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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杜雪琴

整齐划一的厂房，高高耸立的冷却

塔，成千上万根电线纵向排布……

茫茫戈壁上，远远望去，那一片耸

立着的建筑，好似海市蜃楼。

这是位于酒泉市瓜州县的甘肃电

投常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是我省首个

百万千瓦级火力发电项目，也是目前全

国总装机规模最大的百万千瓦级机组

火力发电企业。

2017 年 9 月开工建设至今，常乐电

厂已建成投产 4 台百万千瓦级火电机

组，累计发电量 542 亿千瓦时，与新能

源绿电打捆外送至湖南等华中地区已

累计 1190 亿千瓦时。

从这里，输送出的一度又一度电，

为我省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发挥了有

力的调峰支撑作用。

今天，常乐电厂 5 号和 6 号机组建

设仍在继续，常乐电厂发展的故事也在

继续。

培土“育苗”

在戈壁滩上，想要种活一棵小树苗，需要先

换土。

树要扎多深的根，就得换多深的土。

常乐电厂这棵小树苗，想要茁壮成长，先得

从培土开始。

2006 年，甘肃省提出“建设河西风电走廊、

再造西部陆上‘三峡’”的构想，酒泉千万千瓦级

风电基地建设吹响了“集结号”。

然 而 ，风 力 发 电 固 有 的 间 歇 性 和 波 动 性 ，

会 对 电 网 造 成 冲 击 。 河 西 地 区 又 远 离 电 力 负

荷中心，330 千伏的主网只能满足 70 万千瓦风

电接入。

建设与大规模风电基地相配套的更高电压

等级的输电线路和相应规模的非风电配套电源，

以提高电网的调峰能力，迫在眉睫！

经过慎重研究，甘肃电投集团向甘肃省发改

委提出了开展常乐电厂前期工作的申请。

至此，常乐电厂的建设进入到 9 年漫长的前

期准备阶段。

“当时，常乐电厂项目决策阶段，正处在全国

火电项目开发最低谷的时期，项目投资决策、融

资环境等面临巨大压力。”时任常乐发电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向涛坦言，这是甘肃电投最大的

投资项目，一次要投资 200 多亿元到荒无人烟的

戈壁滩，投资风险和压力很大。

2008 年 6 月，甘肃电投常乐电厂筹建处在

酒泉市举行了揭牌仪式，常乐电厂项目前期准备

工作的序幕正式拉开。

建设火电厂，前期最重要的是确定机组规模

和选型。

2×100 万千瓦、4×100 万千瓦、2×100 万

千瓦+4×60 万千瓦、6×66 万千瓦和 4×100 万

千瓦……

常乐电厂设计的机组容量变更了一次又一

次、论证了一遍又一遍。

而每一次变更，都意味着各项设计规划和前

期工作都要推倒重来。

“很沮丧，做了很多遍的可行性研究和设计

都推翻了，甚至觉得自己就是在做无用功。”甘肃

电投集团常乐发电公司副总经理葛长虎说。

转机，发生在 2014 年 4 月。

当时，国家能源局明确，酒泉至湖南的特高

压 直 流 输 电 工 程 ——“ 祁 韶 直 流 ”输 送 容 量 为

800 万千瓦，电源项目构成按火电 600 万千瓦初

步考虑，其中，新建 400 万千瓦、网上汇集 200 万

千瓦。

“甘肃电投要建甘肃省首个百万千瓦级火力

发电企业，要建国内一流、技术领先的超大型火

力发电厂！”向涛说。

最终，甘肃电投集团决定：在瓜州县柳沟工

业园区建设 4 台百万千瓦级火力发电机组的火

力发电厂。

成功的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

在所有人都信心满满，准备大干一场的时

候，我国电力工业开始结构调整，各种清洁能源

以其特有的优势，源源不断地进军电力市场，火

电发展增速明显放缓。

“国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增加资源约束、改

变投资管理制度，火电项目缓建一批、暂停一批、

取消一批等政策的叠加，让常乐电厂项目在核准

路上举步维艰。”向涛说。

漫 长 的 等 待 ，并 没 有 磨 灭 开 拓 者 们“ 建 设

甘肃省首台百万千瓦级机组”的理想。

2015 年 6 月，祁韶±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

电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借着祁韶直流开工建设的东风，常乐电厂项

目的核准工作走上了快车道。

甘肃电投集团积极主动与国家能源局、省发

改委、省能源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密切沟通协作，

推进项目规划建设方案审批；

落实项目核准所需的铁路、水保、环保、土

地、系统接入等支持性文件和专题报告的编制和

办理；

编制项目批复申请报告，根据项目进度做好

初设及审查工作；

赴各大电厂、设备厂家、煤矿、备选厂址现场

等进行数次专题考察调研；

……

为了项目早日落地，常乐电厂项目的开拓者

们铆足了劲儿。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6 年 4 月 28 日，国家能源局正式批复，配

套祁韶直流特高压输电工程的调峰火电规划建

设规模为 400 万千瓦。常乐电厂成为唯一配套

火电电源，正式获得“路条”。

5 月 12 日，甘肃电投常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在瓜州县注册成立，常乐电厂项目核准工作迅速

