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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 为高效推进防诈反诈工作，中国

电信西藏公司通过 IMS 防诈骗系统建设和应用，

不断提高不良语音智能分析系统监测处置效率

和拦截精准性，并在此基础上新增了异常开卡、

异常补换卡、高危渠道/套餐等 11 个模型，公司防

诈技术能力持续提升。

据悉，中国电信西藏公司通过前移防范关

口，在严格落实入网实名制的基础上，强化登记

信息动态复核，对异常开卡、异常使用、上级通

报、涉案关联等疑似涉诈号码落实实人动态复核

机制，完成了全区 289 个营销渠道代理商“断卡”

行动承诺书补充协议的签订。数据显示，中国电

信西藏公司防诈态势自 4 月开始呈现三个月连

降，尤其是诈骗电话被举报情况 6 月环比降幅明

显，达到-71%。

于此同时，中国电信西藏公司加强宣传引

导，全面提升反诈意识。公司对外安排部署防诈

公告统一上墙进行公示，并安排制作台卡、手册

到厅店，对境内外疑似诈骗电话开展持续短信提

醒。通过营业厅显示屏、公益短信、公众微信/微

博号、抖音进行全方位、全手段防诈宣传。截至 6

月，通过“中国电信西藏公司微厅”推送防诈宣传

累计达到 23 条，通过“中国电信西藏客服”微博推

送防诈宣传累计达到 90 条，推送防诈公益短信

440.95 万条。此外，中国电信西藏公司对内还持

续常态化开展包括合作方在内的全员培训，通报

典型违规案例，严明规矩要求，将员工防诈宣传

教育嵌入到一线员工的各类培训会和例行晨会

等环节中，进行反复宣传，全区群众的反诈识诈

意识和能力得到了大幅提高。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中国电信西

藏公司也走过了 70 年风雨历程。70 年来，中国

电信西藏公司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传承红色

电信基因，坚守“人民邮电为人民”的初心使

命，克服高寒缺氧，跨越高山峡谷，穿越无人

区，凿开冻土层，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通信建设

奇迹，实现了西藏从“通信能力落后”到“西部

平均水平”到“信息化”再到“云网融合”的大跨

越，创造了现代化信息新生活飞入寻常百姓家

的历史奇迹。

70年峥嵘岁月
西藏通信走上发展快车道

追忆往昔，一份关于“中国电信西藏公司一

路从无到有，实现大跨越”的通信简史在眼前徐

徐展开。和平解放时，“西藏和平解放”的消息

曾通过通信工作者发出的电波传递到高原的各

个角落。1978 年，中国电信西藏公司确立了“以

卫星通信为突破口，带动全区电信网的技术进

步，促进全区通信上规模、上档次”的发展战略，

缩小了长期以来西藏通信与世界通信的技术鸿

沟。1993 年，拉萨开通移动电话，西藏开始步入

移动通信时代。1998 年，全长 2754 公里的国家

重点工程“兰西拉”光缆开通，一举结束了西藏

打电话难的历史，标志着我国“八横八纵”干线

光缆网的全面建成，创造了世界通信建设史上

的奇迹。

历史的脚步驻留在千禧之年，公司制、企

业化的运行模式为西藏通信事业插上了强劲

翅膀。2001 年，细细的光缆延伸到遥远的阿里

地区，结束了我国最后一个地市不通光缆的历

史。2008 年 6 月 12 日，中国电信集团西藏自治

区电信公司正式挂牌成立。2009 年，天翼 3G

登顶世界之巅，开通墨脱光缆，实现“县县通光

缆”“乡乡通电话”。2016 年，西藏所有县及以

上城区 100%全光网覆盖，西藏阔步迈入“全光

网时代”。2019 年，西藏实现 4G 乡通率、光宽

乡通率、国道 4G 覆盖率三个超九目标。2020

年，天翼 5G 直播引领时代发展……一个又一

个瞩目的成就，不断将西藏通信事业推向发展

的快车道，中国电信西藏公司正以全新的姿态

努力实现央企责任新担当、综合实力新跨越、

