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5月18日，怒江州國有資產經營公司、雲南金鼎鋅
業有限公司、怒江鼎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在六庫舉行了
雲南怒江電網有限公司增資合作協議簽字儀式，標誌㠥繼
怒江全州電力聯網、企業聯合、廠網分開後，電力市場化

改革又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對進一步提升怒江電網核心競
爭力，提高怒江電力在未來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具有十
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影響。
這是怒江電網實現新跨越的前奏曲。

一路艱辛圖發展
怒江㜅僳族自治州是全國最貧困、最落後的地區之一，

同時又是資源最為富集的地區。怒江州擁有世界級的水
電、礦產資源。已探明各種礦藏28種、280多個礦點，擁
有佔世界1/3的鋅、1/6的鉛。人均擁有金屬礦資源40個金
屬噸，是雲南、中國乃至世界人均資源佔有量最高的地區
之一。長期以來，由於開發滯後，資源優勢無法轉化為經
濟優勢，貧窮落後的面貌始終難以得到根本改變。
怒江電網公司把資源優勢轉變為加快發展的經濟優勢，

為當地經濟的發展注入了強勁的動力。
怒江是我國西南的一條國際河流，發源於青藏高原唐古

拉山南麓，經西藏流入怒江州境內，縱貫貢山、福貢、瀘
水等縣流入保山市出境。下游是流經緬甸和泰國境內的薩

爾溫江。怒江干流中下游河段，
色邑達至中緬邊界全長742千米，
天然落差1578米，可開發裝機容
量達2132萬千瓦，是我國重要的
水電資源之一，具有很高的經濟
價值。
怒江電網的成長，見證了一個

長期以來鮮為人知的邊疆民族地
區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遷，凝
結了許多人的智慧心血和汗水，
寄予了各族人民太多的期盼和希
望，充分展現了新時代怒江精
神。她是「十五」期間怒江經濟
社會發展實現歷史性跨越的縮
影，更是怒江「十一五」全面脫
貧的希望所在。
為實現把電網企業做大做強的

目標，怒江電網公司通過「1+4=1」的集團發展模式，全
州實行了電力聯網、企業聯合、資產重組，結束了長期以
來條塊分割、區域壟斷、封閉運行怒江電網的歷史，實現
了全州電力的統一規劃、統一建設、統一管理、集約化經
營。企業資產從組建時的3億元增至7.6億元。
構築了「政府引導、國家管網、多家辦電、公平競爭」

的電力市場體系。2004年7月1日零時起，全州電源電網正
式分開計量，獨立運營，國有電源資產依法有序全面退出
市場。2005年2月1日，雲南怒江電力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更
名為「雲南怒江電網有限公司」。通過創新發展，有效激
活了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作用。
幾年來，怒江電網建立了以110千伏為骨幹的區域網

架，基本形成「電礦結合、東西互動」的戰略格局。全州
已經擁有110千伏線路665.7公里，110千伏變電站6座，設
計容量37萬千伏安，運行容量25.5萬千伏安，110千伏開關
站兩座，110千伏進出線間隔37個。同時，通過城網、農
網改造，極大改善了廣大人民群眾用電困難問題，2006年
底，公司供電量突破9億千瓦時，銷售收入突破2.8億元，
上交稅金突破0.4億元，實現利潤突破0.25億元，較「十五」
末短短一年時間實現翻番的增長幅度，並向省網送電0.7億
千瓦時，開創了怒江電力外送的歷史，怒江電網的發展實
現歷史性跨越，揭開新的篇章。2007年上半年，公司完成
供電量5億千瓦時，完成年計劃的44.15％，較上年同期增
長29.61％，保持了喜人的發展勢頭。

開闢融資新渠道
根據怒江「十一五」發展規劃，怒江電網要實施「二次

創業」，把怒江電網建設成為投資主體多元化、主業突
出、核心競爭力強、在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中起主導作用的
一流企業。
怒江電網按照《公司法》和國家有關電力體制改革的政

