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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瑶 陈玮英 通讯员 隆卫华

他，是高压电缆运维技术的行
家里手；他，凭借着高超的技能博得
了外国专家的赞许；他，以其刻苦耐
劳、公而忘私、孜孜不倦的工作态度
感染着身边的工友……

他，陆浩臻，广州供电局输电管
理所电缆二班班长，技能专家、高级
技师。
“做电缆一是要有技术，二是要

有手艺，就像是练拳，没有苦练就不
能精益求精，一刻都不能停下来。”
陆浩臻认真地说。

就是凭借这股认真劲，陆浩臻
入行 35 年来，在工作中力求完美，
技术上精益求精，全身心融入电力
事业，用实际行动兑现着自己对企
业的承诺。

平凡之中显光华

7 月的广州闷热难耐，让人懒得
动。陆浩臻带领班组成员如常走进
珠江新城电缆隧道，开始例行巡视。

电缆隧道口巨大的鼓风机强劲
轰鸣，股股热浪吹得人喘不上气来。
“隧道必须要做好通风，否则里面的
味道没人能承受，而且会积聚毒
气。”已经习惯的陆浩臻边走边说。
拾级而下，逐渐走进黑暗。低头

穿过几扇低矮的门洞，陡然间，一列
列粗壮的地下巨龙迎面袭来———这
就是电缆隧道。陆浩臻打着强光手
电，一边引路，一边检查：“这条隧道
有十几公里，现在还比较宽敞，到前
面可就辛苦了，哈哈……”陆浩臻爽
朗的笑声在隧道里回荡。
灯光昏暗，脚下不时拌蒜。偶

尔，头顶会有强大的低频巨响传导
而来，压抑得令人耳鸣心颤。“那是
路面大型载重车经过，我们现在应
该就在马场路底下。”对于这一切，
陆浩臻早已习以为常。

一路上，陆浩臻如数家珍，拍拍
这回电缆，摸摸那回电缆，“你看看，
这些电缆接头采用的是熔接技术，
原来都是在外国人指导下做，现在
我们已经掌握并逐步淘汰，改用压
接技术了。你再看看这里，这些加工
工艺是我改进设计的，还有这里承

重支架的设计……”谈到工艺和技
术，陆浩臻逐渐滔滔不绝起来，话语
间透着满足与自豪。
电缆隧道与世隔绝，一路阴暗

狭长、沉闷压抑并越走越窄，最终让
人不得不缓缓蹲行、逐步挪动。才走
了几分钟，就让人气喘如牛、汗滴如
注。“这就受不了了？前面还有几公
里呢。现在条件还算好了，要在以

前，这些隧道更窄，我们只能爬行巡
视。”黑暗中传来陆浩臻呼吸平顺的
声音：“隧道里蹲行是我们必修的功
课，冬天还好，夏天可就闷热让人受
不了了。”陆浩臻有椎间盘突出的旧
患，这与长年累月的蹲、爬动作不无
关系。陆浩臻边捶打着后背，边继续
着巡视的路程……

细微之处见真章

高强度满负荷的工作终于压垮
了陆浩臻，但他始终无法相信自己
竟然得了结肠癌。

2011年 7 月份，广州面临着历
史上最为严峻的夏季用电负荷高
峰。在保障用电的工作中，陆浩臻率
领他的班组忙得不可开交，整天泡
在工地和巡视的路途上。期间，他肚
子疼痛难忍却一再拖延，最终在家
人及同事的强烈要求下前往就诊。

结果令人吃惊：肠肿瘤! 差一
点肠子就穿了。执拗的陆浩臻当时
不肯住院，近乎偏执地又赶往工地。
输电管理所的领导派人硬是把他给
架回去做了手术。

手术很顺利，医生为陆浩臻切

除了一段 10cm 长的肠子。“军师住
院了。”消息很快传开，所里的职工
纷纷自发前往探望。大家都惦记着
“军师”，牵挂着“军师”。

长期的工作实践与刻苦钻研，
锤炼出陆浩臻过硬的专业技术和丰
富的现场经验，也为他赢得了“军
师”的美誉。

作为广州供电局电缆专业中为
数不多的高级技师之一，陆浩臻掌握
了国内外 12个生产厂家，五种电压
等级不同型号的电力电缆敷设、安装
技术。他勤于求索、高度负责的作风，
连一向以认真著称的日本技术督导
都不得不钦佩有加，对其作出了“像
绣花针般做电缆”的高度评价。