核心能力新突破。中国电信西藏公司云网运

营部负责人表示，中国电信西藏公司将以客户

为中心，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努力打造一支一

流专业化维护队伍，争做全区领先的综合智能

信息服务运营商。

据了解，中国电信西藏公司自承接第五批、

第六批普遍服务试点建设任务以来，完成了 239

个行政村和 38 个边疆点位覆盖任务，点亮了

239 个行政村、38 个边疆点位。430个行政村正

在建设中，57个边疆点位正在建设中。无论是玉

麦乡两姐妹的村落里，还是驻守边疆战士的军

营中，中国电信网络信号犹如燎原的星星之火，

将数字中国和网络强国的战略国策持续覆盖到

全区上下每一寸国土、每一个角落。

助力西藏通信建设
为经济社会插上腾飞的翅膀

20 世纪 90 年代，为了进一步支援西藏地区

的经济发展，原邮电部决定以军民共建方式，建

设兰州经西宁到拉萨的“兰西拉”光缆干线。“兰

西拉”光缆全长 2754公里，被称为“八纵八横”光

缆网建设中施工难度最大、条件最艰苦的一项

工程。1997 年 6 月，三万多名解放军官兵及邮

电基建战线的员工们，义无反顾地奔赴青藏高

原，面对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和恶劣的高原

环境，光缆建设者们以坚强的信念和超常的付

出，终于在 1997 年 9 月 15 日将“兰西拉”光缆建

成贯通。“兰西拉”光缆的建成，创造了通信建设

史上的奇迹。

随着西藏、云南两地的经济迅猛发展，用户

对电信业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对光缆的带宽、质

量和安全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确保西藏

的通信能力和网络安全，中国电信西藏公司决

定建设昆明—拉萨光缆工程。该工程是对“兰

西拉”进出藏光缆工程的补充，光缆线路全长

2500 多公里，尽管光缆建设线路周边环境复杂，

灾害频繁，但光缆建设者不畏艰险，勇于挑战困

难，光缆最终于 2003 年 10 月全线建成开通。该

光缆的建成，结束了多年来西藏出省单链一断

全阻的历史，完善了网络结构，提高了通信保障

能力，对促进西藏、云南两地的经济发展与文化

交流，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西藏和

平解放 70 周年，也是中国电信开启新征程、全面

实施云改数转战略的关键之年。回顾西藏电信70

年的风雨历程，中国电信西藏公司一路走来，不断

推陈出新，时刻践行“人民邮电为人民”的初心和

使命，继承和弘扬“听党指挥、信念坚定、一心为

民、变革创新、崇尚科技、安全畅通”的红色电信精

神，不断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展望未来，中国电

信西藏公司将牢记使命，守正创新，切实履行好央

企政治、经济、社会三大责任，始终践行数字中国和

网络强国战略目标，打造中国特点、西藏特色的“云

端上的信息之路”，让高原人民享受信息化改革发

展红利，启航新征程、扬帆再出发。

牢记职责使命
肩负通信保障大任

2015 年 4 月 25 日 14 时 11 分，山崩地裂，江

河呼啸，比邻西藏的尼泊尔发生 8.1 级强烈地

震，日喀则市聂拉木、定日、吉隆等多县受损严

重。在这危急时刻，中国电信西藏公司快速反

应，迅速行动，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集结

力量，震后 20 分钟第一批救援车辆紧急开赴灾

区；第一时间为抗震救灾搭建应急通信设备，提

供有力通信支撑；第一批抵达震后“孤岛”——

樟木，第一个传回了樟木的消息；第一时间为受

灾百姓开通免费“报平安”电话；第一时间开展

安置点通信服务工作，第一个开展送饭送水送

真情志愿服务。然而，这支创造了六个“第一”

