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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现代智慧配电网建设结出丰硕成果，
国网上海电力以“中国特色、国际领先”为目标，
启动打造国际领先型配电网示范区

国网上海超高压公司检修人员在1000千伏吴塘II线路登塔开展瓷质绝缘子和导线金具消缺检查。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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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潮涌，浦江波翻。聚焦“五个

中心”建设重要使命，上海正加快建成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

这样的城市需要以国际领先型城

市配电网为重要支撑。国网上海市电

力公司立足“世界观察中国电力的窗

口”定位，呼应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和

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对供电保障提出的

更高要求，以不断提升供电可靠性为

核心追求，推进国际领先型城市配电

网建设，为上海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

动能”。

应用更多新技术，网架
结构更坚强

在上海，精密电子、高端科研等不

少类别的用户对供电可靠性有着极高

要求。

去年12月5日，随着上海市北供

电公司完成市北高新园区内万荣路

1199弄用户5个配电站的改造，上海

电网建成首个速动型馈线自动化

（FeederAutomation，FA）电缆次级环

网。利用FA技术，环网内的故障隔离

时间可缩短至毫秒级，而故障恢复时

间可降低至5秒内，真正实现用户停

电零感知。作为该环网内用户，上海

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电气负责人李顺

感慨地说：“我们公司为多家世界级互

联网公司提供专业的数据中心服务，

对供电质量的要求非常高。我们现在

对供电可靠性更放心了。”

