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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江 河 写 春 秋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建院６０周年纪实

邱　云
（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７２）

　　光阴荏苒，弹指一挥间，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
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院”）从

１９５５年 １２月建院至今，已在风雨中走过了 ６０
年。一个甲子的艰苦奋斗，几代人的努力拼搏，创

造了辉煌业绩，为国家的水电建设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在迎来６０周年华诞之际，我们永远铭
记为成都院创下基业的前辈以及支持、关心与帮

助成都院的领导和朋友。

鸿鹄冲天，志在高远。成都院秉承“贡献国

家、回报社会”的价值理念，追求和建立人与自

然、工程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为世界清洁能源工程与基础设施、环

境工程的恢弘发展谱写了绚丽篇章。六十载光辉

岁月，印证了成都院一路激情洒大地、满天风雨化

彩虹，忠实履行企业责任、推动社会和谐进步的铿

锵步伐。欣逢盛世，展望未来，我们豪情满怀，立

志为今后改革发展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忆往昔峥嵘岁月　艰苦创业
１．成都院，因水而生
１９５０年，新中国刚满一岁，百废待兴，对能源

的需求迫在眉睫。长寿龙溪河，因地处战争后方，

开展水力调查较早，被誉为我国“水电工程师的

摇篮”，走出了张光斗、林元惕等一批水电元老，

成都院不少老工程师也曾在此工作过。这一年，

就在龙溪河边，一名为中央燃料工业部西南水力

发电工程处的机构横空出世。１９５３年初夏，中华
大地显露勃勃生机，该发电工程处以勘测与技术

科为基础，在长寿成立西南水力发电勘测处，成为

成都院肇始的开端。彼时职工仅２５１人，次年移
址重庆大坪。１９５５年，勘测处扩组为成都水力发

电勘测设计局。自此，一个因水电而生的设计机

构诞生在“世界水力大宝库”的西南大地。１９５７
年，成都院迁址青羊宫送仙桥。

６０年来，成都院三番分合，三易驻址，多次更
名，先后隶属于电力工业部、水利电力部、能源部

水利部、国家电力公司、水电顾问、中国电建，历经

创业、发展、开拓与转型时期，成为新中国发展历

程的缩影。时代风云的洗礼，漫漫征程的磨练，造

就了一代又一代成都院人对水电等能源事业锲而

不舍、执着追求的坚韧品格。“沧海横流，方显英

雄本色”，从巴山丘陵到云贵高原，从四川盆地到

世界屋脊，从广袤国土走向五湖四海，在险峻的峡

谷之中，在咆哮的激流之畔，在地球村的每个角

落，成都院人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谱写征战江河

的凯歌，播洒能源事业的火种，无愧为当代普罗米

修斯。

２．走出龙溪河
建院之初，尚处“幼年”时期的成都院即投入

龙溪河开发建设工作，人员不足、资料缺乏，困难

重重。成都院人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经过新建、

复建与改扩建，最终建成狮子滩、上硐、回龙寨、下

硐４个梯级水电站，形成龙溪河梯级最终规模。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水电建设的第一批成果，龙溪

河也是全国第一条流域综合开发河流。“艰难困

苦，玉汝于成”，成都院以狮子滩为起点，奠定人

才与技术基础，为后来的腾飞插上了翅膀。

从１９５６年开始，成都院人数增长迅速，除四
川外，工作范围达到西藏昌都地区，还下辖云南勘

测处和贵州水电勘测处，管辖云南贵州一些流域

的水电工程勘测工作。同时，对川、黔、滇２０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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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河流进行较全面的水力资源普查，还涉及青、

甘、陕、鄂、桂边缘地区的一些河流。

１９５８年，成都院试验室与原水利部西南水工
试验所合并，增强了试验力量，专业配套基本完

善，勘测与设计系统设有专业队（室）、组，具备承

担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试验能力。

成都院在艰难的创业中勇于摸索实践，为日

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３．三线建设，羽翼渐丰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中期，是中国历

史上一段特殊时期，成都院也未能幸免受到历次

政治运动的冲击，造成人员流失，体制和机构动

荡，技术干部遭遇错误批判，正常生产秩序遭受破

坏，还面临被解散的危险。

经过“一五”时期发展的成都院，骨子里似乎

天生流淌着坚韧的基因，在如此劫难面前，保持了

机构完整，保存了宝贵的技术力量和科学技术档

案资料，完成了一批大中型水电站的勘测设计工

作，这在全国设计院中绝无仅有。在“多快好省

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时期，成都院对紫坪铺、

鱼嘴等电站进行勘测设计工作。非正常的时代背

景下，许多工作偏离科学轨道，边施工、边设计、边

勘测的“三边”作业，导致有的项目出现长时间中

断，有的工程仓促上马，又以匆忙下马为终，成都

院也一度陷入漩涡中心，举步维艰。曲折的历程，

却沉淀出成都院自强不息的品质。

大跃进之后，成都院开展龚嘴水电站工作，并

力求打个漂亮仗。龚嘴最大坝高８５米，装机容量
７０万千瓦，电站由混凝土重力坝、坝后厂房及地
下厂房组成。她是６０年代国家“三线建设”的重
点工程，被列为西南优先开发的水电站建设项目。

