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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 2022年冬季电力负荷管理方案

第一章 编制目的

2022 年，我省电力供需形势呈现紧平衡，预计迎峰度冬

期间可能存在硬缺口，如遇极端天气、机组非计划停运、天然

气供应受限和特高压故障等情况，全省及部分分区电力供应缺

口将进一步扩大。为有效应对 2022 年镇江市迎峰度冬期间可

能出现的供用电矛盾和突发情况，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全面落

实省委、省政府推动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决策部署，切实做好

2022 年电力保障工作，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电力需求侧管

理办法（修订版）》《有序用电管理办法》《省发展改革委关

于做好 2022 年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要求，镇

江市发展改革委、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共同编制《镇江市 2022

年冬季电力负荷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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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方案批准之日起，至次年方案批准前，处置

因极端恶劣天气、机组出力不足、区外来电受阻或电网设备故

障等多种情况下，镇江市范围内出现的电力供需失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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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作原则

面对电力供需“紧平衡、硬缺口”总体态势，为积极服务

“六稳”“六保”工作大局，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维护全

社会供用电秩序平稳有序，为镇江市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坚

强有力的电力保障，方案编制将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1.分类管理，分级预警。在电力供应紧张时，根据缺口大

小，将负荷管理状况设置 6 个预警等级。根据不同等级缺口大

小，按照用户类型、响应速度等科学编制应急方案。预警等级

由地方电力管理部门根据电网缺口情况向社会公布。

六个预警等级划分如下：

（1）VI 级：全市缺口 26 万千瓦及以下；

（2）V 级：全市缺口 26-53万千瓦；

（3）IV 级：全市缺口 53-79万千瓦；

（4）III 级：全市缺口 79-106 万千瓦；

（5）II 级：全市缺口 106-132万千瓦；

（6）I 级：全市缺口 132-159 万千瓦以上。



4

2.有保有限，区别对待。优先保障应急指挥和处置部门，

主要党政军机关，广播、电视、电信、交通、监狱等关系国家

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用户；危险化学品生产、矿井等停电将导致

重大人身伤害或设备严重损坏企业的保安负荷；重大社会活动

场所、医院、金融机构、学校等关系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用户；

供水、供热、供能等基础设施用户；居民生活，排灌、化肥生

产等农业生产用电；国家重点工程、军工企业安全生产用电需

求。对违规建成或在建项目；产业结构调整目录中淘汰类、限

制类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高于国家或地方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

的企业；景观照明、亮化工程；其他高耗能、高排放企业限制

其过高负荷。

3.保供稳链、协调联动。优先支持“金山奖”“梦溪奖”

获奖企业、我市“十四五”聚焦发展的 8 大产业链相关企业和

能耗低、附加值高的新兴产业发展，考虑产业链中重要产能或

重要环节企业安全生产用电需求。对于为“金山奖”“梦溪奖”

获奖企业、重点产业链附属产业中如生活、交通、医疗等企业

合理保障其安全生产用电需求。

4.全量排查，柔性调控。2022 年，按照省发改委和省电力

公司要求，在编制负荷管理方案同时，优先考虑安排需求响应

手段，实现负荷管理管理从行政性指令向市场化方式的转变。

将参与 2022 年需求响应的用户全量纳入冬季电力负荷管理方

案编制，考虑企业工艺特点，挖掘工艺环节调控或分生产线调

控潜力，拓展涉及非工空调、自备电厂、充换电站、储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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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心、工业生产设备等分钟级柔性调控负荷资源。通过对柔

性资源的实时调控减少负荷管理对于用户生产行为影响，减小

电网运行压力促进用户与电网良性互动。

5.分组实施，滚动参与。2022 年，参与冬季电力负荷管理

方案总户数为 6220 户，最大可限负荷 159 万千瓦。以上方案

最大可控负荷可满足全市 159 万千瓦的电力缺口。根据能耗强

度、行业性质、负荷特性、可限能力和错峰形式分为不同组别，

根据不同的缺口状况按组别滚动参与。

6.公平公正，降低影响。参与方案的企业均已安装负荷管

理装置，通过负荷管理系统远程控制功能，提高应急反应速度，

做到“快上快下”，确保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最大

限度地满足社会用电需求，把错峰对用户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降到最低程度。

7.属地负责、分区管理。坚持统一管理和区域管理相结合

的原则，根据省下达的负荷管理指标在各市、区中按比例分解，

各地根据具体情况、用电性质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负荷管理

方案及轮休预案。实施过程中，由市电力负荷管理中心统一发

布预警等级和错峰指令，各地根据指令自行启动方案，迅速落

实应急指标，确保方案实施有效。

8.节控并举、节电优先。负荷控制与节约用电并举，优先

采用节电措施降低负荷需求。所有电力用户均有义务参加负荷

管理和节约用电工作，居民用户有节约用电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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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组织体系

为确保冬季电力负荷管理方案公平公正的实施，在原有组

织架构和管理网络的基础上，根据当前新的工作要求，进一步

建立健全和调整完善负荷管理组织体系，充实人员，明确职责，

加强协调，规范工作流程，保障负荷管理工作取得实效。

4.1 工作机构

4.1.1 领导机构

镇江市负荷管理协调领导小组由分管市长担任组长，分管

副秘书长、市发改委主任、市供电公司总经理任副组长，成员

为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公安局、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市住建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应

急管理局、各市区政府、镇江新区、镇江高新区管委会等部门

相关人员和市供电公司分管领导。

为加强对负荷管理工作的领导，确保用电高峰时期镇江电

力供应安全可靠，市供电公司成立镇江供电公司负荷管理领导

小组，领导小组由公司总经理任组长，营销、生产副总任副组

长，领导小组成员由各县（市）公司总经理、营销部、设备部、

调度中心、办公室等负责人组成，下设负荷管理办公室，在镇

江供电公司负荷管理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具体负责负荷管理的

实施工作。

4.1.2 日常管理机构

镇江市负荷管理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市发改委与

供电公司联合办公，办公地点设在市发改委，市发改委分管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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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担任主任，市供电公司分管副总经理担任副主任，办公室工

作人员由市发改委、市供电公司相关职能部门的同志组成，具

体负责协调全市的负荷管理工作。

镇江供电公司负荷管理办公室为非常设机构，办公地点设

在营销部。用电高峰时期建立各部门负责人轮流值班制度，工

作人员主要由营销、调度人员组成，负责用电高峰时期负荷管

理信息的收集、汇总及处理，负责负荷管理管理全过程。

4.1.3 督查机构

镇江市负荷管理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督查组，人员由

政府、供电、媒体、企业代表等组成，具体负责实施用电高峰

时期负荷管理指令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负荷管理督查工作实

行区域管理，各市区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本区域的督查工作。

4.2 工作职责

1.负荷管理领导小组

研究决定重大决策，统筹协调预案编审、任务分解、工作

督查、成效评估、奖惩考核等重要事项。

2.负荷管理办公室

作为负荷管理领导小组下设的日常机构，具体负责电力供

应应急预案编制、宣传发动、组织实施、现场督查、统计分析、

效果评估、信息沟通与相关协调工作。

3.负荷管理督查组

现场值守、督查预案执行效果，在企业拒不执行限电操作

时及时向负荷管理办公室汇报，督查人员经授权可进行现场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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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控制负荷。

