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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南通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苏通科技产业

园区、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南通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予

印发，请认真组织实施。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4月2日 

（此件公开发布）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通政办发〔202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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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建立健全南通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对工作机制，正确、高效、

快速地处理南通境内大面积停电事件，最大程度地减少大面积停

电事件及其造成的影响和损失，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可靠供

电，维护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编制依据 

本预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

理条例》、《电网调度管理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

急预案》、《国家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江苏省突发公

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江苏省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和

《南通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南

通市实际制定。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南通市境内发生的大面积停电事件应对工作。 

大面积停电事件是指由于自然灾害、电力安全事故和外力破

坏等原因造成南通电网或某区域电网大量减供负荷，对国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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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稳定以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和威胁的停电事

件。 

本预案是南通市应对大面积停电事件而制定的专项应急预

案，在《南通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指导下实施，并

与相关部门、电力企业相关应急预案衔接。 

1.4  工作原则 

大面积停电事件应对工作坚持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属地为

主、分工负责，保障民生、维护安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原则。

大面积停电事件发生后，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电力企业

和重要电力用户应立即按照职责分工和相关预案开展处置工作。 

1.5  分级标准 

南通市大面积停电事件，按照严重性和受影响程度分为重

大、较大、一般和小规模大影响四级。 

1.5.1 重大大面积停电事件 

造成南通电网减供负荷达到事故前总负荷的60%以上，或者

70%以上的供电用户停电。 

1.5.2 较大大面积停电事件 

1.5.2.1 造成南通电网减供负荷达到事故前总负荷的40%以

上、60%以下，或者50%以上、70%以下的供电用户停电； 

1.5.2.2 造成南通市区或某县（市）电网减供负荷达到事故

前总负荷的60%以上，或者70%以上的供电用户停电。 

1.5.3 一般大面积停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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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1 造成南通电网减供负荷达到事故前总负荷的20%以

上、40%以下，或者30%以上、50%以下的供电用户停电； 

1.5.3.2 造成南通市区或某县（市）电网减供负荷达到事故

前总负荷的40%以上、60%以下，或者50%以上、70%以下的供

电用户停电； 

1.5.3.3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参照一般电网大面积停电事件

处置和应对： 

（1）电网减供负荷100兆瓦以上；或者220千伏以上系统中，

一次事件造成同一变电站内两台以上主变跳闸或同一变电站内

220千伏以上任一电压等级所有的母线非计划全停； 

（2）重要电力客户发生两路电源全部失电达2户以上，或全

市专变用户失电达30%。 

1.5.4 小规模大影响停电事件 

由于电网设施受损程度、停电范围、抢修恢复能力和社会影

响等综合因素造成的小规模大影响的大面积停电事件。 

上述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2  组织体系 

2.1  市应急指挥机构 

市政府成立南通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市

大面积停电应急指挥部），负责统一领导、组织和指挥大面积停

电事件应急应对和处置工作。日常工作由市发改委牵头。 

2.2  县（市）、区应急指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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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含管委会，下同）负责指挥、协

调本行政区域内大面积停电事件应对和处置工作。负责结合本地

实际，制定预案并成立相应应急指挥机构，健全完善相应的电网

停电应急救援与处置体系。 

发生跨行政区域的大面积停电事件时，有关县（市）、区人

民政府应在市大面积停电应急指挥部统一协调下开展应急处置

工作。 

2.3  现场应急指挥机构 

发生大面积停电事件时，可根据实际需要成立现场应急指挥

部，负责现场组织指挥工作。现场应急指挥部成员一般由市政府

分管副秘书长、市发改委、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南通军分区、武警支队、消防救援支队、市工信局、

国网南通供电公司组成，根据需要可增添成员。参与现场处置的

有关单位和人员应服从现场应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 

2.4  电力企业 

电力企业（包括国网南通供电公司及所属县级供电公司和营

业部，各发电集团分公司及所属发电厂、其他并网发电厂等）应

建立健全内部应急指挥机构，在市大面积停电应急指挥部的领导

下开展大面积停电事件应对工作。电网调度工作按照《电网调度

管理条例》及相关规程执行。 

2.5  专家组 

各级应急指挥机构应成立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专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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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电力、气象、地质、水文等领域相关专家组成，对大面积停电

事件应对工作提供技术咨询和建议。 

市发改委牵头组建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专家组。根据工作

需要不定期召集专家组成员研究大面积停电事件应对工作，必要

时组织专家组参与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3  风险分析和监测预警 

3.1  风险分析 

3.1.1  南通电网基本概况 

南通地处江苏东部。电网电源主要由南通华能、天生港、吕

四港、苏通、通州燃机等五座主力电厂，三官殿、东洲、仲洋、

胜利、扶海、新丰六座500千伏变电站，沿海统调风电场及其他

非统调机组组成。通过南通电网并入江苏主网的电源容量（调度

口径）达1135万千瓦，约占江苏电源总容量的9.3%，其中风电

容量为238万千瓦，约占江苏风电总容量的26.4%。南通电网向

西经2条500千伏线路和3条220千伏线路与泰州电网联络，向北经

2条500千伏线路和1条220千伏线路与盐城电网联络，向东南通过

2条220千伏线路与上海崇明电网联络。南通电网分为2个分区运

行，即通东南分区（启东、海门、市区东南部）和通西北分区（海

安、如皋、如东、市区西北部）。 

3.1.2  风险源分析 

南通滨江临海，区域内可导致大面积停电事件的主要风险源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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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通属暖温带向亚热带过渡型气候，受区域地理位置

