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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16日，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公布
了2015年度中国电力优质工程奖评审结果，这
是我国电力建设行业工程质量的最高荣誉，由国
网黄化供电公司建设的我州首座智能变电站
——泽库夏德日110kV变电站工程赫然在列。
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对于160余名建设者而言，
无疑是对大家一年多来付出的智慧和意志以及
与自然抗争、用心血和汗水铸就精品工程的最好
印证。

高原困苦多精气神不缺
对于时任夏德日110kV变电站工程业主项

目经理的陈德平来说，该工程能够建成投运已经
是高难度的挑战了，而能把它建成精品堪称
奇迹。

2013年5月初，泽库大草原上呼啸的寒风
刮着枯黄的牧草，天地一片萧条。陈德平经过
一路颠簸，精神抖擞带着3名项目部成员径直来
到落成不久的工程项目部，提前两个月为开工
建设做前期准备。

据陈德平介绍，夏德日110kV变电站工程
位于我州最南部的泽库县泽曲镇的高原牧区，
距省会城市西宁 350 公里，海拔高达 3700 米。
这项工程是泽库地区首座 110kV 智能化变电
站，它的建成可以解决当地1136户无电户的用
电问题，此外，泽库地区源源不断的太阳能和风
能也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

工程存在海拔高、气候差、建设有效施工期
短等种种困难，且该工程是西北地区海拔最高的
一座110千伏中小型电力工程，同时也是青海黄
化供电公司首座自主建设的全智能化变电站，在
质量把握、标准工艺等方面没有太多可借鉴的
经验。

时年44岁的陈德平在电网建设战线上奋战
多年，先后参建大大小小的工程建设项目达14
个，管理经验丰富。但来到泽库大草原，其艰苦
程度还是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陈德平告诉笔者，他所在的项目部驻地距
离施工地点大约400米，走上一个来回是非常吃
力的。那里的含氧量只有内陆地区的一半左
右，在内陆地区一些轻而易举的事情，在那里都
会非常费劲儿。

说到高原上的环境艰苦，陈永胜深有感触：
“那里的海拔太高，气压很低，工地上煮面条的
话时间不够就熟不了，等煮熟了，面条都碎的捞
不到碗里了。饭还不能多吃，吃多了不好消化
胃更难受。所以工地上会备一些干粮，大家饿
了就补充一些。”

如果说高原反应还能通过时间慢慢适应，
那么极端恶劣的天气则是阻挠工程进展的又一
支“拦路虎”。冬季漫长、春季风沙大、夏季雨水
多……掐指算下来，一年中的有效施工期只有6
至9月短短4个月的时间，恶劣的自然环境不断
地挑战着每一个人的生理极限，更挑战着每一
位管理人员的管理和技术水平。

内外部困难并存，工程建设的难度可想而
知。但参建人员无不咬紧牙关一边努力克服恶
劣的自然环境，一边积极地开展工作，没有人抱
怨，更没有人退缩。

施工费周折质量不打折
6月25日，笔者跟随陈永胜首次踏入夏德

日110kV变电站。映入眼帘的是平直规整的沥
青路。笔者注意到，与常见的沥青路不同的是，
变电站内部道路的弯道都是90度直角。

陈永胜指着沥青路说：“我们之前的变电站
内部道路都是混凝土硬化路，变电站站内空间
小，道路弯度大，大型铺路机械根本用不上，大
部分工序都需要人工完成。”

工程前期设计本来是混凝土硬化路。然而
泽库地区常年雨雪多、日照强，为减缓站内道路
损毁程度，确保使用年限，工程建设人员经过深
入讨论研究，最终决定将混凝土硬化路面变更
为沥青路面。对于施工单位来说，变电站内铺
设沥青路面这还是第一次，施工质量、技术控制
等方面都存在极大的挑战。

由于没有铺设沥青路面的经验，陈永胜先
后多次前往省内道路建设单位求教取经，得到
了专业人员的大力支持，并帮助完善施工方案，
安排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