策導向，在既定的市場准入條件下，通過增資擴股、減持
國有資本的方式，吸納有經濟實力，業績良好的民營企業
參與電網投資，通過創新電網建設投融資機制，切實解決
「十一五」電網建設資本金缺口問題，充分發揮多邊優
勢，不斷增強電網發展後勁。

世紀使命展宏圖
怒江電網已經明確了「十一五」末的目標，到2010年，

公司要力爭實現以下發展目標：完成固定資產投資7.5億

元；完成州內供電量14.2億千瓦時，較「十五」末增長
223%；完成州內售電量12.5億千瓦時，較「十五」 末增長
220%；完成銷售收入4.5億元，較「十五」末增長219%；
實現利稅0.97億元，較「十五」末增長314%；力爭「怒電
外送」電量20億千瓦時；電網結構不斷優化，能源利用效
率顯著提高，綜合網損控制在7%以下。
當前怒江電網正處在新的歷史起點，面臨新的歷史機

遇。公司將緊緊圍繞全州「四基地、一品牌」的戰略目
標，始終堅持「電源、電網、負荷同步發展，電網適度超
前」的科學發展觀，充分發揮礦電結合的區位優勢，努力
探索一條立足怒江實際，有利於解決怒江問題的電力發展
路子。
開發怒江水電是國家能源安全的需要，是拯救怒江生態

的需要，是怒江擺脫貧困的需要，是實現各民族平等發展
的需要，是實現邊疆長期繁榮穩定的需要。由怒江水電開
發引發的開發與保護的大討論，集中了全國最先進的環保
理念，使怒江電力人進一步看清了方向，決心在今後水電
開發中更加注重生態環境保護，更加注重移民安置，更加
注重移民後續生產生活，妥善處理關係廣大人民群眾切身
利益的熱點問題。
近幾年，為積極爭取怒江水電開發早日啟動，怒江州

委、州政府就生態保護提出了「山頂封和禁，半山移和
退，河谷建和育」的怒江水電開發與保護立體建設模式，
並就生態保護長期投入以及移民後期生產生活等問題提出
了具體的措施方案，同時加快了交通、市政、電力、供水
等基礎設施建設，全州上下形成了積極支持怒江水電開發
的廣泛共識。

（本版圖片均由怒江電網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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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電網：新跨越的前奏曲

主動承擔獨龍江孔目電站建設
按照「政府引導、國家管網、多家辦電、公平競爭」的

相關產業政策，怒江電網的國有電源資產已於2004年7月1
日零時起，依法有序全面退出市場。
但獨龍江孔目電站的情況卻頗為特殊。獨龍江孔目電站

是涉及一個特少民族的脫貧、發展、進步的重大政治問
題，從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關注，是國家解決獨龍江無電問
題的扶貧工程，項目建設資金由國家無償扶持投入。根據
州委、州政府的部署安排，怒江電網義不容辭地承擔建設
該項目的光榮使命。工程於2005年11月開工，在項目建設
中廣大建設者克服了交通不便、氣象條件複雜多變、信息
閉塞、有效施工周期短等困難，統籌規劃，周密部署，精
心組織，確保安全，保證質量，在2006年11月實現了電站
投產試運行，充分展現了公司「關注民生，情暖萬家」的
社會責任理念。

農網建設暖人心
怒江集邊疆、民族、宗教、貧困、高山峽谷為一體，被

稱為扶貧攻堅的「上甘嶺」。但資源多、人口少、後發展
的州情卻成為當地脫貧致富的得天獨厚的優勢。依托礦、
電兩大資源優勢，怒江州委、州政府明確了「礦電經濟強

州」的戰略目標——「經濟要發展，電力必先行」。
農網和城網改造是怒江電網公司極其重要的任務。近幾

年來，公司在為110kV主網累計完成投資32317萬元的同
時，農網、城網建設改造全面啟動，先後完成了農網建設
改造一、二期工程，完成投資9395萬多元。怒江電網認真
落實「關注民生，情暖萬家」的社會責任理念，緊緊抓住
農網、農村電氣化、城網建設改造的歷史性機遇，全面加
強農村供配電網絡的建設和完善。「十五」期間，公司新
建35千伏變電站22座、變電容量6.8萬千伏安，35千伏輸電
線路568公里，全州29個鄉鎮260個行政村中已通電249個，
行政村通電率達96%，全州有125690戶，通電108751戶，
通電率達86.5%。
怒江電網公司充分認識到農網改造是「關注民生，關注