4.3 联系网络

市发改委

负责人：朱 华 15358595517

联系人：邱玉珊 13705288933

国网镇江供电公司

营销部 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负责人：杨世海 15105168337 负责人：高雪生 13921598181

郑 杨 13775316501

联系人：王晓红 13952887016 联系人：朱文韬 15051146087

林婷婷 13511694055

丹阳市

发改委：

负责人：司马军 15952910099

联系人：马艳琳 18796037169

供电公司：

周清生 13913440863

季明红 13862467776

步 炜 13952823344

夏 冰 13606102931

孙琳慧 13921579995

句容市

发改委：

负责人：钱 勇 13505298133

联系人：王 寅 13905297252

供电公司：

魏红玉 13505299989

李 纲 13815161628

刘澍涛 13861371829

王天利 13812367166

扬中市

发改委：

负责人：何 勇 13805298008

联系人：何锦璇 13815185896

供电公司：

沈 源 15952896379

郦芳菲 13775308830

王 忠 13775318253

朱俞锦 18362019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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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供用电形势分析

5.1 2022-2023 年冬季地区负荷和电力平衡情况预计

5.1.1 2022-2023 年冬季地区负荷预测

2021-2022 年冬季，受春节假期、气温较高（取暖负荷较

同期减少）和“双控”政策（大用户鸿泰钢铁提前停产）影响，

镇江地区最高调度负荷 429.83 万千瓦，出现在 2022 年 1 月 5

日 15:49，较上年同期下降 7.35%（2020-2021年冬季出现寒潮，

最高调度负荷 463.94 万千瓦，首次超过夏季最高负荷）。

2022 年年底前镇江地区将新上醋酸造气工艺节能减排技

术改造项目（100MVA）、江苏美科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3MVA）、江苏南沿江城际铁路有限公司（15.74MVA）、

江苏兄弟合金有限公司（15MVA）等大工业用户，新上、增

容大用户容量约 28 万千瓦，工业负荷增长按新增容量的 40％

考虑（11 万千瓦）。结合今冬春节为 1 月 22 日，预计 12 月

中下旬至 2023 年 1 月上旬出现最高负荷的概率较大。

综合以上情况，考虑今冬可能出现的寒冷天气，预计今冬

镇江地区调度最高负荷在 480 万千瓦左右（较 2021 年冬季同

比增长 11.67%，较 2020 年冬季同比增长 3.46%）。

5.1.2 地区电力平衡情况

考虑 2022 年年底前镇江地区新上用户主要集中于东部地

区，鉴于 2021-2022 年冬季东部电网统调最高负荷为 264.5 万

千瓦，同时考虑 2020-2021 年冬季东部电网统调最高负荷为

265.16 万千瓦，预计今冬镇江东部电网最高负荷 270 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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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调）。500 千伏访仙、梦溪主变供电限额 280万千瓦（受

负荷分布不均衡影响），镇江燃机最大出力 80 万千瓦，丹阳

燃机最大出力 20万千瓦，因此镇江东部电网有一定裕度。
表 19、2022-2023 年冬季镇江东部电网电力平衡预计

东部电网 数值（万千瓦）

最高负荷预计 270

最大供电能力预计 380

镇江燃机 80

丹阳燃机 20

梦溪变 160

访仙变 160

供电裕度 110

考虑 2022 年年底前镇江西部地区新上用户较少，鉴于

2021-2022 年冬季西部电网统调最高负荷为 179.6 万千瓦，同

时考虑2020-2021年冬季西部电网统调最高负荷为219.42万千

瓦，预计今冬镇江西部电网最高负荷 220万千瓦（统调），500

千伏上党主变供电限额 252万千瓦，谏壁新厂和镇江电厂合计

出力 85 万千瓦，因此镇江西部电网有一定裕度。
表 20、2022-2023 年冬季镇江西部电网电力平衡预计

西部电网 数值（万千瓦）

最高负荷预计 220

最大供电能力预计 337

其中：谏壁新厂 60

镇江电厂 25

上党变+上党扩 144+108

供电裕度 117

5.2 2023 年夏季地区负荷和电力平衡情况预计

5.2.1 2023 年夏季地区负荷预测

2023 年夏季前镇江地区将新上、增容大用户容量约 37万

千瓦。工业负荷增长按新增容量的 40％-50％（约 13.5-18.5 万

千瓦）、基础负荷（330 万）自然增长按 5％计算（16.5 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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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同时考虑 2023 年夏季出现持续高温天气的不确定性（空

调负荷增量按-10～+15 万千瓦计算），预计 2023 年镇江地区

调度高峰负荷将达到 525-555万千瓦（增长率 4.02%-9.97%）。
表 21、2023 年迎峰度夏前新上、增容用户（3MVA 及以上）

序号 新上用户 容量（MVA） 预计投运时间

1 江苏美科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3 2022 年 10 月

2 江苏兄弟合金有限公司 15 2022 年 10 月

3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7.54 2022 年 11 月

4 江苏南沿江城际铁路有限公司 15.74 2022 年 11 月

5 镇江丰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5.6 2022 年 11 月

6 江苏领誉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3.2 2022 年 11 月

7 扬中磊金建材有限公司 9.6 2022 年 11 月

8 巴斯夫造纸化学品（江苏）有限公司 8.7 2022 年 12 月

9 菲林格尔家居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7 2022 年 12 月

10 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4.8 2022 年 12 月

11 江苏锋芒复合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9 2022 年 12 月

12 镇江荣马镀业有限公司 3.2 2022 年 12 月

13 光大海绵城市发展(镇江)有限公司 11.36 2022 年 12 月

14 江苏瑞丰商贸有限公司 4.06 2022 年 12 月

15 镇江市文化旅游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 2022 年 12 月

16 醋酸造气工艺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 100 2022 年 12 月

17 江苏天海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6.28 2022 年 12 月

18 阿雷蒙精密装备(镇江)有限公司 4.5 2023 年 3 月

19 扬中市正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8 2023 年 4 月

20 镇江原轼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32 2023 年 6 月

21 江苏船港物流有限公司 25 2023 年 6 月

22 耐驰轻型锂电池项目 20 2023 年 6 月

合计 369.48

综合以上，预计 2023 年夏季镇江地区调度最高负荷约为

540 万千瓦，增长 7%。

5.2.2 地区电力平衡情况

（1）东部电网电力平衡预计

考虑 2023 年迎峰度夏前新上用户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

（27.5 万千瓦），预计工业负荷增长 9 万千瓦，基础负荷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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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万千瓦，同时考虑可能出现的高温天气导致空调负荷增加 8