推进。

通宵达旦商讨专题报告细节，收集资料、征

求意见、取得认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节能评估报

告、安全预评价报告等“硬骨头”被一一拿下……

2016 年 8 月 15 日，仅三个多月，甘肃省发展

改革委正式核准甘肃电投常乐电厂项目。

自此，常乐项目历经九载，终于落地。

“常乐电厂项目，在甘肃电力工业发展史上，

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向涛感慨。

项目获准后的第二天，常乐电厂基建指挥部

开始动工建设。

甘肃电投常乐电厂，如一个呱呱坠地的婴

儿，在甘肃建设全国能源大省的历程中诞生了。

扎根生长

在广阔无垠的戈壁滩上，一个人很渺小。

但是，一群人扎根戈壁 7 年，干出了一番事

业：创造出了一个工业奇迹。

2017 年 9 月 8 日，常乐电厂 1、2 号机组开工

仪式隆重举行，第一罐混凝土浇筑，工程建设全

面拉开序幕。

“当时，我们背着几袋方便面和一桶水，一干

就是一整天。”葛长虎回忆，来的时候，眼前是望

不到头的戈壁滩。一望无际的灰褐色沙石延伸

向了天际。

已是 9 月天气，戈壁滩的阳光依旧很毒，长

时间炙烤着大地，地面温度达到 40 多摄氏度，一

层层的热浪在空气中翻腾上去又笼罩下来，往远

处看，地面像是在晃动。

“甚至连个遮阳的地方都没有。”“感觉太阳

比别处的都低，晒得人脸生疼。”

葛长虎说，虽然很热，但现场施工人员都用

面巾将自己的头部脸部包裹得严严实实。

“晒脱了一层皮！”在这里具象化了。

葛长虎是常乐电厂的第一任工程管理部主

任，也是常乐电厂的第一批拓荒者。

跟随葛长虎一起来的安小林，是常乐电厂的

土建专工。

1999 年参加工作至今，他一直在做火电厂

冷却塔、烟囱的施工管理。被大家笑称为“西北

塔王”。

“做了半辈子施工，都是在比较偏僻的地方。”