经过１０余年的发展，此时的成都院技术力量与技
术水平进入相对成熟时期。１９６４年，大渡河畔迎
来了成都院勘测队伍，中秋节前夕，第一个钻孔出

现在这片火热的土地上。当时“三线建设”进展

很快，用电迫切，成都院要在３个月内提交选坝报
告。作为接手的第一个大型工程，国家的需要，沉

甸甸的责任，成都院选择主动出击，决定除保证完

成映秀湾工程施工图所需人员外，集中全院可能

调动的力量组织会战。高峰期千余人，钻机 ２６
台，热火朝天的战斗场面融入国家建设大潮中，生

动而厚重。龚嘴１９７９年竣工投产，是大渡河梯级

开发中最先建成的大型水电站，之后的近 ３０年
里，一直是四川电网的主力电源。潘家铮院士认

为龚嘴是成都院设计水平奠定基础、打好翻身仗

的代表性工程。

成都院立足四川水力资源开发同时，也加大

对西藏地区水力建设力度。为缓解拉萨、山南、

日喀则等地区电力紧张，促进西藏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成都院于１９７３年开始对拉萨地区修
建水电站开展规划选点工作，提出了开发羊湖

电站的建议。羊湖后被列入国家八五建设重点

项目。建设羊湖，成都院人首先必须克服恶劣

的环境，这里海拔３６００% ４８００米，空气稀薄，
另一方面，也遇到了以前从未遇到的设计难题。

２５年的艰难付出，我国海拔最高、水头最高、隧
洞最长、自动化水平最先进的抽水蓄能电站于

１９９８年闪耀在雪域高原。
映秀湾、龚嘴、渔子溪、铜街子、太平驿、东

西关、石板水、羊湖、小关子、冷竹关、姚河坝、姜

射坝等颗颗明珠开始在川藏大江大河上闪耀光

芒，为两地发展输送能源，也照亮了成都院继续

前进步伐。

上世纪９０年代，成都院开始涉足海外项目。
马其顿、菲律宾、马来西亚的国土上，出现成都院

人的身影。

成都院经过４０多年的奋斗，由单一水电勘测
华丽转身为独立、完整、综合性大型水电设计院，

承担水电勘测设计，工程监理、咨询、工程编标、小

水电施工、岩土工程等业务，实现了发展战略中质

的飞跃。

４．二滩，一鸣惊人
进入世纪之交，已走过近半世纪发展历程的

成都院，等着破茧成蝶，一鸣惊人的那一天。

二滩，满载人们的期待，在成都院人手里雕琢

成型。

二滩被国外同行誉为中国２０世纪最优秀水
利工程。在当时，３３０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和５５万
千瓦的单机容量均雄居国内水电站之首；２４０米
双曲拱坝为中国第一高坝，在世界同类型高坝中

居第三位；双曲拱坝的坝顶长度和坝身泄洪量为

世界之最；大坝能够承受９８０万吨的水压力，也为
世界之最；被称为“世界第一洞”的两个大断面导

流隧洞高２３米，宽１７．５米。所有关于二滩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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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都能让每个国人自豪，令世界惊叹。

追寻二滩勘测设计脚步，看一看当时的成都

院人克服了怎样的艰难险阻，才走在了水电设计

的前列；二滩的成功，对后来溪洛渡、白鹤滩、小湾

等一大批特大型水电站的设计产生怎样的影响？

再度触摸那段艰难岁月，更能感受到成都院人的

梦想与追求的分量。

１９５６年初夏，“一五”计划进行到第四个年
头，为适应大西南水电建设的发展需要，成都院适

时组织了一支普查队率先来到四川西部这荒无人

烟的崇山峻岭，悬崖峭壁之中。雅砻江就发育在

这块奇异的大地上，天生具有奔腾呼啸的性格。

进入雅砻江中游，地形切割越来越深，河谷越来越

窄，江水如飞箭离弦。江中，险滩连绵，礁石林立，

浪花四溅，滔声如雷，但是，它难不住吓不倒来这

里从事普查的工作人员。他们抱着与天斗与地

斗，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知难而进的大无畏精神。

为尽快寻找打开能源宝库大门的“密码”，时

隔两年，在１９５８年４月夏初，成都院又开始了雅
砻江的勘查工作，着重在下游河段做了大量艰苦

工作，终于在１９５８年７月２日第一次发现二滩。
二滩这颗明珠，第一次露出了熠熠光芒。

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１年，由成都院组织的水力资源
普查队开进了雅砻江河谷，他们迈着双腿，乘着羊