（东临东海，南靠长江）影响，易发生雨雪冰冻、台风、雾霾、

洪涝、地震、局部强对流等恶劣天气和自然灾害，对电网安全运

行构成威胁或影响。 

（2）南通电网密集度高，易受外部因素影响。野蛮施工、

非法侵入、火灾爆炸、恐怖袭击、盗窃、异物、鸟害等外力破坏

可能造成主力电厂全厂停电、主干电网设备跳闸。电网工控系统

可能遭受网络攻击，都可能引发大面积停电。 

（3）南通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与电网建设处于快速发

展阶段，因配合停电和检修停电迫使电网处于特殊运行方式，造

成运行可靠性降低，安全风险加大。 

（4）地方经济发展快，用电需求及网供负荷逐年增长，在

夏季高温、重负荷等特殊时段，电网设备运行面临考验。 

（5）区域内燃煤发电机组比重高，天然气发电机组不断增

多，电煤和天然气供应问题均会对机组发电出力造成影响，同时

考虑电网高负荷等极端情况，易造成电网供需不平衡。 

（6）新能源大规模发展，风能、太阳能发电的集中开发，

分布式电源的大量接入，使大电网运行控制的难度和安全稳定运

行的风险明显增大。 

（7）局部电网发生n-2故障或检修方式下发生n-1故障，或

发生枢纽变电站或电厂机组全停等故障时，可能导致地区电网解

列成小系统，无法维持稳定运行，进而引发大面积停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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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特高压电网大规模建设，外电比重大幅增加，电网安

全稳定运行面临新的挑战。 

（9）因其他原因可能引发大面积停电。 

3.1.3 社会风险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现代社会对电的依赖程度越来越

高，可靠的电力供应已成为现代社会的生命线工程之一。大面积

停电事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设施造成巨大影响，可能导

致交通、通信瘫痪，水、气、煤、油等供应中断，严重影响经济

建设、人民生活，甚至对社会安定、国家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导致政府部门、消防、公安、军队等重要机构电力供

应中断，影响其社会职能的正常运转，不利于社会安定和安全。 

（2）导致大型商圈、广场、会场、影剧院、住宅小区、学

校、高层楼宇、大型游乐场、地下空间等高密度人口聚集点基础

设施电力中断，引发群众恐慌，扰乱社会秩序。 

（3）导致城市交通拥塞甚至瘫痪，影响市政设施正常运行，

地铁、机场供电中断，出现大批旅客滞留。  

（4）导致化工、冶金、矿井等重要用户无法正常生产，甚

至全面瘫痪，并很可能引发有毒有害气体泄漏、人员被困井下等

次生灾害。 

（5）导致金融机构的主机房及附属设备无法正常运行，极

端情况下可能全面瘫痪，引发交易系统全部或区域中断，甚至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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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银行挤兑等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事件。 

（6）导致城市燃气、供水、排水、环境、医疗卫生等基础

保障服务无法正常生产，甚至全面瘫痪，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并

很可能引发环境污染、燃气泄漏、传染病、城市积水等次生灾害。   

（7）影响城市通讯和广播电视系统，导致城市基础通讯服

务中断，加剧大面积停电事件的处置难度。 

（8）极易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公众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

可能滋生恐慌情绪，影响社会稳定。 

3.2 监测 

电网企业（包括国网南通供电公司及所属县级供电公司和营

业部）应开展电网及重要设施设备运行等情况的日常监测，同时

与发电企业、应急管理局、气象局、水利局、公安局、交通运输

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改委等部门建立

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分析各类情况对电力运行可能造成的影响，

预估可能影响的范围和程度。 

发电企业（包括各发电集团分公司及所属发电厂、其他并网

发电厂等）应开展燃料供应、发电设备运行等情况的日常监测，

并及时报电网调度机构。市气象局、水利局、公安局、交通运输

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改委等部门应密

切关注并收集可能影响电力运行的信息，及时通报相关发电企业

并协助开展风险分析。 

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还应通过舆情监测、互联网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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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报告等渠道获得预警信息。同时，应设立接待室、热线电话