“可以多费些周折，但质量绝对不能打折
扣！”陈永胜十分坚决地说。“光是这条200来米
长的道路，我们30名工人，4台小型机械整整干
了一周时间，而平常铺设2天就可以完成。”他补
充道。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有效地克服了高海
拔气候容易产生的质量通病，确保了沥青路面
的平整、坚实，接茬紧密、平顺，路缘石也是稳固
完整。道路的平整度、压密系数等各项指标均
完全符合工程质量要求。

令陈永胜印象最深刻的还是GIS设备安装
工作。

2014年3月，在GIS组合电器设备开始安装
前，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气候因素对其安装调
试的影响，工程管理人员前往泽库县气象局调
取了3年内的气象数据，结合工程进展情况，经
过大量的分析论证，施工日期最终选定在风沙
最小的4月中旬。

由于此次安装的GIS设备为智能设备，安装
条件和工艺要求极高，必须在无尘的条件下完
成，且对温度、湿度等条件也有着苛刻的要求。

为确保安装、实验、投运一次性成功，陈永
胜还专门定制了长、宽为3米，高达4米的大帐
篷，帐篷内安装了吸尘器、加热器等设备，确保
安装条件满足要求。在GIS组合电器设备的外
部，又搭设了一个长、宽各2米，高1.5米的小帐
篷，对其进行“二次保护”。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后，大家便卯足了劲儿干了起来。

三分现场，七分准备。草原上的天刚朦朦
亮，陈德平就带着施工人员和设备厂家的技术
人员，裹着厚重的棉大衣，冒着凛冽的寒风早早
地来到大帐篷里做GIS设备组装前的准备工作。

GIS正式开始安装前，陈德平组织现场监理、
施工以及设备厂家的技术人员对GIS安装方案
进行了详细的审查，明确安装过程中存在的风
险，监督施工人员对方案进行技术交底，并且对
现场风险内容进行安全交底，以确保安装万无
一失。

陈永胜介绍说，等到晚上8点左右基本上就
没有风了，空气质量是一天里最好的时段，他们
就开始安装了。只要天气好，大家一口气能干
到两三点钟。

然而，高原上的天气总是让人始料未及，经
常在大家干的正起劲儿的时候，无情的风沙就
刮了起来，大家只能守在一旁静静地等待着。
原本计划1个周可以完成的工作，最终还是足足
干了半个月。

2014 年 6 月 25 日，GIS 设备一次性投运成

功，现场30余人无不欢欣雀跃，大家悬着的心这
才放了下来。

工程抓精益档案求精准
在高寒缺氧的施工现场，工程建设人员用

坚强的意志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与自身不适顽
强抗争，以精益求精、誓创精品工程的态度和决
心施工建设的同时，在距夏德日110kV变电站
建设现场230公里外的黄化供电公司本部，工程
档案管理人员张远秀加班加点地对繁杂庞大的
工程资料认真梳理归档。

为了使档案规范、准确、原始、真实地反映
工程建设全过程，在夏德日110kV变电站工程
开工伊始，张远秀就组织项目管理、施工、监理
单位专职资料员进行档案培训，并就专职资料
员的稳定性、归档质量、数码照片、移交时间等
方面作了明确要求。

在工程建设期间，为使资料的收集与工程
同步，她根据施工进度，先后5次赶往工程现场
进行实地检查指导，帮助资料员理顺工作程序，
及时改进工作方式，从源头上确保了原始资料
的完整、准确。

在档案管理过程中，每每遇到工程建设方
面以及档案管理业务方面的难题时，她总会千
方百计想办法解决。

“《中国电力优质工程评选办法》、《科学技术
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这些专业书就放在我
的手边，但凡有不确定的地方，随手就查，我给自
己定的要求就是一点都不能含糊。”张远秀说。

省电力公司档案馆是她经常“光顾”的地
方，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年多的时间里跑了
不下十次”。

在业务上遇到问题时，她就查阅相关技术
标准，实在处理不了的，她便专程前往省电力公
司档案馆向系统内资深专家请教学习。专家边
讲她边记，生怕漏掉一个关键点。

对于梳理完成的档案，她不嫌麻烦，必须得
过一遍，逐项检查补充完善，确保文件材料归档
的完整性，使该工程档案真实地反映建设全
过程。

牛焕英是夏德日110kV变电站工程业主项
目部资料员，也是施工现场唯一的“女汉子”。
工程还没有开工，她就随业主项目经理陈德平
来到泽库大草原，这也是她生平头一次来到海
拔3700米的高原。