皮筏，走遍了江两岸的山山水水，第一次查清了雅

砻江的水力资源。普查中先后牺牲了一名解放军

战士和一名筏工。随后，成都院在１９６５年查勘了
二滩坝址。从１９７２年１１月起，一支又一支规划、
勘探和设计队伍走进了这条深深的河谷，全面开

展二滩水电站的规划和设计工作。

１９７２年，成都院３００人的勘测设计队伍，来
到了二滩，在坝址附近的阿布郎当沟安营扎寨。

这么壮观的队伍，在中国水电设计史上也极其罕

见。阿布郎当在彝族语当中是没人去的地方。没

有住房，他们自己动手用竹席围起油毛毡棚，用作

住宿和办公。晴天闷热难忍，雨天断炊断粮。水

电精神，其实就是奉献精神，这种精神，从老祖宗

大禹传下来，生生不息。

３０年后的１９８７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建设二
滩水电站。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电站最后一台机组并网
成功。

二滩，照亮了雅砻江，更奠定了中国的水电设

计地位。正如潘家铮所言，这座共和国水电建设

史上新的里程碑将骄傲地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有

能力去建设我们需要修建的电站。

１９９９年１月，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
院院士参加投票评选的一九九八中国和世界十大

科技进展新闻中写到：“我国本世纪建成投产的

最大水电工程二滩水电站发电，标志着我国水电

建设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二滩水电站的勘测

与工程设计获得国家金奖。

在水力资源丰富的大江上建设世界一流的水

电站，这是中国水电建设者的梦想和追求，把梦想

变为光荣和现实，他们整整用了４０年。记载他们
业绩的丰碑在祖国大江上一处接一处高高耸立。

看今朝豪情满怀　硕果累累
１．传承接力
经过几十年磨练的成都院人，并没有怀恋过

去的成绩，不懈继续向水电巅峰攀登，用智慧、拼

搏乃至生命，筑建起座座中国水电史上的里程碑。

人们不会忘记，成都院数以千计的水文、测

量、地质勘探、设计和科研工作者在滚滚江河和崇

山峻岭中留下足迹，寻找打开雅鲁藏布江、金沙

江、大渡河、雅砻江、嘉陵江、岷江、涪江、美姑河等

流域能源宝库的钥匙，并规划水利枢纽和水电站

３５０座，总装机容量约２．１亿 ｋＷ，约占我国可开
发水力资源的４０％。老一代成都院人，以远见卓
识，为水电开发忘我工作；他们不为名誉、地位和

金钱，孜孜不倦地为成都院当好奠基石。

人们更不会忘记，为水电事业献出生命的二

滩第一任设计总工程师、成都院原副总工程师殷

开忠。１９８３年４月，刚刚绘成二滩水电站可行性
设计蓝图的殷开忠陪同我国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

前往工地考察，突然，一块小脸盆般大的流石从公

路上方的悬崖上飞滚而下，飞石击破车窗，猛击在

殷开忠的腹部，他顿时失去知觉。当汽车急驶至

医院时，殷开忠已经合上了双眼，永远离开了战友

们和他所热爱的水电事业。

火红的攀枝花凋谢了，灿若云霞的凤凰树花

又开放了，王洪炎、蒋正超、张超然、刘克远……一

个又一个成都院人接过殷开忠留下的设计重担，

和殷开忠一样，以高度的事业心，以顽强的毅力和

坚定的决心，在水电勘测设计这条通向高峰的艰

难跑道上，不知疲倦地奔跑着，将生命的色彩融进

第３４卷总第１７８期 四川水力发电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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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奔腾不息的江河之中。

也正是因为有了老一辈水电人的担当与奉

献，有了成都院人几代人的薪火传承，才有在此基

础上开启的新征程，才成就了成都院的今天，温暖

了成都院的明天。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６０年的积淀，成都院已
发展成为已发展为集工程规划、勘测设计、咨询、

监理、总承包、投融资、建设运营、技术服务、科技

研发为一体的国际型工程公司，提供能源与基础

设施领域全产业链一站式综合服务，形成了政府

信赖、业主满意、社会放心、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

水电勘测设计行业优质品牌。业务结构更趋平

衡，业务领域更加宽广，现已拥有工程设计综合、

工程勘察综合、工程造价、工程咨询、工程监理、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环

境污染防治工程、水土保持、对外承包工程、地质

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和施工、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出口企业和对外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经营等３０
项资质证书；持有发电业务许可证。

２．多路引擎
人才，是成都院发展的根基。人才决定技术，

技术决定产品，产品决定市场，这是颠扑不破的真

理。成都院国家级高精尖人才众多，国家勘察大

师２人，国家监理大师１人，四川省工程勘察（设
计）大师９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１１人，国
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计划１人，全国优秀科技工
作者２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４人，后备人
选１３人。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近９成，博士４２
人，硕士１２９０人。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