的应急通信队伍却是最后从灾区撤离的通信保

障队伍，她无愧于“铁军”的称号，无愧于央企的

责任和担当。

2018 年 10 月 11 日凌晨 4 点左右，西藏昌都

市江达县波罗乡发生山体滑坡，涉及 8个乡的通

信受阻。灾情发生后，中国电信西藏公司立即

召开专题会议，成立应急通信保障小组，安排部

署通信抢修保障工作。同时，于 10 月 11 日上午

从昌都派出应急战备车、两名维护人员，携带抢

险设备、器材，第一个到达江达县波罗乡，开展

应急通信抢险工作。

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庆祝大会期间，中国

电信西藏公司勇担重任，为这一盛大活动提供

了坚强的通信保障。据了解，中国电信西藏公

司早在 7 月中旬就提前部署庆祝大会现场调测

和设备检测各项准备工作，针对重点区域进行

了基站扩容、调整、板件更换等优化工作，并对

拉萨 44 个重点基站每天至少进行 3 次巡检。同

时，为保障中央代表团在西藏期间的其他活动

顺利进行，公司还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等 9个重

点区域，共出动 4辆应急车，现场维护车两辆，共

出动人员 20 人，有力维护了此次大庆活动重点

区域的通信稳定。中国电信西藏公司在大会期

间确保了全网网络运行平稳，网络质量指标整

体保持优秀，确保了布达拉宫广场等重点保障

区域网络安全稳定运行，为此次庆祝大会的通

信保障工作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西藏电信将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信息生活的需求，不

断助力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70 年前，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实现和平解放。7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制度实现历史性跨越，经

济社会实现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城乡

面貌今非昔比。

电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现代人类文

明和社会进步的象征。西藏的电力事业作为基

础性行业，与西藏经济社会一样，70 年来走过了

一条波澜壮阔、跨越发展之路。

一、开启新西藏电力事业前行
的航帆

旧西藏时期的拉萨北郊，曾建有一座 125 匹

马力（92 千瓦）小水电站，只能为极少数上层贵

族供电。后因备品备件和管理技术等原因，在和

平解放时，电站已处于停运报废状态，西藏可以

说基本无电。和平解放伊始，为加快新西藏建

设，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

出批示，中央安排专款并派出工程技术人员进

藏，于 1956 年 7 月和 10 月先后建成了 660 千瓦的

拉萨电厂（即新建的夺底电站）和装机容量 80 千

瓦的日喀则火力发电厂（柴油发电机）。

1958 年，国家“二·五”计划重点工程——被

誉为“拉萨河畔的夜明珠”的纳金电站，在谭冠三

等十八军将领战士和来自全国 16 个省市的工程

技术人员、藏汉工人及当地群众的一镐一锨中开

工建设。纳金电站装机容量为 7500 千瓦，1960

年首台机组向拉萨送电，1965 年 6 台机组全部建

成，为西藏自治区成立献上了一份厚礼。

纳金电站的建成发电，彻底结束了拉萨人民

用松明子和酥油灯照明的历史，更开启了社会主

义道路和制度下西藏电力工业起航发展的奋进

之路。“为啥树杆立在路旁，上面布满了蜘蛛网？

电线杆子行对行，纳金日夜发电忙，接起线来家

家亮，拉萨日夜放光芒……”，这首脍炙人口的藏

族民歌《逛新城》，生动描述了拉萨人民第一次用

上电的喜悦心情。

1965 年，西藏自治区成立，西藏电力事业进

入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全面发展的峥嵘岁月。

在党中央的关怀下，电力战线全体干部职工艰苦

奋斗、顽强拼搏，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建成了拉萨

火电厂、山南沃卡电厂等一批具有历史代表性的

电力工程项目，初步形成了西藏的电力工业体系。

二、在改革开放中奋力推进西
藏电力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的春

风吹暖了雪域高原，特别是中央陆续召开第一次、

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历史性开创了专门研究

谋划西藏工作的新机制，明确了西藏电力发展的

思路和支持西藏电力发展的重大项目等新举措。

西藏电力部门充分利用国家支持政策，一方

面利用西藏独特水力资源禀赋加快各地小水电

开发建设。一方面积极探索、创新思路，创造性

的开发建设了羊八井地热试验电站，不仅极大地

改善了电源结构，弥补了水电冬季枯水发电能力

不足的缺点，而且填补我国地热发电的空白，在

我国地热开发利用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针对我区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对电力需求的快速增长和缺电矛盾的