三農」的德政民心工程，工程的實施有利於推進社會主義
新農村的建設和和諧社會的建設，因此將該項工程提升到
政治的高度抓實抓好。農網改造工程是一項龐大的社會系
統工程，深入到每戶農戶，涉及面廣，加之由於怒江地形
惡劣、交通閉塞、農戶居住分散，工程建設點多面廣戰線
長，建設難度極大。在工程建設中要取得社會的廣泛認同
和支持，形成齊抓共管的局面，群策群力建設好農網工
程，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構建和諧社會作出積極的貢
獻。

以城帶鄉的「怒江版本」
從企業追求利潤的角度講，農村電網的建設和運營，無

疑是「賠本的買賣」。汪正軍隨便算了一筆賬，去年，怒
江全州農村售電收入僅900多萬元，而公司僅用於線路維
護、農村供電職工工資等支出就達1500多萬元，公司當年
對農村供電成本支出貼補570萬元。
汪正軍笑談，到一戶農戶收一次電費，也許就是幾毛

錢，最多不超過三元錢，但遠的地方，也許要兩三天才能
去一個來回，「有時收的電費，還不夠開一張發票的工本
費」。
調研結果顯示，怒江至今還有2萬多戶8萬多人沒有用上

電。初步估算，要解決這些問題，需投入4個多億的電源
和電網建設資金。照目前的情況推斷，50年也收不回投
資。
但汪正軍卻認為很值得。他本來就是農家子弟，深知農

民缺電之苦和盼電之切。逐步解決這些問題，已經列入了
汪正軍的工作時間表。

農網建設（改造）工程是黨中央、國務院加快農
村電力發展，改善農村電網和農村用電結構、降低
農村電價，發展農村經濟而實施的一項德政、民心
工程，同時也是實現怒江州電力聯網和州委、州政
府「礦電經濟強州」戰略目標的關鍵性工程。經過
一、二期農網的建設與改造，全州的電力基礎設施
有了較大提高，電網規範整潔，供電的安全可靠性
得到了保證，實現了電力行業的「高質量、不間
斷、既經濟、又安全」的技術規範。
由於融資能力弱，項目配套資金未能落實到位，

2007年上半年，怒江州完善農網改造工程處於全面
停工狀態，受益農戶僅佔通電戶數的31%，用電安
全得不到保障。廣大農村群眾要求進一步改造農網
的呼聲仍然很高。經怒江電網有限公司領導班子研
究決定，由怒江電網投資600多萬元對瀘水縣大興地
鄉自表瓦基村替命丫口，老窩鄉榮華村分水嶺20、
21組，六庫鎮小沙壩新村以及蘭坪縣部分邊遠農村
的農網進行改造，改造後的到戶電價按現行電價執
行，這項工程將使該州邊遠山區的1013戶農戶用上
安全、廉價、放心電。

怒江電網墊資600萬元

實施農網改造
近年來，怒江電網先後投資9395萬元，完成了農網建設改造一、二期工程，使全州29

個鄉鎮260個行政村125690戶通了電，集邊疆、民族、宗教、貧困、高山峽谷為一體、被

稱為扶貧攻堅「上甘嶺」的怒江，正在掀開新一輪扶貧開發的新篇章。

怒江電網公司董事長汪正軍說，作為國有資本控股的地方電網企業，「關注民生，情

暖萬家」是我們企業的基本理念之一。在怒江扶貧開發的偉大進程中，怒江電網要作出

應有的貢獻。 本報駐雲南記者 周亞明、原曉暉

■電力職工跋山涉水，尋找解決農村用電好辦法。

■一、二期農網改造之後，86%以上的農戶實現一戶一
錶。

■致力企業文化建設

■農村電網一瞥

■董事長汪正軍（中）現場檢查工作

■怒江電網輸變電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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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18日，雲南怒江電網有限公司舉行增資擴股簽字儀式，標誌㠥怒江電網
新一輪的發展拉開序幕。