流之归也。成都院在巩固水电勘测设计咨询主

业的同时，全面提升总承包与投资业务能力，力

促“三大板块”协同发展。从专注水利水电、新

能源等领域，积极拓展新能源、交通、建筑、市政

与水环境、水务、岩土工程、环境工程、移民工程

代建、设备成套、数字工程等新业态，产业价值

链条不断延伸。

高瞻远瞩的成都院人，依托自身水电设计优

势，２００３年开始进军总承包业务。美姑河柳洪水
电站为成都院水电总承包奠基项目，牛刀小试之

后，总承包项目遍地开花，阿坝铝厂边坡治理，美

姑河坪头水电站，白水江梯级水电站———多诺、玉

瓦、黑河塘、双河、青龙，万工集镇，老沟水库，得妥

移民安置，阿里应急电源，省道２０８公路，西藏直
孔集控改造等总承包项目遍地开花。一个个项目

的成功落地，带来了项目管理水平的提高，黑河塘

水电站荣获２００７年度四川省建设工程“天府杯”
金奖，西昌洼垴水电站荣获２０１３年度四川省勘测
设计协会优秀工程总承包银钥匙奖，双河水电站

荣获２０１４年度第一届电力勘察设计行业优秀工
程总承包三等奖，并逐渐形成“以设计为龙头的

总承包”品牌优势。

投资业务是成都院“三驾马车”之一。目前

拥有对外投资公司３０余家，水电投资规模平稳增
长，水务、新能源等投资领域实现突破，２０１４年
底，累计已投入水（风）电、水务项目资本金２０多
亿元，拥有发电权益容量２００多万千瓦，已、在建
权益容量约１００万千瓦；城市污水处理 ＢＯＴ项目
１０余个，投资驱动作用日益显著。

成都院多年在高山峡谷地区开展水电站场内

交通工程、对外交通工程及库区地方交通复建工

程勘测设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山区公路、桥梁、

隧道工程、不良地质及高边坡处治工程的设计经

验，累计完成２０００多公里山区公路、２００多座大
中桥梁、１５０多公里隧道的勘测设计；在高山峡谷
地区、民族地区、高寒地区开展建筑设计，先后完

成２１个各具特色的营地设计，形成了具有自己特
长的山地建筑设计特色，“锦屏大沱营地建筑设

计”获得四川省２００８年度优秀设计二等奖。此
外，在新能源领域中开展风能、太阳能的政策研

究、规划、勘测设计、咨询、总承包及投资运营，完

成或编制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十二五”、“十三

五”新能源与风力发电、光伏发电规划等工作。

如果说，因水电发展壮大的成都院，在传统

水电领域底气十足，那么，德昌风电一期示范项

目就是成都院跨越到非水电领域的积极探索，

开启了川藏能源结构调整的关键一步，无不显

示一个底蕴深厚大院的张力。目前，承接国内

外新能源项目 ５０余项，并有多个项目投产发
电，除德昌风电一期外，阿月、李家坝、拉马、黄

水、洼垴、黄家坝、德州、鲁南风电，阿里、日喀

则、那曲、万家山、会理、德令哈光伏等项目，以

巨大的磁场吸引世人目光。

３．优势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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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级大型综合勘测设计科研企业，成

都院在６０年的奋战史中，形成了“三种能力”，即
水能资源规划能力、区域电力发展规划能力、清洁

能源高端技术服务能力。

成都院人攀登高峰脚步不止。除上世纪勘测

设计并建成发电的水电项目外，最近十多年，又相

继设计建成或即将投产大渡河龙头石、瀑布沟、深

溪沟、黄金坪、泸定、大岗山，雅砻江桐子林、官地，

西藏直孔、狮泉河、藏木、加查、亚让，嘉陵江、紫坪

铺，世界第三大工程溪洛渡、世界第一高拱坝锦屏

一级等水电站１００余座，总装机容量７０００万千
瓦，占国内水电装机四分之一，为国家建设注入强

劲动力，推动着中国梦滚滚向前。

潘家铮院士认为，在龚嘴、二滩之后，溪洛渡

是成都院设计水平再上一个台阶、领先水电界的

代表工程。

溪洛渡总装机１３８６万千瓦 ，混凝土双曲拱
坝高２８８．５米。锦屏一级水电站是雅砻江干流下
游河段的控制性水库，总装机容量３６０万千瓦，混
凝土双曲拱坝高 ３０５米。两工程综合技术难度
高，具有“高拱坝、高地震、高边坡、巨泄量、超大

地下硐室群”等特点，世界少有。瀑布沟总装机

３６０万千瓦，是大渡河中下游的控制性工程，土心
墙堆石坝高１８６米，覆盖层深７５米，代表复杂地
基勘察设计的世界最高水平。

如同二滩一样，这些宏伟工程真实记录了成

都院人的追逐足迹，表达了中国梦的力度与广度，

谱就了水电发展史的新篇章，彰显了中华民族的

自豪与骄傲。

百花春满园，明珠耀四海。成都院确立国际

国内“两场”战略，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完善国际

市场营销网络，收购哈萨克斯坦水利设计院有限

公司６０％的股份，利用“哈水利”这一桥头堡更有
效开拓中亚市场；建立了十余个驻外机构，覆盖东

南亚、中亚、非洲等地区。完成或正在执行海外水

电勘测设计、总承包项目３０个，涉及水电、风电、
房建、环保等业务领域，服务类型也从勘测设计扩

大到工程总承包和机电设备成套等，实现了东南

亚、中亚、西亚、东非、北美、南美、中东项目跟踪的

初步布局。马其顿科佳，格鲁吉亚卡杜里，越南同

奈、洛富明、孔港、班查、斯瑞博、科民、阿雷、达克

郡，哈萨克斯坦玛依纳等水电站的成功建设，为工

程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带去成都院的祝

福。先后与美国、法国、加拿大、挪威、德国等３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咨询公司和设备制造商建立了