2012 年 4 月，陆浩臻走到了聚
光灯下，11 名“感动南网”员工中的
一员。他是名符其实的电力明星，一
名勤恳踏实、奋发进取的电力工作
者，是我国电力行业中千万个闪光
点的集中体现，在自己平凡的岗位
上发扬了不平凡的敬业精神，带领
着优秀的班组，应对了一个又一个
挑战，不断创造着优秀的业绩，以实
际行动唱响了新时代电力工人的强
音！

陆浩臻：
中国“绣花针”折服日本“空手道”

从国外经验看中国新能源科学发展

新能源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
具有投资大、技术含量高、产品应用成
本高等特点。产业的发展受到生产要
素、市场要素、配套产业、产业竞争、政
府等多重因素影响。

通过对新能源产业发展要素进行
分析可知，中国未来新能源产业将保
持稳步发展的同时，呈现竞争加速、行
业准入难度加大等特征，配套产业、新
能源产业的新技术新应用将成为产业
发展的重要内容。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从英国蒸汽
机的发明与应用，到石油对煤炭大规
模替代，其后都跟随着经济大发展的
高潮。新能源产业与低碳经济的发展，
将涉及多个产业部门，并将极大地改
变人们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一旦
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新能源产业有
可能创造新一轮的经济繁荣。

发达国家
争先发展新能源产业

美国加快发展新能源产业。上个
世纪后半期，新能源技术与电子、信
息等新兴技术同时开始萌芽，并得到
较快的发展。但是，新能源与传统化
石能源相比应用成本较高，因此，新
能源技术在上个世纪并没有得到广
泛应用，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是
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等一系列新
兴技术。

美国新能源产业的崛起将引起电
力、IT、建筑业、汽车业、新材料行业、
通讯行业等多个产业的重大变革和深
度裂变，并催生一系列新兴产业。新能
源产业对其他产业发展的直接拉动表
现为多个方面：一是拉动新能源上游
产业如风机制造、光伏组件、多晶硅深
加工等一系列加工制造业和资源加工
业的发展；二是促进智能电网、电动汽
车等一系列输送与用能产品的开发和
发展；三是促进节能建筑和带有光伏
发电建筑的发展。这不仅填补美国实
体经济的空缺，使美国由消费社会转
变为生产、消费并重的社会，而且可增
加国内就业，降低污染物排放。

欧盟加大发展“绿色能源”的力
度。 欧盟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
业的最重要做法之一是建设统一的欧
盟市场，为产业发展创造市场条件。在

《欧盟能源政策绿皮书》中，提出强化
对欧盟能源市场的监管，要求各成员
国开放能源市场，制订欧盟共同能源
政策。为了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欧盟
以灵活的市场机制与严格的法律制度
相结合，在鼓励低碳发展的政策上不
断推陈出新，制定了很多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计划，保障欧盟节能与环保目
标的实现。欧盟还积极建设碳排放交
易的市场机制，以最低成本来实现减
排的工具。

为了实现环保和减排目标，欧盟
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例如，以《报
废电子电器设备指令》(WEEE)和《关于
在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
物质指令》(ROHS)为代表的环保指令，
既是维护欧盟境内居民健康安全的环
保法规，同时也是一种比反倾销等措
施更为严格的贸易壁垒。近期，欧盟通
过了一项新的家电更高能效等级标
准，电冰箱、冰柜、电视机、洗衣机和集
中供暖循环器将在原能源标签的基础
上引入节能性能高于现有等级的三个
新等级，并首次对电视机制定最低能
效标准。

日本立足于节能和新能源产业的
长远发展。早在上世纪 90年代，由于
泡沫经济和大量制造业企业向海外转
移的影响，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之
中。为此，日本明确提出了不以增加短
期需求为目标的指导原则，力求以“结
构改革促经济发展”的方式，取代“通
过扩大政府支持刺激经济成长”的方