万千瓦，鉴于 2022 年迎峰度夏期间东部电网统调最高负荷为

272 万千瓦，预计 2023 年夏季镇江东部电网最高负荷为 300

万千瓦（统调），镇江燃机出力 80 万千瓦，丹阳燃机最大出

力 20 万千瓦，500 千伏访仙、梦溪主变供电能力为 280 万千

瓦（受负荷分布不均衡影响），除满足东部地区负荷需求外，

还有较大的裕度。
表 22、镇江东部电网电力平衡预计

镇江东部电网 数值（万千瓦）

最高负荷预计 300

最大供电能力预计 380

镇江燃机 80

丹阳燃机 20

梦溪变 160

访仙变 160

供电裕度 80

访晋分区电力平衡预计

该分区最大统调出力约 307 万千瓦，访仙、晋陵、梦溪主

变最大受电能力 505万千瓦，最大供电能力约为 812 万千瓦。

预计最大负荷约 670万千瓦，供电裕度 142 万千瓦。
表 23、访晋分区电网电力平衡预计

访晋分区 数值（万千瓦）

最大可调出力预计 307

常州电厂 120

华润电厂 7

戚墅堰燃机 80

镇江燃机 80

丹阳燃机 20

实际最大受电能力预计 505

其中：晋陵 150+90

访仙 160

梦溪 160

最大供电能力预计 812

最高负荷预计 300+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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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裕度 142

（2）西部电网电力平衡预计

考虑 2023 年迎峰度夏前西部地区新上用户较少（9.5 万千

瓦），预计工业负荷增长 3 万千瓦，基础负荷增长 5.5 万千瓦，

同时考虑可能出现的高温天气导致空调负荷增加 3 万千瓦，鉴

于 2022 年迎峰度夏期间西部电网统调最高负荷为 228.5 万千

瓦，预计 2023 年夏季镇江西部电网最高负荷为 240 万千瓦（统

调），谏壁新厂和镇江电厂合计出力 85 万千瓦，上党四台主

变供电能力为 252 万千瓦，除满足西部地区负荷需求外，还有

较大的裕度。
表 24、镇江西部电网电力平衡预计

镇江西部电网 数值（万千瓦）

最高负荷预计 240

最大供电能力预计 337

其中：谏壁新厂 60

镇江电厂 25

上党变+上党扩 144+108

供电裕度 97

廻上分区电力平衡预计

廻上分区最大统调出力约 155万千瓦，廻峰山、上党主变

最大受电能力 310 万千瓦，最大供电能力约为 465 万千瓦。预

计最大负荷约 407 万千瓦，供电裕度 58 万千瓦。
表 25、廻上分区电网电力平衡预计

廻上分区 数值（万千瓦）

最大可调出力预计 155

其中：谏壁二厂 60

镇江电厂 25

协鑫燃机 30

大唐南京燃机 20

协鑫高淳燃机 20

实际最大受电能力预计 310

其中：上党+上党扩建 10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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廻峰山 155

最大供电能力预计 465

最高负荷预计 240+167

供电裕度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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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预案调控目标

根据省发改委、省电力公司统一部署，今年我市冬季电力

负荷管理方案包含需求响应方案、负荷管理（电力供应应急）

方案、轮休方案三部分，保供方案总容量为 159 万千瓦。按照

分片分区、分级预警的原则，综合各地区用电负荷、用电量及

负荷特性，分解下达各辖市预案调控目标。

表 6-1：各辖市冬季电力负荷管理方案调控负荷

序号 县（市、区）
调控负荷（万千瓦）

VI级 V级 Ⅳ级 Ⅲ级 Ⅱ级 Ⅰ级

1 市区 11.7 23.8 35.5 47.6 59.3 71.4

2 丹阳 10.2 20.7 30.8 41.4 51.5 62.1

3 句容 2.8 5.6 8.4 11.3 14.0 16.9

4 扬中 1.4 2.9 4.3 5.7 7.2 8.6

全市 26 53 79 106 132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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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2022年冬季电力负荷管理方案简介

7.1 方案概述

《镇江市 2022 年冬季电力负荷管理方案》根据不同的应

急等级以及不同容量的电力缺口，采取不同的控制方案，从而

达到有效、合理控制负荷的目的。

根据镇江地区《重点用能管控企业单位能耗产出综合指数

测算表》，充分考虑企业能耗产出效益以及与镇江重点产业链

融合程度，设置以下 2 个评判标准，分类推进，精准管控。

（1）能效对标原则

完善能源计量体系，按照国家标准 GB17167 等规定，统

计镇江市内参与负荷管理重点工业企业的能耗值，不同行业采

用不同计量单位，如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值（指标单位 tce/吨钢、

tce/吨水泥、tce/吨件、tce/吨纱等），或单位产值综合能耗值

（指标单位 tce/万元）。

开展参与电力需求保供重点耗能企业的能耗数据分析，按

照国家标准设置不同行业的能耗指标基准值，计算各行业内企

业的具体能耗指标相对基准值的偏离程度，并最终进行数据归

一化处理，获取相关企业的能效指标，从而对参与电力需求保

供的重点耗能工业企业进行能效指标排名。

（2）保供稳链原则

将工业企业分为三大类：1）隶属于镇江市“十四五”聚

焦发展 8 大产业链内的企业；或“金山奖”、“梦溪奖”获奖

企业。2）隶属于支撑上述 8 大产业链发展的相关“专精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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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3）不属于上述两类标准的其他企业。

上述三类企业按照优先级别从低到高的原则参与电力需

求保供并限制其用电负荷，重点限制第三类企业的过高负荷，

合理配置第二类企业的用电负荷，优先保障第一类企业的安全

生产用电需求，最终达到保供稳链的目标。

当出现不同等级电力缺口时，优先限制高耗能重点管控、

且经济性综合指数排名靠后的企业，并在电力缺口等级为“一

般”或“较重”的情况下，最大程度上保障绝大多数企业的生

产运营，不造成实际投入负荷管理用户数量的浪费。

《镇江市 2022 年冬季电力负荷管理方案》包含《负荷管

理方案》、《轮休方案》两个子方案。根据不同的应急等级以

及不同容量的电力缺口，单独或组合实施各子方案，在电网缺

口不同状态下采取不同的控制方案，从而达到有效、合理控制

负荷的目的。

2022 年我们按照省发改委和省电力公司要求，在编制负

荷管理方案和轮休方案的同时，优先考虑安排需求响应手段的

要求，实现负荷管理管理从行政性指令向市场化方式的转变，

在出现全网或局部区域电力缺口时，通过优先开展需求响应缓

解供需矛盾，尽可能的保障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

展，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经济稳定运行。

镇江市 2022 年冬季电力负荷管理方案共涉及用户 6220

户，最大可限负荷为 159 万千瓦,满足最严重情况全市 159 万

千瓦的电力缺口。

负荷管理（电力供应应急）方案共涉及用户 6220 户，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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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可控负荷为 159万千瓦。轮休方案共有 3740 户非连续性生