长期和较为亲密的合作关系。

国际市场中摸爬滚打多年，成都院在设计理

念、设计方法、项目管理、施工管理等方面积累了

丰富经验，发展了自身优势，迈上与国际接轨新台

阶。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成都院分别签订了第一个
国际设备成套总承包科特迪瓦苏布雷水电站机电

设备成套合同和第一个ＦＥＰＣ总承包项目老挝大
捷水电站总承包合同，国际市场业务结构更加合

理，并以多种形式与世界各国开展投资建设和经

济、技术服务合作。

４．大院风采
在６０年的风雨历程中，成都院铸就了自身地

位和文化价值，时刻展现一个大院特有风采。

成都院连续多年被国家建设部、国家统计局

评选为“全国勘察设计综合实力百强单位”，位居

水电行业之首；由美国《工程建设记录》（ＥＮＲ）和
中国《建筑时报》组织的中国承包商和工程设计

企业ＴＯＰ６０强评选中，近年来在中国工程设计企
业中位列前十名。在电建集团成员企业中，成都

院综合实力排名中名列前茅。２０１２年，综合排名
第九，利润排名第七，经济增加值排名第二；２０１３
年，综合排名第九，利润排名第四，经济增加值排

名第二。连续两年进入电建集团综合实力“十

强”。２０１４年成功跨入中国电建“八大特级子企
业”行列，同年底资产规模突破百亿大关。

截止目前，成都院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２３项
（含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２项）、全国优秀工程勘
察与设计奖１９项，国家级企业创新管理奖１项；
主编国家及行业规范７６篇；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
奖２０４项、省部级优秀工程勘察与设计奖１２５项；
拥有专利数百项。

成都院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覆盖全业务范

围的完整质量管理体系与企业技术标准体系，形

成了质量、安全和环境三标一体的管理体系；引入

《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国家标准，全面提升现有管

理体系，为技术质量和安全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制

度保障；设立双总工及技术管理委员会，以及专门

的质量管理部门，坚持“事先策划、过程控制、分

级评审”的技术质量管控思路与“事后质量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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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剖析”的改进措施，保障生产过程受控。

成都院环评及环保技术水平处于行业领先地

位，继２００６年被国家环保部授予“全国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优秀甲级单位”后，２０１３年再次荣
获“全国优秀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称号，出色完成

了以金沙江上游水电规划、溪洛渡、锦屏一级、瀑

布沟等巨型项目为代表的环评及环保设计成果，

为促进水电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可持续

发展树立标杆。

成都院牢固树立“诚信、负责、卓越”的企业

精神与“服务、关爱、回报”的企业价值观，在做大

做强企业的同时，勇于承担中央企业的社会责任

和义务。

建设一个工程，造福一方百姓。在锦屏，在溪

洛渡，在每一个贫穷的地方，乐民之乐、忧民之忧

的成都院人建起希望小学。正是这些爱心学校和

爱心人士，让许多失学孩子圆了读书梦。

２００８年，汶川大地震袭来，一时间，大半个四
川河山破碎，危机四伏。灾情就是命令，成都院以

最快的速度，靠自身技术能力与责任担当，在水电

工程抢险、堰塞湖整治、次生灾害防治方面作出重

大贡献。２０１３年，为“４·２０”芦山地震捐款 ２００
余万元，南充市高坪区石圭镇凤凰村、玛鞍村定点

扶贫捐助７０多万元。
成都院先后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

委、国资委、水利部、四川省委省政府各类表彰３０
余项。“中央企业先进集体”、“中央企业先进基

层党组织”，“四川省人民政府 ＡＡＡ级信誉”，“四
川省最佳文明单位”，“全国用户满意企业”、“全

国电力行业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业”等一系

列闪光称号和勋章，是汗水绽放的荣光，是对一个

大院的至高褒奖。

望未来前程似锦　再创辉煌
１．战略引领
时间来到了２０１５年。这是一个大发展、大变

革、大调整时代。新起点谋划新思路，新期待赋予

新责任。

６０年的辉煌已成为过去，６０年华诞是成都院
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将是一个充满激情与