等方便接收民众报告。 

3.3 预警 

3.3.1 预警分级 

应急指挥部根据可能导致的大面积停电影响范围、严重程度

和社会影响，确定预警等级。 

大面积停电事件预警等级的划分与大面积停电事件等级相

对应。根据可能发生的重大、较大、一般大面积停电事件等级，

分别对应于二级、三级和四级预警等级，依次用橙色预警、黄色

预警和蓝色预警表示，二级（橙色）为预警最高级别。小规模大

影响停电事件参照一般大面积停电事件开展应急预警。 

3.3.2 预警信息发布 

预警信息发布严格实行审签制度。蓝色预警信息由市政府分

管领导签发；黄色预警信息经市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后，由市政府

分管领导签发；橙色预警信息由市政府主要领导签发。 

3.3.2.1 当电力企业预判可能发生大面积停电事件时，要逐

级向上级电力企业报告，并将有关情况报告市发改委等政府有关

部门，提出预警信息发布建议，同时视情况通知重要电力用户。 

3.3.2.2 市发改委等政府有关部门应及时组织研判，报请市

人民政府批准后通过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利用广播、电

视、报刊、互联网、手机短信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预警，并通报

同级其他相关部门和单位。新闻媒体、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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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运营企业应快速、准确、无偿地刊载或发送。 

3.3.3 预警行动 

预警信息发布后，相关成员单位应立即开展相关预警行动。 

3.3.3.1 电力企业要组织开展设备巡查检修和运行监测，采

取有效措施控制事态发展；组织相关应急救援队伍和人员进入待

命状态，并做好应急所需物资、装备和设备等应急保障准备工作。 

3.3.3.2 重要电力用户（2019年南通市重要电力用户名单见

附件3）做好自备应急电源启用准备，重要电力用户名单定期滚

动更新。 

3.3.3.3 市大面积停电应急指挥部组织应急专家组对电网大

面积停电事件进行分析评估和预测；启动应急联动机制，组织有

关部门和单位做好维持公共秩序、供水供气供热、商品供应、交

通物流等方面的应急准备；定时向社会发布与公众有关的预测信

息和分析评估结果，加强相关舆情监测，主动回应社会公众关注

的热点问题，及时澄清谣言传言，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3.3.3.4 各相关成员单位全面落实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其他必要的防范性、保护性措施。 

3.3.4 预警调整与解除 

3.3.4.1 预警调整 

根据预警阶段电网运行及电力供应趋势，事件发展情况和预

警行动效果，市发改委等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研判，提出对预警级

别调整的建议，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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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2 预警解除 

根据事态发展，经研判不会发生大面积停电事件时，按照“谁

发布、谁解除”的原则，由发布单位宣布解除预警，适时终止相

关措施。 

4  应急响应 

4.1 响应分级 

根据大面积停电事件的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将应急响应由

高至低设定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四个等级。 

4.1.1  初判发生重大大面积停电事件时，启动Ⅰ级应急响

应。由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指挥部组织和指挥应对工作。 

当省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指挥部成立时，由省人民政府层面

统一领导、组织和指挥大面积停电事件应对工作。 

4.1.2  初判发生较大、一般大面积停电事件时，分别启动Ⅱ、

Ⅲ级应急响应。根据事件影响范围，由事发地人民政府负责组织

和指挥应对工作。 

当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指挥部成立时，由市人民政府层面

统一领导、组织和指挥大面积停电事件应对工作。 

4.1.3  初判发生小规模大影响停电事件时，启动Ⅳ级应急响

应。由事发地人民政府结合实际情况启动应急响应，负责组织和

指挥应对工作。 

4.1.4 应急响应启动后，可视事件造成损失情况及其发展趋

势调整响应级别，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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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响应措施 

大面积停电事件发生后，相关电力企业和重要电力用户要立

即实施先期处置，全力控制事件发展态势，减少损失。各有关地

方、部门和单位根据工作需要，组织采取以下措施。 

4.2.1 抢修电网并恢复运行 

电力调度机构合理安排运行方式，控制停电范围，尽快恢复

重要输变电设备、电力主干网架运行；在条件具备时，优先恢复

重要电力用户、重点地区和重要机关单位的电力供应。 

电网企业迅速组织力量抢修受损电网设备设施，根据应急指

挥机构要求，向重要电力用户及重要设施提供必要的电力支援。 

发电企业保证设备安全，抢修受损设备，做好发电机组并网

运行准备，按照电力调度指令恢复运行。 

4.2.2 防范次生衍生事故 

重要电力用户按照有关技术要求迅速启动自备应急电源。相

关电力企业加强重大危险源、重要目标、重大关键基础设施隐患

排查与监测预警，及时采取防范措施，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故。 

4.2.3 保障居民基本生活 

启动应急供水、供气、供热措施，保障居民用水、用气和采

暖需求。组织生活必需品的应急生产、调配和运输，保障停电期

间居民基本生活。 

4.2.4 维护社会稳定 

加强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重点单位安全保卫工作，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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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防范和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加强对停电区域内繁华街区、大型居民区、大型商场、学校、