产企业参与，最大可控负荷为 84.1 万千瓦。

此外，为应对全市突发性大规模供需平衡缺口，编制地区

调休方案，本方案覆盖区域内所有工业企业，全市符合条件工

业企业 6220 全部参与，只保留保安负荷，本方案可限负荷 159

万。

表 7-1：镇江市 2022年冬季电力负荷管理方案汇总表

单位：万千瓦

冬季电力负荷管理方案

县（市、区） 户数 最大可限负荷

市区 1459 74.4
丹阳 3145 67.1
句容 687 16.9
扬中 929 8.6
全市 6220 159

7.2 方案启动原则

1.出现以下情况时，需及时启动冬季电力负荷管理方案

（1）因用电负荷增加，全网或局部电网出现电力缺口；

（2）因突发事件造成电力供应不足，且 48 小时内无法恢

复正常供电能力。

2.启动冬季电力负荷管理方案时，应严格执行分级响应原

则，出现电力供应缺口时应首先启动快下快上分组，待控制负

荷不能达到要求时，再按序投入相应方案组，使地区负荷达到

平衡。为体现电力需求保供公平承担的原则，减少错避峰对用

户生产经营安排的不利影响，保障用户在电力供需失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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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仍能有计划的组织安排生产，所有的组别均将滚动实施。

7.3 电力需求保供实施方案

镇江全市实施方案将在电网缺口不同状态下采取不同的

控制方案，从而达到有效、合理控制负荷的目的。方案涉及用

户共有 6220 户，最大可限负荷 159 万千瓦左右。方案最大可

限负荷可以满足全市 159 万千瓦的电力缺口。

全市有序用电（电力供应应急）方案：

1、全市Ⅵ级实施方案：

当全市负荷缺口达到 26 万且由于地区内可预见性电力供

需缺口、机组检修以及区外来电减少等原因造成当前电网短时

（不超过 7 天）供电不足时实施。

该方案只限制用户的辅助生产负荷，多组多用户是为了滚

动执行，对每个用户的影响降到最小。全市参与用户 21 户，

最大可限负荷 35.9 万。具体执行方案如下：

市区：市区 E 组；

丹阳：丹阳 E 组；

句容：句容 E 组、句容 B 组；

扬中：扬中 E 组、扬中 D 组。

2、全市Ⅴ级实施方案：

当全市负荷缺口达到26-53万且由于地区内可预见性电力

供需缺口、机组检修以及区外来电减少等原因造成当前电网短

时（不超过 7 天）供电不足时实施。

该方案限制用户的部分生产负荷，多组多用户是为了滚动

执行，对每个用户的影响降到最小，方案Ⅴ是在方案Ⅵ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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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叠加实施的。全市参与用户 531户，最大可限负荷 63.2

万。

具体方执行案如下。

镇江市区：市区 E 组；

丹阳：丹阳 E 组、丹阳 D 组、丹阳 C 组、丹阳 A 组、丹

阳备用 1 组；

句容：句容 E 组，句容备用 1 组；

扬中：扬中：E 组、D 组、C 组、A 组、扬中市需求响应

组。

3、全市Ⅳ级实施方案：

当全市负荷缺口达到53-79万且由于地区内可预见性电力

供需缺口、机组检修以及区外来电减少等原因造成当前电网短

时（不超过 7 天）供电不足时实施。

该方案限制用户的部分生产负荷，多组多用户是为了滚动

执行，对每个用户的影响降到最小，方案Ⅳ是在方案Ⅴ实施的

基础上叠加实施的。全市参与用户 1628 户，最大可限负荷 87.9

万。

具体方执行案如下。

镇江市区：市区 E 组，镇江市区 D 组；

丹阳：丹阳 E 组、丹阳 D 组、丹阳 C 组、丹阳 A 组、丹

阳备用 1 组、丹阳备用 2 组；

句容：句容 E 组，句容备用 1 组，句容备用 2 组，句容备

用 3 组；

扬中：扬中：E 组、D 组、C 组、A 组、扬中市需求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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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扬中普通工业 1 组、扬中普通工业组 2、扬中普通工业组

3、扬中普通工业组 4。

4、全市Ⅲ级实施方案：

当全市负荷缺口达到 79-106 万且由于地区内可预见性电

力供需缺口、机组检修以及区外来电减少等原因造成当前电网

短时（不超过 7 天）供电不足时实施。

该方案限制用户的部分生产负荷，多组多用户是为了滚动

执行，对每个用户的影响降到最小，方案Ⅲ是在方案Ⅳ实施的

基础上叠加实施的。全市参与用户2402户，最大可限负荷113.3

万。

具体方执行案如下。

镇江市区：市区 E 组，镇江市区 D 组，镇江市区 C 组，

镇江市区 A 组，镇江市区 1 组，镇江市区 2 组；

丹阳：丹阳 E 组、丹阳 D 组、丹阳 C 组、丹阳 A 组、丹

阳备用 1 组、丹阳备用 2 组、丹阳备用 3 组；

句容：句容 E 组，句容备用 1 组，句容备用 2 组，句容备

用 3 组，句容备用 4 组，句容备用 5 组；

扬中：扬中：E 组、D 组、C 组、A 组、扬中市需求响应

组、扬中普通工业 1 组、扬中普通工业组 2、扬中普通工业组

3、扬中普通工业组 4、扬中配售电公司组。

5、全市Ⅱ级实施方案：

当全市负荷缺口达到106-132万且由于地区内可预见性电

力供需缺口、机组检修以及区外来电减少等原因造成当前电网

短时（不超过 7 天）供电不足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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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限制用户的部分生产负荷，多组多用户是为了滚动

执行，对每个用户的影响降到最小，方案Ⅱ是在方案Ⅲ实施的

基础上叠加实施的。全市参与用户 3843 户，最大可限负荷

137.7 万。

具体方执行案如下。

镇江市区：市区 E 组，镇江市区 D 组，镇江市区 C 组，

镇江市区 A 组，镇江市区 1 组，镇江市区 2 组镇江市区 3 组，

镇江市区 4 组，镇江市区 5 组，镇江市区 6 组，镇江市区 7

组；

丹阳：丹阳 E 组、丹阳 D 组、丹阳 C 组、丹阳 A 组、丹

阳备用 1 组、丹阳备用 2 组、丹阳备用 3 组、丹阳备用 4 组；

句容：句容 E 组，句容备用 1 组，句容备用 2 组，句容备

用 3 组，句容备用 4 组，句容备用 5 组，句容备用 6 组，句容

光伏组；

扬中：扬中：E 组、D 组、C 组、A 组、扬中市需求响应

组、扬中普通工业 1 组、扬中普通工业组 2、扬中普通工业组

3、扬中普通工业组 4、扬中配售电公司组。

6、全市Ⅰ级实施方案：

当全市负荷缺口达到132-159万且由于地区内可预见性电

力供需缺口、机组检修以及区外来电减少等原因造成当前电网

短时（不超过 7 天）供电不足时实施。

该方案限制用户的部分生产负荷，多组多用户是为了滚动

执行，对每个用户的影响降到最小，方案Ⅰ是在方案Ⅱ实施的

基础上叠加实施的。全市参与用户 6220 户，最大可限负荷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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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具体方执行案如下。