挑战的新起点。

按照“国际一流的工程公司”的愿景，成都院

制定未来发展战略目标：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在集团公司的坚强领

导下，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两大市

场、三条板块”协同发展，更加注重提高企业发展

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增强国际化拓展和经营能

力，更加注重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更加注重提高

企业管理水平，更加注重员工收入与企业业绩协

同增长，更加注重依法治企，更加注重加强党建和

反腐倡廉，为加快建设国际型工程公司而奋斗。

美好蓝图令人振奋，崇高使命催人奋进。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成都院以

战略为引领，以能力建设为基础，以市场营销为关

键，以市场化机制建立为抓手，以项目管理为重

点，以业绩考核为杠杆，以市场需求和价值创造为

目标，强力深化改革，着力推动创新，持续提升管

理，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

这是一个时代的召唤，这是一个大院的雄心，

更是一个担当者的气概。

２．深耕细作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是智者之选。

在做优做强勘测设计主业的基础上，加大向

相关多元业务领域的拓展，强力实施业务结构的

横向扩展和产业结构的纵向延伸，构建一专多能、

既强且优的业务结构。按照“传统主业保持现有

规模不降低、盈利能力不降低，新业务重增量强增

幅”结构调整思路，做优勘测设计、做大总承包、

做强国际、做盈投资。

思想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这是一步大

棋，怎么走，成都院已成竹在胸。

勘测设计咨询，是成都院发展的根基和本源。

巩固传统水电市场，以即将开展的“十三五”战略

规划为引领，超前谋划水电行业未来市场机会，主

动参与西南地区、西藏等国家水电建设及前期规

划工作，继续扩大传统业务市场占有率，肩负水电

设计行业的领军责任。正在建设的水电站１５座，
装机容量１５００万千瓦；从事前期勘测设计的水电
站约３０座，装机容量超２０００万千瓦，涵盖川藏地
区及海外一些超大型水电站。双江口水电站是大

渡河流域梯级电站的关键项目，其拦河土质心墙

堆石坝最大坝高３１４米。同在大渡河上的长河坝
水电站装机２６０万千瓦，大坝为砾石土心墙堆石
坝，坝高２４０米，建于高地震烈度区、狭窄河谷、深
厚而不均匀覆盖层上的世界级高坝。两河口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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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是雅砻江中下游的控制性工程，其拦河砾石土

心墙堆石坝最大坝高２９５米。这些工程的建设，
无疑将继续提升成都院设计水平。

国际业务，是成都院毫不动摇坚持的战略发

展方向。成立国际一部、二部与海外事务部，参股

欧亚电力有限公司，动作频频，紧跟全球基础能源

建设，唱响一带一路主旋律。深度开发亚洲、非

洲、欧洲传统国别市场，重点开发东盟、西非、中亚

及泛俄语区市场，加大对欧洲、拉美及澳洲高端市

场拓展力度。做好尼日利亚赞法拉州光伏，列宁

格勒抽水蓄能电站，老挝色拉龙１级、南欧江、埃
塞俄比亚吉布３级、厄瓜多尔桑普多拉、ＣＣＳ、斯
登沃代、越南松绑２级、巴基斯塔塔贝拉、科特迪
瓦苏布雷等水电站有关建设工作，在广阔的国际

