进“一卡通”

夜幕下的东莞路桥常虎高速改扩建项目莞樟
互通全线首块现浇梁浇筑现场（无人机照片，10月
22日摄）。

在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现场，中
铁十一局项目团队利用夜间适宜温度进行大型混
凝土箱梁浇筑，确保工程质量。建设者们披星戴
月，展现大湾区发展活力。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10月23日，客商在广交会上参观。
当日，第136届广交会第二期开幕。本期展览总面积51.5万

平方米，展位数量24700余个，参展企业10040家，包括家庭用
品、礼品及装饰品、建材及家具3个板块15个展区。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 摄

第136届广交会
第二期开幕

大湾区不眠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