镇江市区：市区 E 组，镇江市区 D 组，镇江市区 C 组，

镇江市区 A 组，镇江市区 1 组，镇江市区 2 组镇江市区 3 组，

镇江市区 4 组，镇江市区 5 组，镇江市区 6 组，镇江市区 7

组，镇江市区小用户组，镇江市区光伏组，镇江市区化工组，

镇江市区产业链组；

丹阳：丹阳 E 组、丹阳 D 组、丹阳 C 组、丹阳 A 组、丹

阳备用 1 组、丹阳备用 2 组、丹阳备用 3 组、丹阳备用 4 组、

丹阳备用 5 组；

句容：句容 E 组，句容备用 1 组，句容备用 2 组，句容备

用 3 组，句容备用 4 组，句容备用 5 组，句容备用 6 组，句容

光伏组，句容白名单组；

扬中：E 组、D 组、C 组、A 组、扬中市需求响应组、扬

中普通工业 1 组、扬中普通工业组 2、扬中普通工业组 3、扬

中普通工业组 4、扬中配售电公司组、扬中产业链组、扬中市

光伏组、扬中小负荷备用组。

全市轮休方案：

全市轮休方案涉及用户共有 3740 户。整个方案最大控制

负荷 84.1 万千瓦左右，方案最大可控负荷可以满足全市 69万

千瓦的轮休电力缺口。

非连续性生产应急组采用轮休方案，轮休方式共分为五

种，分别为“开六停一”、“开五停二”、“开四停三”、“开

三停四”、“开二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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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生产企业单独编组，对照“开六停一”、“开五停

二”、“开四停三”、“开三停四”、“开二停五”，分别保

留企业 85%、70%、60%、45%、30%负荷水平，企业根据实

际情况自行调整生产方式压降负荷至比例以下。具体见《2022

年镇江轮休方案汇总表及用户明细》。

具体安排如下所示：

（1）开六停一

表 7-2：轮休组“开六停一”轮休安排表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轮休 1组 休

轮休 2组 休

轮休 3组 休

轮休 4组 休

轮休 5组 休

轮休 6组 休

轮休 7组 休

连续组 压降至负荷水平至 85%以下

可限负荷 10.75万千瓦

（2）开五停二

表 7-3：轮休组“开五停二”轮休安排表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轮休 1组 休 休

轮休 2组 休 休

轮休 3组 休 休

轮休 4组 休 休

轮休 5组 休 休

轮休 6组 休 休

轮休 7组 休 休

连续组 压降至负荷水平至 70%以下

可限负荷 21.5万千瓦

（3）开四停三

表 7-4：轮休“开四停三”轮休安排表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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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休 1组 休 休 休

轮休 2组 休 休 休

轮休 3组 休 休 休

轮休 4组 休 休 休

轮休 5组 休 休 休

轮休 6组 休 休 休

轮休 7组 休 休 休

连续组 压降至负荷水平至 60%以下

可限负荷 32.2万千瓦

（4）开三停四

表 7-5：轮休“开三停四”轮休安排表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轮休 1组 休 休 休 休

轮休 2组 休 休 休 休

轮休 3组 休 休 休 休

轮休 4组 休 休 休 休

轮休 5组 休 休 休 休

轮休 6组 休 休 休 休

轮休 7组 休 休 休 休

连续组 压降至负荷水平至 45%以下

可限负荷 43万千瓦

（5）开二停五

表 7-6：轮休“开二停五”轮休安排表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轮休 1组 休 休 休 休 休

轮休 2组 休 休 休 休 休

轮休 3组 休 休 休 休 休

轮休 4组 休 休 休 休 休

轮休 5组 休 休 休 休 休

轮休 6组 休 休 休 休 休

轮休 7组 休 休 休 休 休

连续组 压降至负荷水平至 30%以下

可限负荷 53.75万千瓦

全市调休方案：

本方案是为了应对突发性电力缺口严重状况而编制的，全



26

市符合条件工业企业 6220 全部参与，只保留保安负荷，本方

案可限负荷 159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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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方案执行

为有效应对电力紧张局势，尽量减少对经济的影响，确保

《镇江市 2022 年冬季电力负荷管理方案》执行到位，特制定

冬季电力负荷管理方案实施流程。

在 2022 年错峰、避峰期间，必须坚持以下几项原则：1.

提前通知；2.通知到户；3.政令畅通；4.责任到人；5.令行禁止；

6.监督到位；7.如实记录；8.事后检查。

8.1 冬季电力负荷管理方案实施流程

1.省调对全省发用电平衡进行分析预测，并及时预测电力

缺口；

2.省调提前一天通知营销部分时段电力缺口情况；

3.省电力公司营销部安排实施方案；

4.省电力公司营销部下达执行要求；

5.市供电公司营销部在接到省公司营销部指令后，立即向

市供电公司分管领导及市发改委汇报实施原因、限电指标及执

行方案，请示同意启动应急预案；

6.市发改委在了解电力缺口状况后同意启动冬季电力负

荷管理方案并向市政府报备；督促各辖市区发改部门会同本地

供电部门（单位）共同做好电力需求保供工作。

7.市供电公司营销部分解错峰指标，向县（市）公司（营

销部）下达错峰要求；

8.市供电公司营销业务支持中心根据市供电公司营销部

下达的错峰指标及错峰要求确定错峰实施方案，并通知营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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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支持中心（计量中心）具体实施方案；县供电公司营销部根

据市供电公司营销部下达的错峰指标及错峰要求确定错峰实

施方案；各辖市区发改部门要协调好有关企业，确保冬季电力

负荷管理方案的刚性执行。

9.市供电公司营销业务支持中心（计量中心）立即通过手

机短信、终端短信，终端喊话等方式发布限电指令；督察人员

立即到执行方案涉及的用户现场督促、指导用户错峰限电；

10.电力需求保供用户在接到供电公司错峰指令后，按事

先编制内部错峰方案及时落实到位；

11.市供电公司营销业务支持中心（计量中心）密切监控

错峰用户负荷情况，对负荷管理措施未执行到位的，及时通知

督察人员现场督察；

12.市供电公司营销业务支持中心（计量中心）汇总编制

当天错峰限电日报并上报市供电公司营销部；县公司营销部编

制当天错峰限电日报并上报市公司营销部。

13.市供电公司营销部汇总编制当天全市错峰限电日报，

按照规定的要求上报省电力公司营销部，同时向市供电公司领

导及市发改委汇报当日错峰执行情况；

14.省电力公司营销部汇总编制当天全省错峰限电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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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负荷释放预案