市场高扬成都院旗帜。其中，成都院承担苏布雷

水电站的勘测设计和机电设备成套任务，作为科

特迪瓦的“三峡电站”和科国能源平衡战略的核

心项目，成都院有能力更有责任让其华美亮相非

洲大地；而列宁格勒抽水蓄能电站，对进一步开拓

俄罗斯、中亚及泛俄语区市场提供坚实基础和有

力支持，全院上下掂出了其中重量。

非传统市场，拓展好了，可以做大经营规模这

块大蛋糕。充分利用基础设施领域的 ＢＯＴ、ＢＴ、
ＰＰＰ等新型商业模式，以及长江经济带与天府新
区建设所带来的机遇，在移民代建、水电综合、水

电专项、新能源、水利项目、水务项目总承包上建

树成都院品牌，探索类似老沟、开茂、万工模式，得

妥经验，玉瓦现象，形成新口碑。抓住环保、城市

供排水、污水处理、河道景观工程、城镇化建设等

新兴市场机遇，将江油昌明河景观整治、兴隆湖水

环境治理与景观带整治做成像宜宾兴文县放花溪

整治和成都金沙湖ＢＴ等精品项目。
因水而生的成都院，继续深化“水”文章，并

开拓新业务，成为自然之义。依托勘测设计综合

技术优势，以水环境设计为突破口，深研水环境产

业市场，采取产业链延伸、区域化扩展、专业化运

营等策略，通过联盟或者自营方式进行全方位产

业链整合，形成一体化发展模式，以培育“水市

场”经济增长点，打造“水能力”优质品牌，实现

“水资源”运营能力。另外，环保、交通、市政、城

建、新能源、数字工程、岩土工程、工程承包和设备

成套、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这些新业务无疑是有

效增强成都院经济实力的多颗棋子。

３．厚积薄发
不息来自自强，薄发来源厚积。

技术与人才，无疑是成都院最大优势。加大

科技投入，构建高端平台，培育科技领军人才，保

持传统技术优势，打造新的核心竞争力，这是成都

院一路走来赢天下的“利剑”。

成都院在国家能源规划、高端技术服务方面

具有核心竞争能力，代表着我国乃至世界水电勘

测设计的最高水平，拥有１０多项清洁能源与基础
设施高端技术服务能力。这是６０年积累之大成，
每一项技术，写满成都院人的探索与付出，承载每

一份子的自豪与希望，因此，记录它们的每个字眼

都珍贵。

———３００米级高混凝土拱坝勘察设计成套技
术，先后承担一批世界级高拱坝的勘测设计工作，

包括２４０米的二滩、３０５米锦屏一级、３１５米伊朗
巴哈蒂瑞里双曲拱坝和１３２米沙牌碾压拱坝，居
世界领先水平。

———３００米级高土心墙堆石坝勘察设计成套
技术，双江口坝高３１４米，是世界最高的土心墙堆
石坝。

———复杂地基处理勘察设计技术。冶勒沥青

心墙堆石坝高１２４．５米，覆盖层深超过４２０米，前
期规划的西藏某大坝１５０米，覆盖层深超５００米，
处世界最高水平。

———巨型地下洞室群勘察设计技术。已建地

下厂房开挖跨度锦屏一级２９．６０米、二滩３０．７０
米、瀑布沟３２．１米、溪洛渡３１．９米。溪洛渡拥有
世界规模最大、最复杂的地下洞室系统。

———高陡边坡稳定控制技术。锦屏一级边坡

５３０米，大岗山４２２米，瀑布沟水电站４５７米。
———高水头大流量窄河谷泄洪消能技术。

溪洛渡泄洪功率 １亿千瓦，泄洪功率排名世界
第一；锦屏一级、两河口等泄洪洞水流流速超过

每秒５０米。
———深埋长引水隧洞设计技术。福堂引水隧

洞长达１９千米、吉牛引水隧洞超过２１千米，硬梁
包引水隧洞直径达１２．５米。

———大坝施工过程仿真与智能监测技术。成

都院是水电行业施工模拟仿真技术的领先者和奠

基者，近年来，又融合物联网、卫星定位、大数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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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移动应用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成功开发出大坝

施工全过程智能监控系统，取得突破性技术创新，

并在溪洛渡等工程成功应用，世界上尚无类似成

果，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气垫式调压室设计技术。形成完整的复

杂地质条件下建设气垫式调压室的理论和技术体

系，弥补了国外已有工程经验的局限性，处于国际

领先水平。自一里水电站，设计有亚洲第一个地

下气垫式调压室。

———环境评价与保护设计技术。《二滩环境

影响报告书》被世界银行推荐为世行贷款项目范

本，《四川大渡河干流规划调整环境影响报告书》

获全国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一等奖；三维协同设计

技术，成为水电行业三维协同设计的技术领先者，

成果获国家能源科技进步一等奖。

———峡谷风电场勘察设计技术。完成多座峡

谷地区风电基地规划及开发，取得多项峡谷地区

风电场基础结构设计、施工专利。

———数字流域成套技术。开发出“中国数

字水电”系统，覆盖全国 １万 ３千多座电站，服
务于国家水能资源规划与能源宏观决策管理，

承担了“数字澜沧江”、“数字雅砻江”等数字流

域规划及相关行业技术标准制定，研究水平居

国内领先水平。

———水电站设计施工一体化技术。以工程全

生命周期管理为目标，构建数字化设计系统平台。

———城市水环境景观设计技术。兴隆湖尾湖

湿地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将打造为成都最大的

生态“肾”，有望成为宜居成都又一响亮名片。

这些数字，这些奖项，这些领先，从高度、深

度、长度、宽度、新度等维度衡量出一个大院的

实力。

整合优势资源，注重社会协作，成都院形成

“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拥有国家能

源水能风能研究分中心、高混凝土坝研发分中心、

大型地下工程研发分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

西部水电开发研究生培养基地；四川省首批院士

工作站、省企业技术中心、数字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成都院－ＩＢ米智慧流域研究院、法国达索 －
成都院工程数字化创新中心等智慧平台。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成都院深知高标准

能力建设之道。建立“战略、目标、预算、绩效”四

位一体的战略管理体系，强化组织绩效管理，增大

业绩目标考核比重，提升“战略协同、计划协同、

信息协同、资源协同”管控能力；实施人才强企计

划，盘活人才资源，提升人才效能，培养造就总量

适当、结构合理、专业配套、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

以管理创新为手段，以推进“标准化管理”为抓

手，运用先进管理工具和信息化手段，提高项目管

理精细化水平和成本管控能力；优化资产配置，服

务企业转型发展；落实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部

署，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不断增强安全生产管理水

平和事故防范能力；加快构建依法治企制度体系，

完善法律顾问制度，加强重大决策、重大合同、重

大经营行为法律审查，把依法治企落实到经营发

展全过程、贯穿于各环节；树立“以客户为中心，

以奋斗者为本”的企业文化，着力开展品牌文化

建设。

４．翱翔世界
当前，世界经济总体延续缓慢复苏态势，中国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内水电行业经过十几年

的快速发展步入后水电时代，成都院面临传统业

务增速显著放缓、高盈利市场逐步放开、新业务市

场竞争激烈的态势。

“水无源必竭”，穷则思变，是成都院砥砺前

行的法宝。

在“新常态”下，形势虽然严峻，但成都院同

样看到了机遇。压力与机遇并存，充分准备、迎难

而上，赶上新机遇、抓住新机会、开创新局面、引领

新常态，就能获得更大的发展，这是智者的胸怀。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国内外基础设施