医院、金融机构、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码头及其他重要生产

经营场所等重点地区、重点部位、人员密集场所的治安巡逻，及

时疏散人员，解救被困人员，防范治安事件。 

加强交通疏导，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尽快恢复企业生产经营

活动。严厉打击造谣惑众、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各种违法行为。 

4.2.5 加强信息发布 

按照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客观统一的原则，市大面积停电

应急指挥部新闻宣传组应加强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主动向社会

发布停电相关信息和应对工作情况，提示相关注意事项和安保措

施。加强舆情收集分析，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

确引导社会舆论，稳定公众情绪。 

4.2.6 组织事态评估 

及时组织对大面积停电事件影响范围、影响程度、发展趋势

及恢复进度进行评估，为进一步做好应对工作提供依据。 

4.3 市级层面应对 

4.3.1 响应组织 

初判发生小规模大影响大面积停电事件，事发地人民政府应

派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指挥部相关成员

单位根据需要派员赶赴现场指导。初判发生重大、较大或一般大

面积停电事件，市政府应派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市大面积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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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应急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应派员赶赴现场指导。 

4.3.2 Ⅳ级事件应对 

初判发生小规模大影响大面积停电事件时，由事发地人民政

府开展先期处置、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应对，同步做好信息

报送工作；必要时，市发改委组织相关部门开展以下工作： 

（1）督促相关电力企业迅速开展电力抢修恢复等工作，指

导督促地方有关部门做好应对工作。 

（2）视情况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协调事件应对等工作。 

（3）根据电力企业和地方请求，协调有关方面为应对工作

提供支援和技术支持。 

（4）指导做好舆情信息收集、分析和应对工作。 

4.3.3 Ⅰ、Ⅱ、Ⅲ级事件应对 

初判发生重大、较大或一般大面积停电事件时，市大面积停

电应急指挥部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1）传达、落实市委、市政府指示精神，组织有关部门和

单位、专家组进行会商，研究分析事态，部署应对工作。 

（2）对跨行政区域大面积停电事件应对工作进行协调；并

根据需要赴事发现场，或派出工作组赴事发现场，协调开展应对

工作。 

（3）研究决定县（市）、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和电力企业提

出的请求事项，协调有关方面派出应急队伍、调运应急物资和装

备、安排专家和技术人员等，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援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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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统一组织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 

（5）组织开展事件处置评估。 

（6）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和省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指挥部

报告相关情况；对事件处置工作进行总结并报告市委、市政府。 

4.4 响应终止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按照谁启动、谁终止的原则，由启动

响应的人民政府终止应急响应： 

4.4.1 电网主干网架基本恢复正常，电网运行参数保持在稳

定限额之内，主要发电厂机组运行稳定。 

4.4.2 减供负荷恢复80%以上，受停电影响的重点区域负荷

恢复90%以上。 

4.4.3 造成大面积停电事件的隐患基本消除。 

4.4.4 大面积停电事件造成的重特大次生衍生事故基本处置

完成。 

4.5 信息报告 

大面积停电事件发生后，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发改部门、相关

电力企业需按照以下程序报告。 

4.5.1  相关电网企业应立即向当地发改部门报告，并逐级向

上级电网企业报告。国网南通供电公司负责向市发改委和省电力

公司报告。 

4.5.2  事发地发改部门接到大面积停电事件信息报告或者

监测到相关信息后，应当立即进行核实，对大面积停电事件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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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类别作出初步认定，按照规定的时限、程序和要求向同级人

民政府和上级发改部门报告，并通报同级其他相关部门和单位。 

4.5.3  各地人民政府及其发改委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逐级上

报，必要时可越级上报。 

5  后期处置 

5.1 处置评估 

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响应终止后，市大面积停电应急指挥部

要及时组织对事件处置工作进行评估，总结经验教训，分析查找

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形成处置评估报告。处置评估工作可委托

第三方开展。 

5.2 事件调查 

大面积停电事件发生后，根据有关规定成立调查组，查明事

件原因、性质、影响范围、经济损失等情况，提出防范、整改措

施和处理处置建议。 

5.3 善后处置 

市大面积停电应急指挥部及相关县（市）、区政府要及时组

织制订善后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电力企业应对影响电力供应的

设备设施尽快组织修复和重建。保险机构要及时开展相关理赔工

作，尽快消除大面积停电事件的影响。 

5.4 恢复重建 

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响应终止后，相关电力企业和县（市）、

区政府根据有关电网规划做好受损电力系统恢复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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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障措施 

6.1 队伍保障 

电力企业应建立健全电力抢修应急专业队伍，加强设备维护

和应急抢修技能方面的人员培训，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应急

救援能力。各县（市）区政府根据需要组织动员其他专业应急队

伍和志愿者等参与大面积停电事件及其次生衍生灾害处置工作。

军队、武警部队和公安机关、消防救援部门等要做好应急力量支

援保障。 

6.2 装备物资保障 

电力企业应储备必要的专业应急装备及物资，建立和完善相

应保障体系。各县（市）区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加强应急救援装备

物资及生产生活物资的紧急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工作，保

障大面积停电事件应对工作需要。鼓励支持社会化储备。 

6.3 通信、交通与运输保障 

各县（市）区政府及通信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大面积停电事

件应急通信保障体系，形成可靠的通信保障能力，确保应急期间

通信联络和信息传递需要。交通运输部门要健全紧急运输保障体

系，保障应急响应所需人员、物资、装备、器材等的运输；公安

部门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应急管理，保障应急救援车辆优先通

行；根据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有关规定，有关单位应配备

必要的应急车辆，保障应急救援需要。 

6.4 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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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行业要加强大面积停电事件应对和监测先进技术、装备