冬季电力负荷管理方案既要最大限度地降低相关组织机

构因缺电造成的损失，又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用电需求，实

现社会效益与企业效益双赢，根据预测分析，镇江市用电情况

大致如下：

全年多个高峰时段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负荷缺口。市电力

负荷管理中心将定时、主动与电网调度、负控、95598、用户、

气象台等加强信息沟通。提前掌握电网负荷、气温变化及新增

用电负荷情况，准确掌握最新用电负荷变化的信息，并根据上

述信息及时修改、调整、落实电力需求保供措施，特别是对每

天的两个高峰时段错峰时间做出适当调整，及时通知避峰用

户，尽可能缩短避峰时间，尽快恢复用电，努力提高电力需求

保供工作的预见性、可控性和灵活性。为加强用电负荷的预测，

确保电力需求保供工作限得下、放得开、用得上，针对每日电

力需求保供工作实施情况和电网负荷变化情况，特编制不同情

况下的用电负荷释放方案。

9.1 启动《镇江市 2022 年冬季电力负荷管理方案》后的负荷

释放方案

1.由调度控制中心通知负荷管理主台，释放执行负荷管理

系统，控制负荷预案中相应轮次，由负荷管理主台对预案中的

用户下达解决控制指令，通知其恢复正常生产。调度控制中心

对专线用户相关专线合闸送电，并通知专线用户恢复正常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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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供电公司同时通知各县（市）公司实行负荷释放；

3.各地区负荷管理主台必须立即通过短信平台、电话、喊

话等形式，根据用户的重要性及用电特性对用户负荷释放到

位；

4.市公司区域供电服务中心及县公司营销部通知供电企

业责任人，并现场协助企业立即释放负荷，恢复正常生产用电；

5.镇江市负荷管理协调小组办公室会同发改委，通知高耗

能企业避峰让电，非工业企事业单位控制负荷预案用户和工业

企业非生产性控制负荷预案用户，立即释放非生产性用电负

荷，恢复正常用电。

9.2 负荷释放实施流程

负荷释放流程如下：

1.开始，省公司营销部接省调控中心负荷释放指令；

2.省公司营销部向各市公司营销部下达负荷释放指令；

3.各市公司营销部下达负荷释放指令；

4.各县（区、市）营销部及市公司相关责任部门依照方案

释放负荷——定点人员通知客户责任人，中文信息广播通知，

负控广播通知，手机短信平台短信告知，相关企业快速恢复用

电，正常生产，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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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电力需求保供保障

10.1 组织保障

2022 年电力需求保供工作将在已设立的领导组织及办公

室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网络体系，成立市级电力负荷管理中

心，下设电网调度保障组、供电系统保障组、企业端电力应急

组、后勤保障组等四个工作小组。

10.1.1 组织机构

1.电网调度保障组

成员：调度中心相关人员

2.供电系统保障组

成员：设备部、安监部、输电运检室、变电检修室、变电

运维室、区域供电服务中心等部门和单位相关人员。

3.企业端电力应急组

成员：营销部、营销业务支持中心、区域供电服务中心等

部门和单位相关人员。

4.后勤保障组

成员：办公室、人资部、汽车公司、物业公司等部门和单

位相关工作人员。

10.1.2 工作职责

1.电网调度保障组

负责安全、合理的调度与运行电网，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

式，要求全保护、全接线运行，确保电网运行安全、可靠。制

定调度系统电网保电预案和事故处理预案，开展模拟训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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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操作熟练，意外情况下能迅速恢复重要保电单位供电。

2.供电系统保障组

负责输电、变电、配电网络的安全运行、维护和管理，不

发生可以防范的外力破坏事故和人员责任事故。制定输电、变

电、配电网络保电预案和事故处理预案，确保系统安全、可靠

供电。加强电力设施保护力度，加大重要线路、关键地段巡视

频率，重要变电站安排人员值守。

3.企业端电力应急组

负责对执行电力需求保供工作的单位进行用电安全检查，

提供技术指导，协助规范管理。与执行电力需求保供工作的单

位联络、对接，并协助负荷管理协调小组办公室与电力需求保

供工作单位签定《电力需求保供工作社会责任书》，协助负荷

管理协调小组办公室对电力需求保供工作执行情况进行督察。

随时应对突发事件。

4.后勤保障组

负责电力需求保供工作期间的后勤保障工作，安排好电力

需求保供工作期间的车辆调度工作。负责电力需求保供工作期

间的新闻宣传和报导工作。

10.2 技术保障

供电公司电力调度中心和营销业务支持中心做好调度自

动化系统和负荷管理系统设备及软件的运行维护工作，确保系

统运行稳定，功能正常。

营销业务支持中心做好设备的现场巡检、开关试跳工作，

发现缺陷及时处理。对用户开关状态和执行机构进行检查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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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对于电动操作机构失灵的用户，开出整改通知单，限期整

改，保证开关能按照负控终端指令正确动作。做好现场资料的

核对工作，补充和完善系统档案资料，使机内资料与现场一致，

确保系统功率数据采集计算正确，操作准确无误。

电力调度中心和营销业务支持中心组织精干力量，24 小

时值班，做好运行管理和控制负荷工作，按照应急预案用户分

组来预设用户群组，提高操作效率。此外，要加强终端维护，

发现终端异常要及时到场检修，确保控制负荷指令在每一台终

端都能有效执行。

10.3 服务保障

10.3.1 抢修服务保障

特发性和灾害性天气及高温天气会引起电网故障增多，为

确保出现电力故障时，尽可能缩短停电时间、缩小停电范围，

及时、快速、高效地排除故障，供电服务指挥中心和抢修部门

要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

供电服务指挥中心在用电高峰期间应增加值班人员和应

急电话的数量，一旦接到故障报修来电，迅速向抢修部门传递

抢修业务，抢修结束后及时做好企业回访工作，遇到 10kV 线

路故障跳闸造成局部区域停电或变电站等电力系统故障造成

大面积停电等情况时，要迅速录制 95598网上停电信息，及时

向主管领导汇报，积极与调度部门及线路设备部门联系，了解

故障线路修复情况和恢复供电的时间等信息。

所有抢修人员必须保持 24 小时通讯畅通，随时待命，配

备必要的抢修材料和工器具，一旦出现故障，能够以最快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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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到达现场，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加快抢修速度，保证做到

