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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安徽省
产权交易中心受安徽省投资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委托，对其所持有的进行
公开挂牌转让。具体公告如下：

转让方承诺本次产权公开交易
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因此本
次公开交易不存在任何障碍，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
虚假陈述或严重误导，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一、转让标的企业基本情况(详
见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网站www.
aaee.com.cn)

1、转让方：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安徽省皖投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34%国有股权；

二、转让标的企业股权构成情况
安徽省投资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34%股权
合肥民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51%股权
程 艳 江（ 经 营 层 代 表 ）

15%股权

三、内部决策、行为批复情况(详
见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四、转让标的企业资产评估备案
情况(详见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五、受让方基本条件(详见安徽
省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六、公告期限：自公告之日起20
个工作日（2012 年 11 月 2 日至
2012 年11月29日）。

七、挂牌价格：人民币1770.74
万元。

八、受让登记(详见安徽省产权
交易中心网站)

九、交易方式(详见安徽省产权
交易中心网站)

十、特别事项说明(详见安徽省
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十一、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徐姗姗
联系电话：0551—2871617
传 真：0551—2871600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日

安徽省皖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34%股权

转让公告

“工程在淮南境内途经潘集区和大通区，淮南

境内线路长约41公里。整个工程在淮南境内总投

资大约近26亿元，应该在明年年底前可以完工。”

说这番话的人叫席照才，一个标准的“80后”

小伙子。他是淮南电力公司基建部特高压项目办

的一名工作人员，也是“项目办”三名成员中最年

轻的一位。

“说句心里话，调来电力公司基建部时，还真

的没有料到实际工作会如此的辛苦，确实有点估

计不足。”对于工作的压力，席照才坦言自己感到

很累，但又感到很甜。

“我们基建部主要负责的是地方的一些民事

协调之类的。图纸上的基杆塔画在哪，我们就要

赶到哪，无论刮风下雨或是大雪封门。每一个基

杆塔的建设，都要通过无数次的协商和交流，最终

才能顺利浇筑。基本上要搞定一个地方，两个月

的时间不算多的。而具体要跑多少趟，没人数过，

反正就是用脚踩出来的路。”

“还有，我们的一个老同事，口袋里天天装着

一大堆药，却从不肯休息一天，让人看了真的很感

动。作为具体工程中的‘先锋部队’，每一次具体

的协商和沟通都是一次考验，但能够参与到这个

项目中来，对我来说，是值得记忆一生和自豪的。”

脚底反复量出的41公里路径

在淮南电力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吴克良的案

头上，记者看到了一份标注为第51期的“皖电东

送工程建设周报”。周报上载明，在淮南的1标段

84基杆塔，已经完成浇筑82基，正在施工的有2

基。而淮河大跨越的南北岸锚塔已组立完成，跨

越塔也正在顺利组立中。

“工程顺利完成后，无论是对淮南还是全省来

说，都是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吴克良随手拿来一

个计算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现在的煤价低的大概600元一吨，发1度电

大约要300克煤，而淮南今年1至9月份的煤炭产

量是6730万吨；特高压线路完工投入使用后，一

年至少可以往外输送327亿千瓦时的电；特高压

线路功率损耗是500千伏线路的十六分之一，每

年可减少4.26亿千瓦时的损耗，等同于减少排放

二氧化碳33.2万吨。”

“我省煤炭资源总量约占华东地区的一半，而

两淮占全省的99%左右。要是把煤运出去，往往

运输成本比在煤矿买煤的费用都高。变输煤为输

电，这一工程每年可向‘长三角’减少21万节车皮

的运输压力。”

淮南市发改委能源办负责人张全红告诉记

者，在特高压线路完工后，淮南经济中，电力贡献

值将大幅上升，而每年几十个亿的增收也将会

让GDP上升 4到 5个点。“不仅如此，特高压的

建成和使用，也会进一步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降低成本，最大限度地达到节能减排。”

特高压线路背后的GDP变化

“皖电东送”工程是国家“十一

五”电力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优化华东地区能源资源配置的一

项重大战略。主要网架工程包括：东

通道工程、中通道加强工程、西通道工

程、宣城-富阳省际联络通道、皖南-苏

南省际联络通道以及1000千伏淮南-

浙北-上海特高压交流输电工程

等。其研究和具体实施过程经受了

时间的检验。

我国首条同塔双回路特高压交

流输电工程——“皖电东送”工程西

起安徽淮南，经皖南、浙北到达上海，

线路全长 656 公里，共有 1421 座铁

塔，整个工程计划 2013 年底建成投

运。工程建成后，每年将能输送超过

500 亿度电，相当于为上海新建了 6

座百万千瓦级的火电站。

新闻链接

畅通电力大动脉 构筑华东能源库
星报记者走进我国首条同塔双回路特高压交流输电工程——“皖电东送”

10月29日上午，位于淮河岸边的淮南市潘集

区高皇镇闸口村，一座座高大的铁塔矗立在烟雨

之中，壮观中透露出几分神秘。经过数小时的颠

簸，记者站在了这世界上首条1000千伏同塔双回

交流特高压输电线路皖电东送工程淮河大跨越塔

北岸的几座锚塔下面。

再次徒步数十分钟后，记者来到了位于淮南

市西北15公里的平圩镇淮潘公路东侧，皖电东送

淮南—上海1000千伏交流特高压输变电示范工

程的起点就在这里。

华东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具

活力的地区之一，用电需求大，但能源

匮乏。受环保、土地、岸线等资源的制

约，火电厂建设困难。随着经济的快

速发展，电力供需矛盾一直十分突出。

“特高压将成为破解浙江缺电困

局的关键。‘皖电东送’淮南-浙北-上

海特高压交流输电示范工程是保障华

东东部地区电力可靠供应的重要电

源，也是解决华东电网500千伏短路容

量超标的重要手段。”淮南市发改委总

工程师魏耀平告诉记者：“与其他输电

线路工程相比，‘皖电东送’可节省走

廊宽130米，大大节省用地，充分利用

华东地区走廊和跨江点等稀缺资源。”

“预计到2015年年底，我省特高

压交、直流线路将达到3959千米，届

时，华北-华中-华东特高压同步电网

初步形成,安徽也将因此逐步实现由

电力输出省向电力枢纽省的转变，成

为华东能源基地。”淮南市发改委重点

办负责人王玉虹表示：“可以预见，一

系列特高压交、直流输电工程建成后，

我国电网优化配置资源能力和安全稳

定水平将大幅提高，电力实现大规模、

远距离、高效率输送，为实现我国能源

的长期、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

坚实的保障。”

奠定我省华东能源基地地位

长江大跨越工程是整个皖电东送

工程的关键性工程。自2011年12月

13日开工建设以来，工程建设按里程

碑计划正点运行。2012年 5月16日

完成基础工程，7月10日，长江大跨越

南岸跨越塔开始组塔，至10月29日，

圆满完成了长江大跨越南岸跨越塔主

体结构安装。

“长江大跨越用了111天，对我们

来说是一个鞭策和激励。为了避免出

现工程相互等待的问题，我们淮南境

内的所有与工程相关的工作都在同步

进行。”吴克良告诉记者：“按照计划，

在明年底，完全可以完工。”

“这个工程在淮南属于‘双十工

程’之一。”王玉虹告诉记者：“在淮南

境内的工程是淮南的第一号工程，市

里领导每过几天就要过问工程情况。”

确保按期完成达到放线条件

淮河大跨越塔效果图

建设中的基杆塔

记者 雷强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