的研发，制定电力应急技术标准，加强电网、电厂安全应急信息

化平台建设。有关部门要为电力日常监测预警及电力应急抢险提

供必要的气象、地质、测绘地理信息、水文等服务。 

6.5 应急电源保障 

提高电力系统快速恢复能力，加强电网黑启动能力建设。电

力企业应配备适量的应急发电装备，必要时提供应急电源支援。

重要电力用户应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要求配置应急电源，并加强维

护和管理，确保应急状态下能够投入运行。 

6.6 资金保障 

各级人民政府以及各相关电力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对大面

积停电事件处置工作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 

7  附则 

7.1 预案管理 

本预案实施后，市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组织预案宣传、培训

和演练，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组织评估和修订。 

各级人民政府、各相关成员单位要结合实际制定或修订本级

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 

7.2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市发改委负责解释。 

7.3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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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8.1  南通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机构及工作职责 

8.2  南通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联系方式 

8.3  2019年南通市重要电力用户名单 

8.4  南通市主力电厂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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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南通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机构及工作职责 

 

1 指挥体系及职责 

1.1 市应急指挥部 

南通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指挥部具体组成如下： 

总指挥：分管副市长 

副总指挥：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 

成员单位：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发改委、市工信局、

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

环境局、市住建局、市市政和园林局、市交通局、市水利局、市

气象局、市商务局、市卫健委、市应急管理局、市文广旅游局、

市国资委、市铁路办、南通军分区、武警支队、消防救援支队、

国网南通供电公司、相关电力企业、南通机场、火车站、大众燃

气公司、水务公司、中国电信南通分公司、中国移动南通分公司、

中国联通南通分公司、江苏广电南通分公司、中国铁塔南通分公

司，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等相关负责人。 

1.2 主要职责 

1.2.1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统一领导和指挥南

通境内电网大面积停电事件应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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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负责应急救援重大事项的决策，指挥和协调各成员单

位开展应急联动，解决应急处置与应急救援的重大问题。 

1.2.3 下达应急指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和应急终止命令。 

1.2.4 及时向省委、省政府报告电网大面积停电事件和应急

处置情况，必要时请求协调支援。 

1.2.5 督促制定、完善相关应急预案。 

1.2.6 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工作评估与总结。 

1.3 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主要职责 

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设在市发改委，

由市发改委主任担任办公室主任。主要职责： 

1.3.1 负责市应急指挥部日常工作； 

1.3.2 落实市应急指挥部部署的各项任务和应急指令； 

1.3.3 监督应急预案的执行情况； 

1.3.4 配合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做好善后和灾后重建工

作； 

1.3.5 开展应急演练，适时组织修订和完善本应急预案。 

2 工作组设置及职责 

市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在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根据工作

需要，成立电力恢复组、新闻宣传组、综合保障组、社会稳定组

四个现场工作组，各工作组组成及职责分工如下：  

2.1 电力恢复组：由市发改委牵头，国网南通供电公司配合，

市工信局、市公安局、市水利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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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局、市生态环境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建局、市气象

局、南通军分区、武警支队等参加，视情增加其他电力企业。 

主要职责：组织进行技术研判，开展事态分析；组织电力抢

修恢复工作，尽快恢复受影响区域供电工作；负责重要电力用户、

重点区域的临时供电保障；负责组织跨区域的电力应急抢修恢复

协调工作；负责提供停电区域地图和地理信息数据；协调军队、

武警等有关力量参与应对。 

2.2新闻宣传组：由市委宣传部牵头，市委网信办、市发改

委、市工信局、市公安局、市文广旅游局、市应急管理局、市信

访局等参加。 

主要职责：组织开展事件进展、应急工作情况等权威信息发

布，加强新闻宣传报道；收集分析市内外舆情和社会公众动态，

加强媒体、电信和互联网管理，正确引导舆论；及时澄清不实信

息，回应社会关切。 

2.3 综合保障组：由市发改委牵头，市应急管理局、市工信

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

住建局、市市政和园林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商务局、

市文广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国资委、市铁路办、南通

海事局、国网南通供电公司、南通机场、火车站、燃气公司、水

务公司、电信南通分公司、移动南通分公司、联通南通分公司、

广电公司、铁塔南通分公司等参加，视情增加其他电力企业。 

主要职责：对大面积停电事件受灾情况进行核实，指导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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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抢修方案，落实人员、资金和物资；组织做好应急救援装备