特殊困难，中央投巨资修建羊湖抽水蓄能电站

（简称羊湖电站）。羊湖电站装机容量 9 万千瓦，

投资 18 亿元。1997 年羊湖电站建成，不仅彻底

解决了拉萨长期冬季缺电的矛盾，而且促进了拉

萨与山南、日喀则三地市电网联网和电力装备技

术的升级。作为主力电厂，羊湖电站在以后的近

十年间，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电力

保障。羊湖电站是党中央送给西藏人民的又一

份厚礼，在西藏电力发展史上成为了一座丰碑。

进入二十一世纪，伴随着昌都金河水电站、

阿里狮泉河水电站、拉萨直孔水电站、林芝雪卡

水电站和老虎嘴水电站等一批骨干电站建成以

及各级小水电的建设，西藏电力装机规模由 1980

年的 5.38 万千瓦增加到 2010 年的 65.35 万千瓦，

增长了 11 倍多，全社会用电量由 1.38 亿千瓦时

增加到 20.41亿千瓦时，增长了近 14倍。

电网随着电源的建设同步发展，由初期一个

电站带一个独立小电网，到地区之间电网互联、

电压升级，拉萨电网由 35 千伏提升到 220 千伏，

形成了联接拉萨、山南、日喀则、林芝、那曲五地

市的藏中电网。

特别是，2011 年 12 月，青藏联网工程建成投

运，西藏电网从此联入了全国电网，结束了长期

孤网运行的历史，藏中地区的缺电矛盾得到极大

缓解，成为西藏电网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西藏的电力体制遵循电力工业发展规律，经

历了由各地市、各县分散管理逐步改革规范到全

区统一管理，最终实现西藏电力公司由国家电网

公司控股 51%、西藏政府参股 49%的现代化企

业。西藏电力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三、奋进新时代，西藏电网建设
实现历史性跨越

西藏电力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由于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对用电需求的大幅增长，特别是

西藏电源结构单一性以及电网发展的滞后，供电

区域性缺电和季节性缺电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以水电为主的电源结构在冬季枯水期来水减少，

发电能力大幅下降，形成巨大的电力缺口，特别

是各县城电网，几乎无电可供。西藏电网没有与

全国联网，冬季得不到相邻省区电力支援，同时

夏季富余的水电在区内无法消纳，造成弃水弃

电。全区电网覆盖面不足，大多数县、乡区域电

网没有联入主电网，运行不稳定，供电没保障，极

大制约了农牧区生产发展和农牧民生活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关怀西藏发展。国家

电网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积极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经过深入研究和不断探索，准确把握电力发

展规律和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紧紧抓住中央

加大支持西藏发展的历史机遇，确定了以加快电

网建设，通过与全国联网和全区电网互联互通，

充分发挥电网汇集配置电力、调节余缺和互济功

能为主要途径，同步推动区内大型水电站建设，

增强供电支撑保障能力，从根本上解决西藏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用电需求的电力问题。这

是西藏电力发展思路的重大战略性转变与突破，

从此，西藏电网发展进入了历史性跨越新时期。

2014 年 11 月，川藏联网工程建成投运，西藏

昌都电网联入了四川电网，结束了昌都电网孤网

运行的历史。

2018 年 11 月，藏中联网工程建成投运，实现

了藏中电网与昌都电网联网，西藏电网一步迈入

了 500 千伏超高压大电网时代。通过与青海、四

川电网的联网，西藏电网的供电保障能力、安全

运行水平大幅提升。

2020 年 12 月，阿里联网工程建成投运，将全

国大陆地区最后一个地级行政区接入全国大电

网，实现了西藏统一电网建设和大电网对全区

74 个县区和主要乡镇全覆盖的目标。至此，一

个现代化的电网已然屹立在世界屋脊。

在这一时期，随着实施“户户通电”、农村电

网升级改造和边境小康村电网建设工程等，广大

农牧民群众“油灯换电灯”，实现了由“用上电”到

“用好电”的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电网飞速发展，走过

了内地兄弟省市电网 20 年、30 年的发展历程，实

现了追赶与跨越，创造了电网发展奇迹。与此同

时，西藏清洁能源开发步伐加快，藏木电站、旁多

电站、加查电站、大古电站等一大批大型水电站
和遍及全区的光伏电站相继建成，西藏形成了以

水电为主，光伏、地热、风电互补的综合能源体

系，不仅彻底解决了我区的用电问题，而且从

2015 年起，夏季丰水期富余清洁电力实现了外

送。截止到 2020 年底，我区电力装机容量达到

394.73 万千瓦，是 2010 年的 6 倍；最大发电负荷

174.68 万千瓦，全社会用电量 82.45 亿千瓦时，分

别为 2010 年的 4.6 倍和 4 倍。累计外送电量 66

亿千瓦时。电力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

安、为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水平、为全面

打赢脱贫攻坚战和服务我区强边固边作出了积

极贡献。

四、西藏电网发展充分体现了
我国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西藏和平解放 70 年来，历届中央领导都非