经过多年建设，截至去年12月

底，上海配电网10千伏馈线共18411

条、长度90253公里；网架结构呈现10

千伏架空网络基本采用多分段多联络

接线模式，电缆网络大部分采用开关

站带环网站或开关站带户外配电站接

线模式，城市配电网的基础水平较好。

国网上海电力还有更精益求精的

追求。公司正在高标准建设不停电自

愈型配电网，强化顶层设计和规划引

领，打造结构强简有序、分类科学合

理、接线标准规范、设备先进适用的标

准化目标网架。以首个FA电缆次级

环网为例，环网内原先的负荷开关均

更换为断路器，并对保护延时进行优

化整定。发生故障时，通过FA动作，

断路器能够直接切断故障电流，隔离

故障全过程不依赖开关站断路器动

作，极大缩短故障恢复时间。

上海市北供电公司运检部配电自

动化负责人王思麒表示：“万荣路

1199弄用户具有高负荷密度、高供电

品质的特点，更高标准的配网能进一

步满足用户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以

此项目为样板，市北高新园区内将逐

渐建设范围更大的FA电缆次级环网。

与此同时，国网上海电力还不断提

高配电网设备装备水平，全面推进“两

型五化”，即安全先进型、环境友好型，

以及集约化、标准化、工厂化、环保化、

智慧化预制式配电网设备的建设应用。

电网发展快速迭代，建
设国际领先型配电网示范区

今年4月10日，上海浦东供电公司

张江科学城能源服务中心为所建的园区

级交直流柔性互联示范项目给出测评报

告。结果显示，该项目通过灵活接入车

棚光伏、储能、直流充电桩等新型供、

储、用能设备，使能源转化率提高3%。

为了推动现代智慧配电网建设结

出丰硕成果，国网上海电力以“中国特

色、国际领先”为目标，启动打造国际

领先型配电网示范区。示范区建设旨

在点式突破柔性互联、微电网应用、智

慧保电、5G应用等各类关键技术，链

式联动规、建、运多条线资源，面式推

广环保小型化设备、配电数字化转型、

台区智能融合终端、业务中台成熟应

用等成功建设及管理经验，快速迭代

提升上海配电网发展水平。

国网上海电力配网办投资规划组

副组长袁明瀚表示：“围绕强网架基

础、新设备应用、新技术探索、新场景

示范、新服务能力、新机制建设的‘一

强五新’核心点，我们构建了示范区建

设的总体框架和建设方案。”而为了体

现差异示范特色，针对中心城区改造、

乡村产业振兴、园区赋能升级等多种

发展场景，实现各类创新技术应用全

面覆盖，共形成“5个公司级示范区+6

个地市级示范区”的建设方案。

其中，建设中的浦东张江北部核心

区示范区是公司级示范区的代表。浦

东供电公司将以“网架高可靠、设备更

先进、状态自感知、需求速响应、能效更

优化”为目标，结合台区融合终端示范

项目，实现台区负荷预测、异常告警、低

压拓扑识别、柔性负荷互动多个场景应

用，并推进电动汽车有序充电试点。

去年迎峰度夏期间，浦东张江北部

核心区示范区已通过钻石型环网一期

建设，实现区内主网设备零重载，通过

台区融合终端示范试点，实现用户末端

电压异常主动运维1次、采取非居用户

超容主动预警降跳闸管控措施1次，进

一步提升区内可靠供电与精益服务。

在国际领先型配电网示范区的建

设过程中，国网上海电力将始终围绕

供电可靠性和电能质量两大关键指

标，通过“先行”探索新技术、新设备的

示范应用，推广先进技术在示范区内

全覆盖；通过“先试”新型管理模式和

创新机制，解决电网建设、运维、服务

的痛点难点问题。

国网上海电力：擦亮“世界观察中国电力的窗口”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和电力事业发祥