物资及生产生活物资的紧急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工作；及

时组织调运重要生活必需品，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市场供应；及

时采取有效防护措施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故；加强重点区域、重

点单位、重点部位因失电造成的安全事故隐患排查与监测预警工

作，督促指导重要电力用户加强供电电源及自备应急电源配置；

维护供水、供气、供热、通信、广播电视等设施正常运行，确保

应急指挥通信正常；维护铁路、道路、水路、民航等基本交通运

行；组织开展事件处置评估。 

2.4 社会稳定组：由市公安局牵头，市发改委、市工信局、

市民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市卫健委、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信访局、消防救援支队、南通军分区、武

警支队及各县（市）、区政府等参加。 

主要职责：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借机传

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以及趁机盗窃、抢劫、哄抢等违法犯罪行

为；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单位、重点部位的安全警戒；加强转

移人员安置点、救灾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地区治安管理；加强对重

要生活必需品等商品的市场监管和调控，打击囤积居奇行为；负

责对事故伤亡人员实施医疗救治，避免发生次生灾害事故；做好

受影响人员与涉事单位、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矛盾纠纷化解

等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3 主要成员单位及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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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市委宣传部：负责组织指导新闻发布、报道工作，协调

解决新闻发布、报道中出现的问题，收集、跟踪舆情信息，及时

组织和协调有关方面开展解疑释惑、澄清事实、批驳谣言的工作；

负责互联网的监控、管理及舆论引导工作。 

3.2 市发改委：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和电力企业开展大面积停

电事件应急处置与应急救援工作，负责市大面积停电应急指挥部

日常工作。负责有关应急处置所需物资器材的储备管理和调运。

负责将全市电力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

展规划，协助做好电力、天然气应急供应工作。 

3.3 市工信局：组织、协调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提供应急

救援所需通信保障，确保应急处置的通信畅通。 

3.4 市公安局：负责保障应急情况下重点部位、突发事件现

场的安全保卫、治安管理等工作；负责维护事故现场抢险的外部

治安秩序，疏散处于危险地段的人员；负责保障救援物资及人员

运输的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必要时实施交通管制；配合做好现场

处置、舆情引导、社会面管控等工作；参与事件调查工作。 

3.5 市民政局：指导事发地民政部门做好基本生活暂时出现

严重困难家庭的临时救助工作，配合做好伤亡人员的善后处理工

作。 

3.6 市财政局：负责协调落实应急救灾资金，对大面积停电

事件处置工作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 

3.7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参与技术研判、事态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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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对电力线路保护区内种植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林木行为进

行监管，协同指导地方政府或林木所有权人做好事故区域内林木

处置工作；配合开展信息监测工作。 

3.8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事故现场周围外环境污染的应急监

测，组织对污染造成的环境影响和损害进行评估，指导开展环境

污染控制和处置，监督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 

3.9 市住建局：负责震情跟踪监视工作，及时通报相关信息，

开展现场震害调查与评估等工作。 

3.10 市交通运输局：配合应急救援物资调配工作，维护道

路交通运行。 

3.11 市水利局：参与技术研判、事态分析工作，维护水路

交通运行。 

3.12 市气象局：负责天气监测、预报、预测，及时提供气

象信息服务，开展因气象灾害引发的事故灾害调查、评估及气象

分析等工作。 

3.13 市商务局：参与应急救援物资调配工作，负责对重要

生活必需品等商品的市场监管和调控。 

3.14 市卫健委：负责组织协调应急医疗救援和卫生防疫工

作，并为卫生医疗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3.15 市应急管理局：参与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指挥部工

作，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应急救援、灾情核查、损失评估、灾害救

助等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负责对影响电力生产安全的重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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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隐患督查督办；负责组织协调电力企业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处置工作。 

3.16 市文广旅游局：参与信息发布、新闻宣传报道工作，

指导有关单位维护广播电视设施正常运行。 

3.17 国资委：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维护民航交通运行。 

3.18 市铁路办：指导所属铁路系统启动大面积停电应急预

案，开启应急处置，保障抢险物资、设备和抗灾人员的铁路运输

高效运转。 

3.19 南通军分区：协调驻通部队、民兵和预备役部队，调

派有关力量参与应急应对。 

3.20 市武警支队：调派有关力量参与应急应对。 

3.21 市消防救援支队：负责组织开展应急情况下重点部位、

突发事件现场的消防救助，配合疏散处于危险地段的人员；配合

做好善后社会稳定、控制和消除火灾险情等专业工作；参与事件

调查工作。 

3.22 南通机场：维护民航交通运行，协调抢险救援物资运

输工作。 

3.23 火车站：维护铁路交通运行，协调抢险物资、设备和

抗灾人员的铁路运输工作。 

3.24 市大众燃气公司：负责应急期间生活燃气安全供应，

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要。 

3.25 市水务公司：负责应急期间生活用水供应，保障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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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生活需要。 