“应修必修、修必修好”。遇到超出现场抢修人员抢修能力的故

障，应及时汇报，以便安排能力更强的抢修的队伍。

10.3.2 备品备件物资保障

设备部、各运行部门、抢修部门等定期分析抢修物资备品

备件库存情况，根据抢修物资备品备件储备定额，及时提出补

库计划，需上报招标的物资应及时上报招标。物资部优先安排

抢修物资的领用，简化领用手续，做到特事特办，事后补办，

尽量不影响抢修时间。

10.3.3 客户服务保障

做好人性化服务工作，协助企业共同开展电力需求侧管

理。2022 年电力需求保供管理工作必须结合年度营销优质服

务主题活动相关工作内容，凸显人性化服务理念，将电力需求

侧管理有机融入构建和谐的供用电环境工作中去，重点做好以

下几项工作：

1.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装有“电力负荷管理系统终端”企

业的电气负责人和电气值班人员开展专业技术培训，让企业进

一步掌握电力负荷管理系统终端的运行技术。

2.将排入应急预案的企业分解到人，逐户现场走访，主动

协助企业编制内部应急预案，主动帮助和指导企业做好内部应

急负荷管理工作，确保紧急情况下能够针对不同的应急事件执

行相应的负荷管理方案，更灵活高效地响应负荷管理指令，确

保企业在电力失衡时，能切实做到“快上快下”，使预案取得

实效。此外，确保与企业签订电力应急工作责任书，强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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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应急工作责任意识。

3.加强对重要场所、重要企业和高危企业供用电设施的安

全检查力度，提高应急电源管理水平，确保企业用电安全。

4.加强宣传沟通，通过普及电力需求侧管理知识、宣传应

急管理工作先进典型，消除部分企业的抵触情绪，有效提升全

社会节约用电、能效提升意识，积极争取全社会对电力需求保

供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10.3.4 信息发布保障

“公平、公正、公开”合理实施电力需求保供管理措施，

建立信息交互平台，适时通过新闻发布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

将电力供需情况、电力应急预案向社会发布。同时，通过电力

应急工作告知书将 2022 年电力需求保供准备情况及要求告知

相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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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督查方案

11.1 督查目的

为保证地区 2022 年电力需求保供工作的正常开展，及时

对应急负荷管理指标进行督查处理，促使冬季电力负荷管理方

案用户有效执行电力应急工作要求——电力供应失衡时快速

将负荷控制到位，电力供需缺口消除时立即释放用电负荷，保

证地区电网运行安全以及全社会供电秩序稳定。冬季电力负荷

管理方案启动后，将组织开展针对电力应急管理工作的督查行

动。

11.2 督查组织机构与工作职责

11.2.1 组织机构

负荷管理督查组

组长：市发改委分管主任、供电公司分管副总

副组长：市发改委经济运行处长、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

成员：各辖市区发改委

供电公司营销部、营销业务支持中心、区域供电服务中心、

电力调度中心、供电服务指挥中心、各供电所

督查组由市发改委、各辖市区发改委、供电公司等共同组

成，主要负责电力需求保供工作执行情况的检查和违反冬季电

力负荷管理方案相关企业的处理工作，协调本地区电力需求保

供工作，对实施控制负荷情况进行督查。供电公司相关用电检

查人员和供电所人员负责本区域内电力需求保供管理具体工

作，根据控制负荷操作方案和实施方案对所管区域的控制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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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进行检查和督促。

11.2.2 工作职责

1.督查组工作职责

（1）督查组人员在本地区电力应急组织机构的领导下，

负责具体检查监督电力应急控制负荷指令的执行情况；

（2）熟悉冬季电力负荷管理方案及工作流程；

（3）熟悉巡视检查区域的企业限电情况；

（4）获悉企业不执行限电操作的情况后，立即到场处理，

结果上报本地区电力需求保供工作组织机构；

（5）经电力需求保供工作组织机构授权，现场操作以控

制企业负荷。

2.督查组成员的资格

（1）受过必要的培训教育，熟悉有关政策；

（2）具备现场用电操作资格，掌握相应的操作技能；

（3）具备电力需求保供工作组织机构授予的电力需求保

供工作督查证。

11.3 督查流程

电力需求保供督查流程如下：

1.督查电力需求保供监控内容。冬季电力负荷管理方案在

负控系统内的完成情况，控制群组编制的准确性，各群组用户

资料的完整、准确性，应急值班、抢修制度的齐备度，负控系

统值班员对方案的熟悉度。

2.督查定点督察人员内容。是否明确各自定点哪个客户，

是否掌握与客户联系的沟通渠道，能否及时了解客户用电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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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用于联系的通讯工具是否保持畅通。

3.督查关键客户群客户内容。是否了解当前电力紧张的局

势，是否已根据电力需求保供要求制定内部应急预案，是否已

就内部预案落实责任人、执行人，是否了解各自的定点联系人

及联系方式；

4.汇总判定结果。如果不满足，则要求整改完善。

5.汇总督查结果。

6.接收汇报。

11.4 督查制度

1.建立 24 小时值班制度，实施电力需求保供工作期间，

督察人员必须 24 小时值班，供电公司营销部门领导必须亲自

带班。

2.督查人员对实施电力需求保供的企业进行巡视督查时

应持有督查证。

3.督查人员接受调度员、负荷管理运行人员的汇报。

4.督查组对不执行控制负荷限电的企业，应立即进行现场

处理。

5.对电力应急工作实施期间阻挠督查组行使正常督查工

作的组织机构或个人，督查人员应立即汇报本地负荷管理工作

领导小组，作进一步处理。

6.负荷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在接到督查人员报告后，经核实

准确的，可以进行相应的处罚直至授权供电部门对其实行强制

性停限电措施，强制执行可以采用在供电公司所辖电源侧操作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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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凡实行强制性停限电措施的，必须由负荷管理工作领导

小组授权恢复。

11.5 违规处理

对执行电力应急控制负荷指令不力的企业，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和《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的规定，严肃处

理，情节严重的，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停止供电，取消企业电

气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电工证、变电运行人员上岗证书以及相

关资质，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11.6 督查纪律

1.电力应急督查工作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国家法律、法

规和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供电监管条例的政策、方针以及国

家和电力行业的标准为准则，对用户的电力使用情况进行督

查。

2.电力应急督查工作人员应认真履行电力应急督查职责，

赴用户执行电力应急督查工作时，应随身携带电力应急工作督

查证，并按用电检查工作单规定的项目和内容进行督查。

3.电力应急督查人员在执行电力应急督查工作时，应遵守

用户的保卫保密规定，不得在督查现场替代用户进行电工作

业。

4.电力应急督查人员必须遵纪守法、依法督查、廉洁奉公、

遵守电力职工职业道德规范，不徇私舞弊、不以电谋私，违反

本规定者，依据有关规定给予经济和行政的处分，构成犯罪的，

报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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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定人定点督查

电力应急工作督查组和供电公司责任人采用联合督查的

方式开展冬季电力负荷管理方案用户督查行动，对正在执行冬

季电力负荷管理方案的用户，由供电公司责任人一对一定人、

定户、定点督查，一旦启动冬季电力负荷管理方案，供电公司

责任人必须在企业现场监督企业控制负荷和释放负荷，确保企

业快速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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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宣传和培训方案