點燃脫貧致富的希望

十七大召開前夕，十七大黨代表、寧夏回族自治區
黨委副書記、代主席王正偉接受了本報記者獨家

專訪。自當選代主席以來，王正偉在工作中自信不自
負，務實不浮躁，始終以實現寧夏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
展，為寧夏廣大幹部群眾謀取更好更多的福祉為自己義
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堅持「顧全大局作為為政之要、
改善民生作為為政之本、真抓實幹作為為政之道、清正
廉潔作為為政之德」。如今，這四句真言成為王正偉的
施政綱領，亦是他對600萬寧夏人民的鄭重承諾！

民生作為為政之本
從農村走出來的王正偉，一直牢記㠥自己是農民的兒

子，土生土長的少數民族幹部。在2007年5月任代主席開
始，王正偉就多次強調把改善民生作為為政之本。
他明白，群眾利益無小事，民生連㠥國計國運。與以

往相比，在踏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階段，民生的
目標更高——民生成為科學發展觀的㠥力點和衡量社會
和諧的重要指標。他說，現階段，民生問題不僅包含群
眾的衣食住行，而且包括了教育、就業、收入分配、社

會保障、醫療衛生等全方位、多層次的內容。
今年，自治區政府提出實施十項民生計劃，辦好30

件民生實事，主要是㠥力解決南部山區和中部乾旱帶
群眾的飲水困難問題；城鄉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
題；城鎮零就業家庭就業問題。以及廉租房制度建
設、危窯危房改造、採煤沉陷區治理問題；產品質量
和食品安全專項整治問題；農村低保、五保全面供養
問題。此外，亦盡力改善農村辦學條件、保障貧困家
庭子女不輟學等。

落實資金保障機制
為了確保民生計劃取得實實在在的效果，王正偉強調必

須確保「三項機制」：即資金保障機制，由財政統一安排
民生項目資金保障實施；督查落實機制，年初向全區公示
民生計劃具體事項和責任單位，定期不定期地跟蹤檢查，
年底通過媒體集中通報辦理結果；責任追究機制，對未完
成年度民生計劃的單位及負責人，嚴肅追究責任。
同時，年年篩選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

問題，確保年年制定，年年實施，年年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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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精英篇

十七大

寧夏深處祖國內陸腹地，不沿邊不沿海，缺少地域區位
優勢。在記者問及寧夏如何在西部大開發中實現新突破和
大發展時，王正偉表示，作為一個欠發達的民族地區，工
業化是寧夏發展的必經之路。他稱，寧夏具有比較獨特的
優勢，亦具備了一定的發展基礎。例如寧夏資源優勢突
出，煤炭儲量大、品種全、質量優、開發條件好，已探明
儲量310多億噸，居全國第6位。
其中，寧東煤田已探明儲量273億噸，是國家13個重點發展

的億噸礦區之一。此外，首府銀川市距離世界整裝級大氣田
和國家重要的石油基地 —— 陝甘寧盆地氣田不到300公里。
由此可見，寧夏煤炭、油氣、土地、水、電等資源組合優勢
明顯，綜合開發前景廣闊。

以寧東作基地
王正偉亦表示，寧夏將堅持實施「興工強區」戰略，突出

技術改造、結構調整、園區建設三項重點，打造寧東能源化
工基地和新材料產業基地，大力實施特色優勢產業集群、產
業優化升級、節能減排、技術創新、國有企業改制改革重
組、大企業培育和品牌創建七大工程，推進新型工業化，確
保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技改投入和企業利潤翻一番。
特別是建設寧東能源化工基地，更是傾盡全區之力，預料