地，从点亮中国第一盏灯，到成立上海第

一个电业党支部，上海这座城市见证了党

领导下电力工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闸北发电厂（前

身闸北水电公司）作为一家具有百年历史

的发电厂，一直以来都有着光荣的革命传

统，其红色历史也最能展现产业工人的革

命斗争精神，尤其是在上海解放前夕，为

防止电力工业命脉遭受破坏，闸北电厂工

人在党组织领导下积极开展护厂斗争，赤

手空拳的工人成功制服近2000名国民党残

兵，使电厂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为上海

工运史谱写了光辉一页。

在上海解放75周年之际，当我们再次

翻开闸北电厂厚重绵长的历史画卷，见到

那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时，只觉得往事

历历在目，仿佛在无声讲述着那个战火纷

飞年代中的红色故事，也将我们再次引入

到那场惊心动魄的护厂斗争中。

发展壮大力量，准备迎接解放

解放战争时期，闸北水电公司就成立

了地下党支部，由冯大文、王振仁、胡鉴

清3人组成。不久后，原来属江湾地区领

导的孙显明、李连发等人的关系也转到该

支部。他们根据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的指

示，广泛开展形势与政策宣传，积极关心

团结群众，并通过秘密传播《电力工潮》

等进步刊物，把一些思想进步、有革命热

情的积极分子团结到党组织周围，适时组

织开展革命斗争。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

役，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紧接着，南京、

镇江、常州、无锡先后解放，大军逼近上

海。地下党上海市委明确指示，各级党组

织要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斗争，反对

国民党破坏，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完整

接管上海。对水电公用事业来说，更要求

职工坚守岗位，保证工厂设备不受破坏，

不间断供电供水，并在上海解放后，迅速

恢复生产，建立正常秩序。

当时的闸北水电公司由位于北四川路

阿瑞里的总办事处、恒丰路老厂和军工路

闸殷路新厂 （即现在的闸北电厂）3个部

门组成。然而，在一个有1000多名职工、

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而又相对分散的单

位里，单凭三五个党员要完成护厂斗争的

任务难度是很大的，必须迅速发展党的组

织，把一些经过考察和锻炼、已经成熟的

积极分子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到5月

初，闸北水电公司总办事处和老厂陆续发

展5人入党，新厂也发展3人。至解放前

夕，闸电党支部共有13名党员，3个部门

都建立了党小组。

在此阶段，闸电党支部重点围绕“保

护工厂、迎接解放”这个任务，多方面积

极开展工作，并在工人群体中发展思想进

步、有革命热情的工协会员达六七十人。

工协会员按部门编成小组，由党员分工负

责联系，组织他们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研

究护厂工作。

大批残兵涌入，电厂形势危急

5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已进抵上海郊

区。20日，解放军控制了吴淞地区，闸北

水电公司的护厂斗争也进入白热化阶段。

当时，闸电党支部已根据市委决定成

立工人纠察队。位于军工路的闸北电厂是

护厂斗争的重点，党支部对此作了多次分

析研究，尤其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进行

估计：一是当战争临近时，电厂的运行值

班人员由于交通断绝而不能来上班；二是

厂内的一些反动骨干对重要设备进行破

坏；三是国民党反动军队在面临覆灭之前

垂死挣扎而对电厂进行破坏。

针对这些可能，党支部制订了相应的

措施。首先是团结工协会员和积极分子全

力做运行值班人员的工作，把许多值班工

程师和值班工争取成为护厂的骨干力量，

再动员居住离厂较远的值班人员都住在厂

里，坚定大家保护工厂的信心。第二，对

厂里的一些反动骨干除了发出警告信、劝

告信外，指定工协骨干、积极分子专人进

行暗中监视。第三，劝导和教育义警为我

所用，让其参加护厂工作。

25日，苏州河以南的市区宣告解

放，但电厂形势仍十分险恶。下午开

始，从五角场方向败退下来的一批批残

兵徘徊在电厂周围，15时左右，国民党

军队一列装有军火和油料的火车开到电

厂门口。傍晚，电厂铁门被蜂拥而来的

国民党残兵撞开，大批官兵陆续涌进。

到晚上，残兵已近2000人，电厂随时都

有被破坏的可能。

依靠党的领导，电厂回归人
民怀抱

面对这批全副武装的溃军，闸电党支

部没有慌乱，而是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对

策。党员、工协会员团结全厂职工，密切

监视敌军的每一个举动，许多人主动和他

们拉家常，来稳定他们的情绪，同时向其

宣传党的优待俘虏政策，要他们弃暗投

明。从接触中了解到敌人内部十分混乱和

恐慌，他们来自不同番号的部队，连长以

上的军官大部分已逃走，完全成了乌合之

众。经过宣传和说服，原来要顽抗到底，

叫嚷同归于尽的少数敌兵，也渐渐安静下

来了。

与此同时，工人们还采取了一系列护

厂措施。如对车间中有些通道予以堵塞，

减少残兵到处窜动；在重要设备上都挂上

“危险有电，不可接近”的警告牌，不让

他们靠近；尽可能劝告残兵离开汽机房和

锅炉房；规定进锅炉燃烧的煤，都要经过

筛拣，防止子弹、手榴弹等武器混入。

尽管做了许多工作，但在敌人没有放

下武器之前，电厂的安全仍无法保障，闸

电党支部当机立断，决定要在人民解放军

到来之前，开展对敌人的劝降工作。孙显

明和工协会员吴祜周在众多残兵中间找到

3个有中尉军衔的敌军军官，同他们谈判

并进行劝降。开始，这3个军官表示他们

只能控制自己所属的几十个残兵，对其他

士兵无能为力。孙显明等人耐心宣传形势

和政策，鼓励他们站出来向全体溃兵宣布

缴械投降，以此立功赎罪。

经过数小时谈判，25日晚间，这几个

军官终于接受了党组织提出的3个条件：

一是不准破坏发电厂的任何机器设备；二

是分散在全厂的官兵，全部集中到指定地

点；三是由工人纠察队负责与人民解放军

联系，保证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

在劝降工作有了一些基础后，26日凌

晨1时，党支部决定将分散在全厂各个角

落的国民党官兵紧急集合，并召开大会，

由几个中尉军官宣布放下武器投降，并严

肃指出，如果谁坚持反动立场不肯投降

的，就地枪决。大会以后，原来乱哄哄的

局面开始稳定下来。

为了让这些国民党残兵放下武器离开

厂区，大会后，工人们便在厂外生活区的

子弟小学里煮了几大锅饭和一锅蚕豆，为

他们开饭，并通知饭后在学校操场集中待

命。折腾了一昼夜，早已饥肠辘辘的残兵

们听到有饭吃，立刻扔下武器，争先恐后

去吃饭了。厂内各种武器堆成一座小山，

此时已是清晨5时。

敌军大批武器缴下以后，厂区内升起

第一面红旗。电厂党支部公开宣布成立人

民保安队，并用这些武器来武装自己，负

责厂内外的治安工作。

上午9时，闸电党支部与江湾区人民

保安队指挥部取得联系，决定将全部俘虏

押送到江湾体育场人民解放军驻地集中，

由李连发、吴祜周负责。在江湾体育场，

他们终于见到了日夜盼望的人民解放军，

大家热烈握手，互祝胜利，李连发和吴祜

周汇报了护厂经过和目前厂区周围的治安

情况，并移交全部俘虏和武器。

当日19时，人民解放军进驻电厂，全

体职工雀跃欢呼。一场惊心动魄的护厂斗

争告一段落，人民保安队开始和人民解放

军一起值岗巡逻，保卫人民自己的财产。

27日，上海全市解放。闸北水电公司

所有设备完整无缺回到了人民怀抱，电力

供应没有间断一分钟。

（李伟、朱晓明根据闸北电厂档案整理）

上海这座城市见证了党领导下电力工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保护闸北电厂，迎接解放曙光

当年闸北电厂人民保安队队员与解放军战

士守卫电厂的情形。

李连发同志的入党志愿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