3.26 电信公司、移动公司、联通公司、广电公司、铁塔公

司：负责提供应急救援所需的通信保障，保障供电事故应急处置

的通信畅通。 

3.27 国网南通供电公司：负责电网运行状态监控，隐患排

查治理，故障分析与研判；指挥电网事故处理，控制事故范围，

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保障重点地区、重要负荷、重要客户的电

力供应；组织电力抢修队伍、调集电力应急物资，开展电网应急

抢修，及时恢复电力供应。协调电网、电厂、客户之间的供电恢

复，及时将电网大面积停电有关情况向应急领导小组汇报。 

3.28 相关发电企业：负责本单位在应急情况下的生产调度

和应急处置，完善保厂用电措施，确保机组的启动能力和运行安

全。发生大面积停电事件后，负责组织相关应急物资的供应，在

电网调度机构的统一指挥和协调下及时恢复机组并网运行和调

整出力，为地区电网恢复供电与稳定运行提供电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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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南通市大面积停电事件 

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联系方式 

成员单位 
分管 

领导 
电话 联系人 电话 

市委宣传部 司祝建 13921689999 孙俊俊 13776981919 

市委网信办 成继唐 13912298188 宋代志 18901465889 

市发改委 周雪莹 13806297200 翟玉英 13861966997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邱爱军 13358065866 周斌 15312605090 

市公安局 王华 13390966333 曹建国 13390963535 

市民政局 张振华 18962988326 桑永旺 15851302626 

市财政局 达培炎 13861905362 施正菊 13806291778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曹军 13862938788 焦广 13390984030 

市生态环境局 季红星 13906290351 崔军 18761796888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陈勇建 18251375688 翟建强 15962951566 

市市政和园林局 张建辉 18862968001 薛骏峰 18962836688 

市交通运输局 顾才群 13601494900 黄家瑞 13921601212 

市水利局 周兴余 15050629926 于跃宏 13962956228 

市气象局 张鹏 19850020333 黄亮 15312609688 

市商务局 杨丁勇 13962972299 高燕 13962933699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倪小平 
85099540 

13862923888 
冒艳峰 

85591380 

15962957885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陈莉 18962979005 张明 13814605513 

市应急管理局 徐荣 18851319876 赵鑫 18862980266 

市国资委 季士军 15806297870 丁珏明 15051269998 

市铁路办 顾欣荣 13906290280 高彬 15906295168 



 

— 30 — 

成员单位 
分管 

领导 
电话 联系人 电话 

南通军分区 吴宏刚 18962988885 邹辉 18962879168 

市武警支队 熊意足 15996550577 钱志锋 13776906705 

市消防救援支队 李明 18862923688 刘毅 13862999209 

国网南通供电公司 傅靖 13606291100 孙玉玮 15262762012 

海安市人民政府 卢忠平 13706276199 康健 13962786318 

如皋市人民政府 顾留忠 13901473088 章建德 13584690838 

如东县人民政府 杨晶晶 13862790521 冯亦琦 13773796322 

海门市人民政府 江永军 13806280101 陈小峰 13862490030 

启东市人民政府 高广军 13706286603 孙国兵 15906286969 

通州区人民政府 陈伟平 13801485236 徐琳琳 15962856228 

崇川区人民政府 成媛媛 18912259595 陈刚 13962935585 

港闸区人民政府 张军 13814606788 沈雷 13901486660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保德林 15950802800 刘汉荣 13862935128 

苏通科技产业园区管委会 黄晓峰 13962910800 张嘉鑫 13809081191 

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 施宏杰 13951426106 季军 13862804981 

华能公司南通电厂 赵晓云 18862992311 张天弘 13962987856 

大唐吕四港电厂 杨俊祥 15851386033 闫仕军 15851386128 

南通天生港发电公司 周海峰 13809082109 陈乃武 13806298736 

苏通电厂 张诚 13962938003 朱建新 13601492591 

华电通州燃机 杨国庆 18662118568 潘明 18552291889 

南通机场 王海洪 15806296198 徐志兵 15806296198 

火车站 田玉虎 15951263200 丁东生 13861916152 

大众燃气公司 刘湘 13962955750 徐兵 13912253461 

水务公司 邵建 18662931000 李建华 13962943829 

电信公司 汪平 18006296677 周兴祥 15312605225 

移动公司 赵挺 19802566699 葛霞 13951308000 

联通公司 陈杰 15651300021 郭迅 15651300769 

广电网络公司 蔡晓栋 13814609699 戴俭 13815219161 

铁塔公司 陈彬 15651612333 张君 1332806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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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19年南通市重要电力用户名单 
序