建设市场前景广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

将关注民生、改善国民生存发展环境当作共同

要务，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刺激经济的重要手

段和稳定增长的新动力。在节能减排压力下，

绿色清洁及可再生能源将获得长足发展。中央

部署的“一带一路”、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

带发展三大国家战略，以及持续推进的“西部开

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四大板块发

展，都与基础设施建设紧密相关，将撬动大量基

础设施建设业务，结构性需求增量较大。国家

的指挥棒，为成都院进一步更好地巩固传统优

势业务、做强成熟新兴业务、培育更新业务，实

（下转第１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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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两河口水电站是雅砻江

中下游控制性龙头电站，干流与支流鲜水河汇合，

坝前汇入庆大河，在这里建坝，天然地成为一坝锁

三江。最终设计方案：总装机３００万千瓦。电站
竣工后，正常蓄水位库容达１０１．５亿立方米，调节
库容６５．６亿立方米，库容系数３１％，是多年调节
电站。平枯水期平均出力１１３万千瓦，枯水期平
均出力１２１．９万千瓦，枯水期出力与丰水期平均
出力相近，因此，两河口电站成为改善四川电源结

构的重要电源点。

金总介绍：两河口电站，作为龙头水库，水库

补偿效益十分显著。通过水库调节，可使坝址处

设计枯水期平均流量由２１３ｍ３／ｓ提高到５７０ｍ３／
ｓ，可提高 １６８％。这样一来，可增加下游雅砻江
梯级电站（包括牙根一级、牙根二级、楞古、孟地

沟、长拉、锦屏一级、二级、官地、二滩、桐子林等

１１级梯级电站）多年平均发电量１０２万千瓦量。
平枯期电量２２４．８７亿千瓦时。设计枯水年平枯
期平均出力４４４．７万千瓦。从而使四川电网水电
站群的枯水年枯水期平均出力大幅增加。可减少

系统水电群弃水量４８．３万千瓦时，较大幅度地提
高全省水资源利用水平。

此外，从宏观角度去考虑，两河口水电站的补

偿效益还可以延伸到金沙江干流下游段的乌东

德、白鹤滩、溪洛渡及向家坝，以及长江干流三峡

及葛洲坝。可增加金沙江干流下游段的乌东德、

白鹤滩、溪洛渡及向家坝４个梯级电站多年平均
发电量５１．７７亿千瓦时，平枯期电量９６．４３亿千

瓦时，枯水期平枯期平均出力１８７．１万千瓦时；可
增加长江三峡和葛洲坝水电站多年平均年发电量

１５．１７亿千瓦时，平枯期电量２０．０２亿千瓦时，枯
水年平均出力４２．１万千瓦。

记者了解到，两河口工程坝址和库区涉及甘

孜藏族自治州雅江、道孚、理塘、新龙４个县，主要
是藏族聚居区，同属四川贫困山区。两河口电站

的建成，对区域经济的增长发挥积极的作用。据

统计，从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四川累计新增 ＧＤＰ的贡
献率分别为３．６３％、３．０５％、３．２２％，可拉动四川
省经济增速０．３６、０．３０、０．３２个百分点。对甘孜
州来说，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间，累计新增 ＧＤＰ贡献率
分别为 ３０．４％、３０％，可拉动全州经济增速 ４．
５５％、４．５１％百分点。

两河口水电站建设期间，可为甘孜州级财政

每年增加营业税收入２９５４．６３万元，为雅江县增
加营业税及附加税收入５１７０．６０万元。从开工
到竣工累计１３中，上缴地方税收总额将达１０．９
亿元人民币。可带动直接就业 ８．４２—１２．４４万
人，间接就业１９．１９万人。

雅砻江上的两河口电站建设，极大地改善了

民族地区，贫困山区群众的生活、生存条件。对区

域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开发性移

民，移民地区的基础建设、生产、生活条件向前跨

了一大步的同时，当地群众又获得了更好的发展

机遇。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公司为落实国家“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姚国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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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国际化迎来新一轮“走出去”的政策红利。

随着我国外交实力进一步增强，对外开放不断深

化，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产业格局调整能力不断提

升，将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潮起海天阔，扬帆正当时。“行远道者假于车，济

江海者因于舟”，成都院善借东风，积极理性创建

以设计为龙头、国际总承包和投融资业务协同并

进的新格局，逐步实现服务业主和经营资产的相

互支撑、有机结合的新业态。

此外，科技创新将孵化成都院发展新模式。

移动互联和大数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

化，云计算、搜索引擎、移动终端、传感器的普及，

对于成都院来说，顺应技术变革，作出相应调整与

转型，抢占新市场先机，探索和掌握水电工程数字

化、信息化、大数据化等新型技术变革。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６０年，对于一个蓬勃发展的企业，既是节点，
又是新征程，宛如江河波澜壮阔的一段。这条河，

款款而下，携６０载春秋的云烟，２００座大坝的倒
影，也带着人们对清洁能源、便利基础与美好环境

的企盼，以及３０００多名成都院人的深情、智慧与
胸怀，激起朵朵浪花，为下一个６０年新的辉煌篇
章而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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