法；提出了普及开发节能技术、加大研
究清洁能源力度的目标，并给予了相
当大的预算支持。这进一步促进了能
源结构转型、继续保持在节能方面优
势地位的战略目标。

日本 95%的能源供应依赖进口，
出于能源安全等方面的考虑，2004年
6月，日本通产省公布了新能源产业化
远景构想：计划在 2030年以前，把太
阳能和风能发电等新能源技术扶植成
商业产值达 3万亿日元的基干产业之
一，石油占能源总量的比重将由现在
的 50%降到 40%，而新能源将上升到
20%；风力、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发电的
市场规模，将从 2003年的 4500亿日
元增长到 3万亿日元；燃料电池市场
规模到 2010年达到 8万亿日元，成为
日本的支柱产业。

我国新能源发展对策及建议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产业分工的格
局形成，使得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形态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产业发展
模式是：发达国家开发新产品———形
成国内市场———产品出口———资本和
技术出口———产品再进口———开发更
新产品这样一个循环过程，即产品成
熟后再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循环发
展；后发展国家则是先进口，然后国内
生产，再出口这一近似于雁形的发展
形态。 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几乎同步进入新能源产业，但发展中

国家只是承担技术含量低的部分环
节，而发达国家掌控核心技术和占有
新能源市场。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在掀
起一场新的技术变革，这对我国既是
机遇也是挑战。机遇在于我国有可能
通过新能源与节能技术的变革，缩短
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差距，
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所面临
的挑战是，我国虽然在数量规模上，风
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并不落后，但是
我国新能源产业主要集中在相关制造
环节，缺乏核心技术，能源利用效率较
低，环保能力低。因此，我国应抓住机
遇，做好以下应对。

发展对策及建议：
1、壮大龙头企业、扩大产业规模、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新能源产业成
为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建成一批在
国内知名的新能源产业技术中心、制
造中心、信息中心和国内一流的新能
源产业技术创新基地、知识创新基地、
高层次人才聚集基地。

2、抓住新能源产业政策，迅速扩
张新兴产业，实现多个企业的产品和
技术达到全国、乃至世界的领先地位；
吸引外企前来投资。

3、抓住重点，科学发展。新能源产
业发展集中在太阳能利用、风电设备、
生物质能、新能源汽车、地源热泵五大
领域，应根据他们的不同特点，分别确
定不同的主攻方向。

4、拥有知识产权，尽快弥补产业
空白。加强企业间的技术合作、人才需
求、信息交流和产品互补等。提高其在
整体新能源产业中产值比例，发展成
为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5、加强新能源产业相关配套能
力。新能源相关配套产业发展不足也
严重制约了新能源产业整体发展。

6、重点发展优势产业，改善民生。
根据国家新能源产业政策导向和行业
发展动态，在新能源产业发展整体结
构合理的条件下，重点发展太阳能光
热、光伏等，形成良好的低碳节能环保
体系。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建设小康农
村，改善民生。

中国具有发展新能源产业得天独
厚的资源和条件。同时，中国也初步具
备了发展新能源产业的“软”“硬”技术
实力。在未来中国政府政策激励和企
业不断创新的双重驱动下，中国新能
源产业必将进入下一个稳步发展期。

本报记者 郭富强

校企联动，是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一种务实而便捷的
做法。目前，这种模式越来越受到企业重视。7 月 9日，哈尔
滨电气集团公司与清华大学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哈电集团是中国最早的发电设备制造企业。多年来，哈
电集团与清华大学一直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双方在清洁
煤电、核电、水电和气电等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和
开发。据悉，多年来，哈工集团与清华大学联合承担了国家
“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600MW 超临界循环流化床锅
炉本体设计及研制”等多项国家攻关课题。合作中，清华大
学充分发挥了高校的人才、技术和成果资源优势，加快了
科技成果产业化，促进了哈电集团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
发。

清华大学副校长康克军表示，多年来，清华大学为哈电
集团输送了不少人才，目前在集团一线工作的科研人员和
管理者中有众多清华人的身影。据了解，在框架协议签订
期间，哈工集团专门组织了清华校友座谈会，“亲情”牌打
得有声有色。

据悉，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哈电集团与清华大学将
在科研合作、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方面加强合作：

双方商定共同开展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合作。在涉及
燃气轮机与煤气化联合循环工程、核能装备制造、水电新
技术开发等现有具体项目合作的基础上，哈电集团依托清
华大学雄厚的科研人才和研发基础，充分发挥企业作为技
术创新主体在产品系统集成、应用研究、工程试验、客户服
务等方面的优势，从战略规划、项目论证、项目研发、科技
成果产业化等方面与清华大学进行全方位长期合作。