2010年達至8,000萬噸的煤炭生產能力、550萬噸的煤化工產
品生產能力、740萬千瓦的電力總裝機容量，成為全國重要
的煤炭、電力和煤化工基地，以及成為寧夏實現新型工業化
的第一增長極。目前，寧東能源化工基地已投資220億元，
新增原煤產能1,600萬噸、發電裝機容量400多萬千瓦。寧夏
人均發電量居全國第一，人均產煤量居全國第三。

寧夏雖然地處西北，屬經濟發

展較落後的少數民族地區，但寧

夏始終保持㠥「小省區要有大作

為」的壯志。正如寧夏代主席王

正偉所言，過去的五年，是全區

城鄉面貌變化最大、經濟社會發

展最快、人民群眾得到實惠最多

的五年。寧夏工業總產值由2001

年的300多億元增至2006年的700多

億元，工業總量翻番。在「十一

五」期間，寧夏將以大戰略、大

手筆和大氣魄的姿態，邁進跨越

式發展階段。

"

寧夏代主席

王正偉

"

有說「天下黃河富寧夏」，寧夏又被譽
為「塞上江南魚米鄉」。王正偉稱，寧夏
雖是一個地域小省（區），但卻是一個農
業大省（區）。全區現有耕地1500多萬
畝，人均2.5畝以上，可利用草地4500萬
畝。黃河從寧夏中北部穿越12個市、
縣，境內流程397公里。黃河兩岸的寧夏
平原，土地肥沃，農業綜合生產水平較
高，是全國4大灌區和12個商品糧基地之
一，素有「天下黃河富寧夏」、「西部糧
倉」、「塞上江南」的美譽。
寧夏區政府正努力將枸（枸杞）、羊

（清真牛羊肉）、牛（奶產業）、馬（馬鈴
薯）、菜（瓜菜）五大區域性特色產業提
上規模，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村經濟
發展。此外，大力推廣設施農業，計劃
用五年時間發展到100萬畝，實現戶均1
畝設施農業的目標。

五大產業發展

「塞上江南」

去年，寧夏在香港成功舉辦經貿文化
旅遊活動周，寧港兩地的交流與合作有
了更深層次的發展。隨㠥寧夏開通了到
香港的定期航班，兩地可以展開更廣泛
交流。王正偉認為，香港是信息、金
融、人才、物流中心，寧夏則有豐富的
煤炭、電力、天然氣等資源優勢，寧港
之間的互補性很強，合作空間廣闊。
他表示，作為一項重大的長遠發展戰

略，寧夏今後將致力於推動寧港之間寬
領域、多層次的對接與合作，尤其要在
四方面做足功夫：一是充分利用香港的
資本、管理、人才等優勢，在寧夏交通
等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在煤炭開發和製
造業等方面加強合作。

人才資源互補
二是加強與香港在服務業領域的全面

合作，進一步拓展雙方在商貿、倉儲、
旅遊、金融、保險、證券等領域的合
作，積極鼓勵港資在寧夏發展物流、批
發、運輸、建築、房地產、會展等產
業，推動寧夏大型企業在港上市。
三是加強寧港加工貿易的合作，尤其

是羊絨加工、枸杞製品、葡萄釀酒、乳
品、清真牛羊肉等特色農產品加工業，
以及生物製藥、軟件開發等高新技術產
業，都是寧港合作大有可為的領域。
四是積極開展人才交流。寧夏引進香

港管理、法律、會計、金融等方面的優
秀人才，輸出建築、服務等方面的高級
勞動人員。王正偉表示，寧夏真誠地希
望香港各界能進一步了解寧夏、投資寧
夏，寧港攜手共同發展。

擴寧港合作空間

寧夏代主席王正偉

利用資源優勢 推進工業發展

■王正偉參觀寧夏在滬產品展示。

■王正偉深入回族群眾家庭慰問。

■寧夏代主席王正偉

二○○七年十月十九日（星期五）丁亥年九月初九

■寧夏「一號工程」—— 寧東能源化工基地中的
寶塔項目區。

■王正偉與上海常務副市長馮國勤共同啟動寧夏上海
活動周開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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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現代化氣息的寧夏首府 —— 銀川。

■本報駐寧夏記者

王尚勇、郎宏偉

實習記者

黃穎、海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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