安小林说，来之前他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

但到现场后，安小林还是吃了一惊：太荒凉

了，茫茫一片。自己站在戈壁上，就和一只蚂蚁

一样渺小。

从冷却塔的升降机下来，出口处的安全围栏

刚好形成了一片小小的阴凉。

安小林说，他们七八个建设者，蜷缩在这片

阴凉里，你挤我、我挤你。

“有的人靠在工友身上沉沉地睡去，有的人

抱着大容量的杯子咕嘟咕嘟猛灌水。”安小林清

晰记得当时的情景。

如果说，炎热尚能忍受，那接下来的寒冬，便

是更大的考验。

常乐电厂开工建设两个多月后，便迎来第一

个冬天。此时现场基础施工正酣。

戈壁上的冬天，最低气温可以达到零下 30℃。

肆虐的寒风，像是能从人的骨头里穿过去。

“按常理冬季不宜施工，但三个月的冬歇期

会严重影响项目的进度。我们选择了和自然环

境作斗争。”葛长虎说。

就这样，常乐电厂的建设者们穿起了大棉

衣、戴上了大棉帽，在凛冽的寒风中展开了一场

混凝土“保温战”。

现场所有的混凝土区域全部盖上了棉被、草

帘，24 小时不间断测温。

“我们盖起了临时暖棚，架上火炉，只为混凝

土达到要求的温度。”葛长虎说，在寒冷的深夜，

总有人在寒风中，打着手电、拿着测温枪，测量着

每一个位置的温度。

此后的冬季，这样的场景反复上演。

2018 年 12 月初，常乐电厂 1 号锅炉第一根

大板梁开始吊装。

此时，2018 年的第一场雪，也让现场气温急

剧下降，异常寒冷。

为了保证施工进度，常乐电厂建设者们没有

犹豫，现场成立“党员突击队”，开始了吊装作业。

7 根总重 1000 多吨的大板梁，27 天的时间

全部吊装到位。

“当时现场很冷，但大家的干劲很足，我自己

也被现场的氛围感染了。”安小林说。

212米高的冷却塔、240米高的烟囱，最少一天

上去一次。总共爬了多少次，安小林已经记不清了。

“在这里搞工程，最怕的，还是刮风！”在常乐

发电公司副总经理姚小军看来，比起严寒酷暑，

风带来的挑战更大！

瓜州，素有“世界风库”之称。

这里，全年 8 级以上大风天气平均 81 天，最

高可达 105 天。“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是瓜

州的真实写照。

在这片土地上，风是取之不尽的资源，也是

制约常乐电厂项目建设进度的“拦路虎”。

据统计，常乐电厂工程建设高峰时段现场塔

吊等特种设备达到 120 余台，高处作业、吊装作

业频繁。

国家安全法规规定，一旦风力超过 6 级，必

须停止所有的吊装作业和高空作业。连续不断

的大风天气严重制约着工程进度。

常乐人，没有等待！

“运用科技手段，我们与酒泉市气象局合作

共建了瓜州县工业园区精准风力预警机制，有效

克服因常年大风给施工带来的不利影响。”姚小

军说，在不断努力下，常乐电厂交上了一份连续

安全施工 1170 天的骄人答卷。

理想，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

短短几年时间，几千名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

者，夜以继日、马力全开，推进工程进度。

2017 年年底，汽机主厂房出零米；

2019 年，间冷塔到顶、烟囱到顶、锅炉吊装

完毕、化学制水成功、厂用带电成功、铁路专用线

投用；

2020 年 11 月，1、2 号机组全面投产发电，

投入商运；

2021年 3月 24日，3、4号机组乘势而上、再次

启航；

2023 年 12 月，3 号、4 号机组锅炉水压试验、

点火吹管一次成功、机组提前投产发电；

2023年 4月，二期扩建 5、6号机组开工，加快

建设步伐；

……

一个个里程碑节点创造着“常乐速度”。

站 在 时 间 的 坐 标 轴 上 ，回 头 看 ，轻 舟 已 过

万重山。

壮干开枝

唯有在冰封的土地上绽放出十万朵蔷薇的

决心和勇气，才能携青衿之志，破浪万里击长空。

常乐电厂成立后，来自全国各个高校的能源

与动力工程、电气自动化等专业技术人才，背上

行囊，来到了这片茫茫戈壁。

1995 年出生的山东小伙子牛泽荣，现在已

经是常乐电厂集中控制室值长；

常乐电厂设备技术部电气二次检修专工乔

磊，带着爱人和孩子一起来到了常乐电厂；

常乐电厂设备技术部热控检修专工朱承靓，

2018 年大学毕业就来到了常乐电厂。

常乐电厂发电部汽机运行专工周洋，从事这

个行业 14 年，来自黑龙江；

……

“我们就是奔着全国规模最大的百万机组火

力发电企业来的。”牛泽荣说，能在百万千瓦级的

机组项目上工作是他的梦想，现在梦想成真了。

一个个心怀梦想、不畏艰难的年轻人，来到

常乐电厂。

带着朝气和活力，带着先进的技术，把常乐

建成了全国拥有最先进工艺的火电企业。

牛泽荣所在的常乐电厂集中控制室，是全厂

的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就像人的大脑，是全厂生

产调度指挥和操作控制中心，在这里可以实现全

厂设备操作控制及运行工况监视。

在常乐电厂 1 号机组的 10 千伏配电室，记者

看到，经过设定巡检机器人，每隔两个小时就会

自动对设备的运行情况巡检一次。

“当有设备参数异常的时候，机器人会自动

分析，将数据提供给运行人员，便于运行人员进

行分析和处理。”常乐电厂集中控制室值长牛泽

荣说，以前，配电室必须有 1 名巡检工作人员每

两小时巡检一次。自从有了巡检机器人，人工作

业压力大大减轻。

为发挥常乐电厂祁韶直流配套调峰定位、

装机规模、地理区位、先进技术等优势，甘肃电投

集团以先进的治理模式和管理经验，让企业管理

质量和治理效能持续释放最强活力。

“企业扎实推进 5G 智慧电厂建设，大大提升

了管理效能。”甘肃电投常乐发电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马军介绍。

目前，常乐电厂已建成集智慧监盘、燃料优

化、驾驶舱管理、设备管理、5G 巡检机器人、物资

管理、运行管理、安全管理等众多模块于一体的

智慧化信息平台。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

定能到达。

今天的常乐电厂，已累计完成项目投资 140

多亿元，完成发电量 542 亿千瓦时。

“火电作为灵活可调节型电源，能够提供快

速响应和较高容量储备，是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

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

马 军 介 绍 ，常 乐 电 厂 4 台 机 组 同 时 运 行 ，

年 发 电 量 可 达 200 亿 千 瓦 时 ，年 工 业 产 值 达

60 亿 元 ，带 动 全 省 1200 万 千 瓦 新 能 源 打 捆

外 送 。

同时，常乐电厂突破配套电源外送其他省间

壁垒，先后开拓了陕武直流、灵宝直流、陕甘省间

联络线、甘青省间联络线、甘宁省间联络线等多

条送电通道。

常乐电厂 5、6 号机组预计 2025 年底投产发

电。6 台机组全部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 330 多

亿千瓦时，年工业总产值可达 100 亿元，将有力

支撑我省河西地区新能源基地每年发电 600 多

亿千瓦时。

“常乐电厂的建设，对保证我省河西地区电

网安全稳定运行和可靠供电，促进我省新能源

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实施国家‘西电东送’战

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甘肃电投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蒲培文表示。

如今，甘肃电投常乐电厂，扎根大漠，向上

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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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电投常乐电厂加快 5G＋智慧电厂建设，图为智能巡检机器人在巡检。

甘肃电投常乐电厂。 本文图片均由甘肃电投集团提供

2018 年 7月 12日，甘肃电投常乐电厂 1号机除氧器吊装现场。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