为确保方案的顺利有序实施，通过媒体渠道和宣传手段合

理引导舆论导向，宣传供用电形势、冬季电力负荷管理方案，

取得社会的广泛理解和支持，平稳有序地完成用电高峰期间的

供电工作任务，做到不发生媒体投诉事件，构建和谐的供用电

环境，制定宣传、培训方案。

12.1 宣传目的

镇江市 2022 年冬季电力负荷管理方案宣传工作紧紧围绕

“电网安全、社会稳定、适应发展、满足需求”的中心任务，

通过认真分析系统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影响电力供需平衡的状

况，科学、客观地预测供需形势，适时采取有力的电力需求保

供和供电服务措施，保障全市供电稳定、有序，满足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通过宣传，正确引导舆论导向，号召社会各界

支持和配合做好电力需求保供工作，鼓励科学用电、合理用电、

节约用电，营造全社会和谐的供用电环境。

12.2 宣传组织体系

成立以镇江市能源保供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为主体的宣

传工作组织体系，具体宣传工作由市委宣传部统筹，市文广集

团、网信办、网监办、镇江日报社等分工负责。镇江供电公司

同步成立负荷管理宣传工作小组，由镇江供电公司副总经理担

任组长，小组成员由镇江供电公司党委宣传部、营销部、电力

调度中心、发展策划部、法律事务等部门成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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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宣传工作

宣传工作分为四个阶段：1.宣传准备阶段；2.广泛宣传阶

段；3.用电单位分类分层次宣传阶段；4.落实实施宣传阶段。

12.3.1 宣传准备阶段

1.成立宣传机构、拟定宣传工作计划。负荷管理协调小组

办公室设立专人负责领导宣传工作，镇江供电公司设立专人负

责错峰限电的宣传工作，在镇江市负荷管理协调小组的领导

下，全面负责宣传方面的有关工作；

2.召开相关部门和县公司宣传工作会议、部署 2022 年电

力需求保供宣传的准备工作。要求发改系统、电力系统各有关

单位广泛发动人员，深入用电单位，要求根据各用电单位的性

质不同，执行不同的错峰方案；

3.开展群众宣传。由市电力负荷管理中心专人编写电力需

求保供宣传稿和宣讲提纲发至宣传部门，广泛动员社会各界支

持电力需求保供工作，使群众了解保供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

4.供电形势的宣传。主要宣传受新冠疫情、国际形势、能

源转型等因素影响，电力供应将全面趋紧，预测 2022 年，全

省电力供应将呈现冬季高峰存在硬缺口（800~1100万千瓦），

部分时段存在小幅缺口。因此全时段供电紧张可能成为常态，

电力需求保供不再限于夏冬用电高峰时期，将作为常态化手段

来保障电力供需平衡；

5.电力应急工作必要性宣传。为应对可能存在的电力供应

不平衡情况，实现“电网安全、社会稳定、适应发展、满足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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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目标，开展电力需求保供工作的必要性，号召全社会积

极参与，主动作为，充分利用好有限的电力资源，齐心协力做

好电力需求保供工作；

6.电力应急预案的宣传。主要宣传我市冬季电力负荷管理

方案。这些方案的实施需要用电单位主动、积极的配合，如此

才能最大程度地满足用电单位的用电需要，将影响降到最低；

7.居民错峰方法及节约用电的宣传。主要鼓励居民参与节

电、错峰用电、降低电费支出等；

8.建立电力需求保供工作信息网站。利用网络宣传电力需

求保供的目的和意义，及时上传电力需求保供的信息，安排专

人负责网站的更新；

9.制作宣传材料。制作电力需求保供工作宣传片、电视媒

体专题采访、宣传资料，编写电力需求保供宣传稿、宣讲提纲、

节电技术宣传资料，广泛动员社会各界支持电力需求保供工

作，使群众了解有序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2.3.2 广泛宣传阶段

1.由市发改委牵头，召开各辖市区电力应急专题工作会

议，各辖市区政府主管部门、供电部门参加，宣贯电力需求保

供工作文件，通报镇江市的供用电形势，布置电力需求保供工

作；

2.根据批准的冬季电力负荷管理方案，召开市迎峰度电力

需求保供新闻发布会；

3.通过供电流动服务车以及电力展示厅进行全方位宣传。

结合节能宣传周、科普宣传周活动，供电服务车深入市民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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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小区开展供电服务的同时，宣传节约用电和电力需求保供

的知识，通过电力展示厅，系统地让参观者了解电力供应的原

理以及加强需求侧管理的意义，了解电力供需平衡的情况。

12.3.3 用电单位分类分层次宣传阶段

1.分类分层次召开用电单位电力需求保供工作会议。根据

2022 年市政府批准的电力应急预案，召开迎峰度新闻发布会，

召集客户，分类、分地区召开迎峰度动员、电力需求保供工作

会议，布置电力需求保供工作，下发一系列电力需求保供工作

文件，让用电单位认清形势，清楚做什么，怎么做。

2.走访各重点单位。上门宣传电力供需形势和有效处理措

施，争取得到这些单位的理解和认可。

3.加强客户宣传培训工作。重点宣传电力应急预案，培训

客户，使其能够制定内部电力应急预案，独立执行限电操作、

负荷释放操作及调荷措施，加强与有序督查人员配合等。进一

步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帮助和指导广

大电力用户科学用电、合理用电、节约用电，鼓励用户积极支

持和参与到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中，提高能源利用率，充分利

用好有限的电力资源，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电网安全、社

会稳定、适应发展、满足需求”的目标；

4.走进社区宣传科学、合理、节约用电。发放宣传册，呼

吁居民避峰用电、削峰填谷，缓解电网压力，利用经济杠杆调

动居民参与错峰的积极性。

12.3.4 实施宣传阶段

1.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根据天气和负荷变化情况，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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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上做好形势宣传工作，为保障经济社会的发展，营造一

种良好、和谐的供用电氛围；

2.加强负荷管理信息发布工作。在用电高峰期间，坚持日

报制度，设专人编制，每日向省电力公司、市委市政府、市发

改委汇总报送用电高峰期间用电日报，内容包括：全市日用电

情况、错峰限电情况、95598报修受理情况、电网运行情况，

方便领导及时掌握供用电信息，以施行正确决策。同时，在供

电公司对外电力需求保供网站上实时发布电力需求保供信息，

便于客户合理安排生产，降低影响。

12.4 培训方案

12.4.1 培训组织

供电公司成立培训领导小组，由分管副总任组长，人力资

源部主任、营销部主任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由公司人力资

源部、营销部、营销业务支持中心、电力调度中心、区域供电

服务中心相关人员组成。

12.4.2 培训内容

主要培训包括：

1.电力需求保供工作相关工作要求及文件学习；

2.冬季电力负荷管理方案、预案实施操作流程学习和演

习；

3.负荷管理系统喊话、信息发布等相关功能培训；

4.负控值班人员相关值班及技能培训。

12.4.3 培训对象

培训对象：负控运行人员、现场督查人员、电力用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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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现场调查人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