走进业主项目部办公室，首先映入眼帘的便
是两个排列整齐的资料柜，资料柜内每一个资料
盒上都整整齐齐的贴着分类明确的标签。打开
资料盒，首先看到是填写整齐的卷内目录，卷内
文件左上角标明文件序号的小标签很是显眼
……

牛焕英说，工程建设过程中，资料是反映工
程实体质量的另一面镜子。为了确保工程现场
资料收集及时、齐全及完整，她每天都会紧盯施
工进度，及时完整地留存现场施工资料。每天，
不论多晚多累，她都必须把当日收集的工程建
设资料整理完成才去休息。

“我们小牛干工作，大家都很放心。工程现
场资料、数码照片和基建管理信息系统都是她
在负责，但她没有顾此失彼，现场资料收集、整
理齐全、完整，查阅也十分方便。”这是业主项目
部经理陈德平对她的评价。

工程竣工后，张远秀立即对工程档案进行
了梳理，总结编制了工程概况、档案说明、总目

录、分目录、卷内目录，使案卷检索达到快捷的
需求。

在她编制的《夏德日110千伏变电站工程档
案移交总目录清册》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工程档
案合计：121 卷；永久保存：65 卷；长期保存：56
卷；文件材料：12408页；图纸：545张……

“公司要把工程建成精品，档案管理绝对不
能拖后腿。”张远秀说。

上下一条心高原铸精品
自该工程开工建设以来，国网黄化供电公

司分管领导张辉每周都会赶往建设现场，及时
了解工程建设情况，想方设法协调解决工程建
设中存在的问题，有效保障了工程建设进度及
现场安全、质量。

2014年6月30日是夏德日110千伏变电站
投运的日子。这一天，张辉组织基建部、运维部、
安监部、调控中心以及施工方和监理单位负责人
把办公室安到了投运现场，亲自协调部署投运
事宜。

随着夏德日110千伏变电站1#主变第三次
充电完成，夏德日110千伏变电站一次性投运成
功，国网黄化供电公司自主建设的首座智能变
电站全面投入运行。

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了，回想起当时的情景，
陈德平依然难掩心中的激动：“在工程建设一年
多的时间里，公司领导和工程建设人员都很拼，
如果没有领导的真抓实干和大家的艰苦拼搏，
这个奇迹是不可能出现的！”

自工程开工建设以来，国网黄化供电公司各
级领导高度重视，多次深入现场及时掌握工程进
展和遇到的问题，亲自协调部署。该公司建设部
统一协调、指挥，设计单位、监理单位通力协作、密
切配合，施工单位精心策划，排除了高寒缺氧、冬
季、雨季对工程建设带来的不利影响，克服了大量
困难，严格按照里程碑计划推进工程建设，保质保
量按期完成工程建设。在智能变电站建设、调试、
验收几乎零经验的情况下，通过科学合理的组织、
协调，避免了种种不利因素，实现顺利投运。

半年后，1136户、近6000名祖祖辈辈生活在
那里的藏族同胞告别了常年用不上安全优质的
电能的历史。而来自泽库草原的绿色风能和太
阳能源源不断地送往省内外、送往千家万户……

在安全运行一年多后，夏德日110千伏变电
站一举摘得我国电力建设行业工程质量的最高
荣誉——中国电力优质工程奖。

“虽然困难重重，但公司上下一心、争先领
先，依然在最艰苦的地区和条件下把它建成了
国家一流的工程。”张辉说。

一年多来，参建人员克服高海拔地区恶劣
气候，与时间赛跑，与环境抗争，他们用意志和
智慧创造了一个奇迹，不仅完美地解决了边远
地区无电人口用电问题，也勇敢地挑起了服务
牧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清洁能源发展的
庄严使命……

在海拔在海拔37003700米高米高原上铸造精品工程原上铸造精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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