为了加强人才培养合作，哈电集团加入清华大学就业
指导中心合作伙伴计划并捐赠 100 万元，在清华大学建立
励业基金（哈电集团项目），用于支持清华大学的学生到哈
电集团实习实践和就业发展。同时，在清华大学设立“清华
之友———哈电集团励学基金”，资助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清华大学充分利用优秀的教育资源，与哈电集团
联合培养高层次科技与管理人才，支持哈电集团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建设。此外，清华大学依托人才优势，协助哈电集
团引进相关领域的顶级专家以及高层次海外人才。

哈工集团董事长宫晶堃告诉记者，战略合作协议的签
署标志着清华大学和哈电集团优势互补的战略合作进入
全新的发展阶段。哈电集团将与清华大学一起不断开展更
深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的合作，不断加大高端科技人
才培养力度，深化产学研结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

本报记者 郑瑶 李岷

哈电集团与清华大学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内蒙古京科发电有限公司
短信送知识保安全

7 月 27 日上午，内蒙古京科发电有限公司发电部员工
的手机上收到了两条来自值长的短信息：“安全小贴士：电
力生产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
禁止利用任何（管道）、（栏杆）、脚手架悬吊重物和起吊设
备。”一周来，这样的短信天天出现在京科发电公司员工的
手机上。

采取发送短信息的形式学习宣传贯彻新版安规知识，
是内蒙古京科发电有限公司在每周二定期开展安全知识
培训，每周、每月定期召开安全例会，每季度定期组织全员
安全知识竞赛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学习形式，强化各级
各类人员安全教育培训的一种有益尝试。这样的形式可以
使员工在工作和生活中一点一滴地积累安全知识，在潜移
默化中提升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为保障机组稳定运行奠
定了安全基础。

此项活动从 7 月 23 日开始启动，采取各级管理人员
分片包干、采用手机信息的形式进行，每天包片管理人员
按照学习培训计划，将安规知识用手机短信发送到包片责
任区内的每个成员，并要求收信后予以阅读回复。每周末
各包片负责人将本周发送信息情况进行汇总后上报所在
部门，由部门在统一时间对各级人员学习掌握安全知识情
况进行考评验收。

经过一周来的实践检验，此项活动效果显著。京科发
电公司将把这种学习形式作为一种常态化的学习管理机
制，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持之以恒地开展下去。

通讯员 于洪涛

日前，一套由贵州电网六盘水供电局职工自制的 10 千
伏开关柜验电接地组合工具在 220 千伏黄家山变电站试验
成功。这套验电接地组合工具，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降低
了检修成本。

近年，变电站 35 千伏和 10 千伏的母线、断路器等设备
都换成了柜式的封闭设备，在进行设备检修前，除了要将这
些设备停电外，一项重要的工作便是把封闭的母线等设备
打开验电后再安装短路接地线，防止向工作地点突然送电
造成事故，从而保证检修人员工作中的安全。

此前，检修人员对变电站的开关柜进行验电接地操作
时，必须先把一台验电小车抬到操作平台上，推进开关柜里
进行验电，然后再拖出来，再把接地小车抬到操作平台上推
进开关柜里进行接地，两台小车加起来重量在 150 公斤左
右，而且只能徒手操作，这样就至少需要 3个壮劳力才能完
成。

从事了二十几年变电工作的六盘水供电局生技部变电
主管吴毅告诉记者，“现在我们自制的这套组合工具重量不
到 20公斤，一个人就能轻松搞定。”
“这套组合工具集开关柜验电、接地为一体，并且外壳

均为绝缘材料构成，更加安全。”吴毅表示，但这套工具的使
用寿命相对比较短，所以他们将继续与相关厂家合作，在生
产工艺和材料选用上进一步改进完善，使之既安全又耐用。
同时，研究在组合平台上加装感应验电器，探索在 35 千伏
开关柜上使用。

六盘水供电局
自制验电工具试验成功

本报记者 郑瑶 陈玮英通讯员吴有康 李泵

做电缆一是要

有技术，二是要有

手艺，就像是练拳，

没有苦练就不能精

益求精，一刻都不

能停下来。

“

”
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