号 

地市

(县) 
总户号 户名 

重要 

等级 
行业类别 

1 港闸

区 

810032983

3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供电

段 

二级 交通运输 

2 港闸

区 

810841530

6 
新长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一级 交通运输 

3 崇川

区 

810750097

9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其它重要客

户 4 崇川

区 

810000018

0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二级 其它重要客

户 5 崇川

区 

810000007

3 
江苏新生服饰有限公司 二级 党政机关 

6 崇川

区 

810046958

5 
南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二级 其它重要客

户 7 崇川

区 

810041533

2 
南通供电公司(生产调度大楼) 二级 其它重要客

户 8 崇川

区 

810000033

3 
南通市水务有限公司 二级 公共事业 

9 崇川

区 

810000041

2 
南通广播电视台 二级 信息安全 

10 崇川

区 

810000048

7 
南通醋酸纤维有限公司 二级 化工 

11 崇川

区 

810000075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二级 信息安全 

12 崇川

区 

810000255

1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其它重要客

户 13 崇川

区 

810000262

3 
南通市中医院 二级 其它重要客

户 14 崇川

区 

810000285

6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二级 其它重要客

户 15 崇川

区 

810000405

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二级 信息安全 

16 崇川

区 

810010669

1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二级 信息安全 

17 崇川

区 

810020037

0 
南通市看守所 二级 党政机关 

18 崇川

区 

810020328

0 
中国农业银行南通分行(农金大厦) 二级 信息安全 

19 崇川

区 

810020801

4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二级 信息安全 

20 崇川

区 

810021065

5 
中国建设银行南通分行 二级 信息安全 

21 崇川

区 

810025377

5 
南通市公安局 二级 党政机关 

22 崇川

区 

810027438

8 
南通更俗剧院 二级 其它重要客

户 23 崇川

区 

810034611

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通分

公司 

二级 信息安全 

24 崇川

区 

810040082

4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南通市分公

司 

二级 信息安全 

25 崇川

区 

810040398

7 
南通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二级 党政机关 

26 开发

区 

810771470

5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二级 信息安全 

27 开发

区 

810042182

1 
南通汇羽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二级 化工 

28 开发

区 

810041970

0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级 化工 

29 开发

区 

810012477

6 
申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二级 化工 

30 开发

区 

810020903

2 
南通市水务有限公司 二级 公共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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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市

(县) 
总户号 户名 

重要 

等级 
行业类别 

31 开发

区 

810028693

2 
三菱化学高分子材料(南通)有限公司 二级 化工 

32 启东

市 

820002193

1 
江苏省电力公司启东市供电公司 二级 公共事业 

33 启东

市 

820010605

9 
启东市广播电视台 二级 信息安全 

34 启东

市 

820012341

1 
启东市城市污水处理厂有限公司 二级 公共事业 

35 启东

市 

820000004

5 
启东市自来水厂有限公司 二级 公共事业 

36 启东

市 

820006699

6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启东分公司 二级 信息安全 

37 启东

市 

810901617

8 
苏北铁路有限公司 一级 交通运输 

38 海门

市 

810901616

2 
苏北铁路有限公司 一级 交通运输 

39 海门

市 

810597766

3 
海门市广播电视台 二级 信息安全 

40 海门

市 

830008017

2 
海门市人民医院 二级 公共事业 

41 海门

市 

810083796

7 
海门市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 二级 党政机关 

42 海门

市 

830005150

5 
海门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二级 公共事业 

43 海门

市 

830011067

4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海门市供电分

公司 

二级 公共事业 

44 如东

县 

810205110

0 
中石油江苏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二级 石油 

45 如东

县 

810065645

3 
如东县机关事务管理局 二级 党政机关 

46 如东

县 

810060077

7 
如东文峰大世界有限公司 二级 其它重要客

户 47 如东

县 

840004992

2 
南通泰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级 化工 

48 如东

县 

840004391

4 
如东县自来水公司 二级 公共事业 

49 通州

区 

850300016

7 
南通市肿瘤医院 二级 公共事业 

50 通州

区 

850310822

2 
江苏春天服饰有限公司 二级 党政机关 

51 通州

区 

850300008

0 
南通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二级 交通运输 

52 如皋

市 

860001699

3 
中国人民解放军94995部队 二级 国防 

53 如皋

市 

860009378

0 
南通鹏鹞水务有限公司 二级 公共事业 

54 如皋

市 

810075477

5 
江苏省电力公司如皋市供电公司 二级 公共事业 

55 如皋

市 

810833534

8 
新长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一级 交通运输 

56 如皋

市 

810201333

6 
如皋市广播电视台 二级 信息安全 

57 海安

市 

870006802

1 
江苏省电力公司海安县供电公司 二级 公共事业 

58 海安

市 

810836298

1 
新长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一级 交通运输 

59 海安

市 

870000006

8 
海安县人民医院 二级 公共事业 

60 海安

市 

870004060

4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供电

段 

二级 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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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南通市主力电厂清单 

序 

号 
电    厂 

并网电压

（千伏） 

机组台数

（台） 
装机容量（万千瓦） 

1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南通电厂  220 4 142.8 

2 江苏大唐国际吕四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500 4 264 

3 南通天生港发电有限公司  220 2 66 

4 苏通电厂 500 2 200 

5 华电通州燃机 220 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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