常关心西藏。党中央先后召开七次西藏工作座

谈会，制定西藏工作方针政策、明确支持西藏发

展的重大举措和项目安排。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西藏工作提高到了党和国

家全局工作的新高度，对西藏工作作出了一系列

重要指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做好

西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主持召开中央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特别是今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西藏视察，

对西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西藏发展注入了强

劲动力。

西 藏 电 力 发 展 始 终 得 到 了 中 央 的 亲 切 关

怀。从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的夺底电站、纳金电站

到改革开放时期的重点项目羊湖电站、阿里狮泉

河电站，从西藏电力体制改革到 4 条“电力天路”

工程项目，无不凝聚着中央领导的特殊关怀。在

西藏电力体制上划国网公司控股管理前，西藏电

力项目建设资金由国家全额拨款，直至现在，西藏

电网项目建设仍由国家发挥主渠道投资作用。国

家有关部委在各个历史时期专门研究西藏电力发

展，形成了支持西藏电力发展的一系列意见和举

措，筹集安排项目资金，组织专家技术人才援藏。

特别是在 2009年至 2013年缺电严重时期，安排中

央补贴 30多亿元用于燃油发电，组织电力央企支

援建设燃油发电厂以缓解缺电矛盾，确保了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基本用电需求。

国家电网公司坚决贯彻党中央治藏方略，把

支持西藏电网发展、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维

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维护国土安全、打赢脱

贫攻坚战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在电网项目资金、

人员技术、工程建设管理等方面全方位支援西

藏，2007 年以来累计投资 727 亿元，派出 3415 名

援藏技术人才赴藏工作，举全公司之力、不计成

本、不计代价，突破生命禁区，攻克高海拔特殊自

然环境输变电工程建设难题，先后建成 4 条“电

力天路”。这些超级电网工程，创造了世界电网

建设奇迹。总书记心系牵挂的山南玉麦乡于

2018 年初通上了大网电。2021 年 2 月，国网西藏

电力有限公司农电工作部被党中央授予“全国脱

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

自治区党委政府十分重视和支持西藏电网

发展，主要领导亲自向国家部委沟通汇报、协调

落实重大电网项目和资金，给予建设用电、属地

协调、电价财税政策等支持，为电网建设创造了

良好的条件。

一代又一代西藏电力人传承发扬“老西藏精

神”和“两路”精神，攻坚克难、顽强拼搏，如期完

成电网发展目标任务，不负历史赋予的使命。

五、谱写新时代电网发展新篇章

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亲临西藏、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看

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和党中央对西藏的关心

关怀，全区各族人民无比欢欣鼓舞。西藏电力和

其他各行各业一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肩负

着新的历史使命，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西藏工作要全面贯彻新

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正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加

强边境地区建设，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

件大事，在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上不断取得新成就，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

和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国网西藏电力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决贯

彻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和新时代党

的治藏方略，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

件大事，认真落实国家电网公司“一体四翼”发展

布局，充分发挥“六个力量”，服务西藏工作大局，

推动西藏清洁能源创新发展，加快西藏新型电力

系统示范区建设，为践行双碳行动作出西藏实

践、打造全国样板，更好的服务碳达峰碳中和，再

创西藏电网发展新辉煌，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新西藏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为西藏政府参事）

一条波澜壮阔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电网发展历程回顾

刘晓明

使命在肩 启航新征程
——中国电信西藏公司助力我区通信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电信西藏公司

深入开展防诈反诈工作

图为中国电信西藏公司职工在高空架设光缆。

图为中国电信西藏公司职工在修建光缆。 （图文均由中国电信西藏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