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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用上电”到 “用好电”
文 / 本刊记者 徐俊钐

一座石墙砖瓦的老房子，四周

养着睡莲，种着铜钱草，屋檐上几

只燕子正在巢里喂食，一张古桌，

几幅老画，仿佛讲述着爷爷奶奶的

故事。8 月 14 日，浙江宁海县桑洲

镇夏家村的精品民宿——南山居，

三五游客忙着拍摄美景，民宿的主

人陈洪县则不时捧上望海茶，端上

香气诱人的农家菜。

南山居是浙江众多乡村民宿中

的一个。随着浙江农村奔小康步伐

不断加快，浙江乡村景色美、环境优，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也渐与城市持

平，不经意间成了城里人心之向往。

同时，随着民宿经济、特色产业经

济等不断腾飞，更多农民成为了市

场的主体。即便是对电力，也从以

前“有电用就好”的低要求，发展

为追求高可靠性供电的需求。 

美丽乡村，火了民宿

南山居是坐落在夏家村的山脚

下的一个小村庄，景色优美，却也

是个偏远的贫困村。

“十二五”期间，随着“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不断深

入，浙江省委省政府统筹城乡发展

和区域发展，加快村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打造“浙派民居”，

不断提高新农村建设水平。

陈洪县就是“浙派民居”的受

益者。夏家村的油菜花、格桑花、

牡丹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陈洪县抓住商机，将老房子改造成

民宿，白天观花看山，晚上静听鸟

小城镇（中心村）电网改造
案例

  坚强电网带来的不仅仅是安全供电，更给乡村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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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蛙声，生意一下子就火热了起来。

民宿的发展，离不开美丽乡村

的建设，更离不开当地基础设施的

不断完善。国网浙江宁海县供电公

司这几年先后投入 1000 多万元，对

山区线路进行改造升级，实现了“一

村一精品（台区）”。2016 年，宁

海县供电公司又一次投入 1.5 亿元城

农网改造升级资金，打造两条（20

余个村庄）“一带一路”精品线路，

创建 30 多个精品台区，完成 9 万余

户家庭漏保，改造 10 千伏线路 135

公里，10 千伏以下线路 89 公里，增

容和新建 255 台公变。

“坚强电网带来的不仅仅是安

全供电，更给乡村发展提供了强大

的电力保障。”宁海县供电公司农

办主任田启仲介绍，宁海乡村民宿

已是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而在浙江乡村，火热不仅仅是

民宿经济。

美在面子，更在里子

距离浙江绍兴主城 50 公里外的

嵊州市三界镇，地理环境优越。3 年

前，三界镇蒋镇村的“浙商回归”

项目——飞翼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

投资 10 亿元、规划占地 1 万亩的生

态农业园启动建设。

“科学发展，离不开绿色能源

的支撑。”三界镇镇长王煜锋深知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国网

浙江嵊州市供电公司开通了“绿色

通道”，全面升级改造进村线路，

安装专用变压器。2015 年夏，一台

400 千伏安的新变压器立在了三界镇

蒋镇村学校旁的坡地上。至此，累

计有 7 台变压器为蒋镇村供电，总

容量达 1820 千伏安，精品电网让这

个农业“特色小镇”的发展如虎添翼。

目前，飞翼生态农业园已完成

投资 3.8 亿元，建成了 5000 亩有机

果蔬菜园，一个现代农业综合体和

4A 级生态旅游景区即将建成，可解

决周边不少农民的就业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农村开始逐渐

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在推进农村电

气化建设、强劲农村电网网架的过

程中，“高颜值”成为国网浙江电

力考量的重要因素。针对原村集体

所有的农用电力线路设备老化、安

全用电风险高等问题，供电企业按

照“建新废旧、延高缩低、智能绝缘、

户片结合”的原则，在“美丽乡村”

建设中坚持“面子”“里子”并重，

科学规划电网布局，一方面把握视

觉美观性，保证施工质量、工艺美观，

同时把握规划前瞻性，增容升级配

变，满足今后较长一段时期的用电

需求。

如今，浙江很多乡村真正“美丽”

起来。村里看不到电杆电线，生产

生活全部电气化，这也成了浙江农

村居民真实生活的写照。拿缙云县

新建镇笕川村来说，丽水“六线下地”

试点改造工程完工后，乡亲们用“屋

檐齐整、道路宽敞、绿树成行、如

诗如画”十六个字来形容眼前自己

的家。浙江一批融生态保护、产业

发展、文体传承为一体，辐射带动

作用明显的“两美”精品村初具规模。

特色小镇，规划先行

从去年 3 月开门迎客的余杭“梦

想小镇”交出了一份不俗的成绩单：

一大批优秀项目在这里孵化成功，

其中百万以上的融资项目超过 56

家……

作为浙江 100 个特色小镇的首

批试点之一，“梦想小镇”以创新

设计推动科技创新，构筑“一核多点、

有核无边”的空间格局，诠释着“梦

想栖息之地”的特有风情。小镇吸

引了世界各地的有识之士，为余杭

高新产业链的发展注入了新鲜优质

血液。目前，创意梦想孵化成商业

项目，已成为智慧产业化的生力军、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平台。

建设科技化、现代化、产业化

的“梦想小镇”，离不开强有力的

配网支撑。2014 年，小镇建设初期，

为改变当地网架薄弱的状况，国网

浙江余杭市供电公司新建了 110 千

伏的变电站。两年来，这座变电站

为小镇 500 余个创业项目和 4000 多

名创客提供了可靠的电力供应。随

着创业团队的增加，用电量持续增

长。为此，余杭市供电公司不断优

化网络结构，采取多分段、双联络

的方式提高该区域供电灵活性和可

靠性，点亮一批又一批年轻人的创

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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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镇，并不是行政区划单

元上的一个镇，也不是产业园区的

一个区，而是按照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聚集浙江信

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

金融、高端装备等七大新型产业，

融合产业、文化、旅游、社区功能

的创新创业发展平台，是浙江面对

经济下行压力探索出的一条产业转

型升级新路子。 

为确保电网规划与特色小镇总

体规划高度融合，满足“特色小镇”

个性化发展要求，国网浙江电力实

行“一小镇一规划”，按照特色小

镇的产业定位，实现“以电代煤、

以电代油”的新能源产业模式，为

每个特色小镇“私人定制”，提供

精细化的供电方案，提高电力保障

能力。

农网改造再升级

不论是美丽乡村的建设，还是

特色小镇的发展，都绕不开农村城

市化进程的话题。暂且抛开城市化

进程对农村发展利弊不谈，中心村

的概念已得到普遍认可。中心村介

于乡镇与行政村之间，是城乡居民

点最基层的完整规划单元，具有比

较好的发展和规划建设基础，发展

空间比较大，能对周边村起到辐射

和带动作用的行政村。

至 2015 年 年 底， 浙 江 全 省 共

有小城镇（中心村）3014 个，涉及

651 万 人 口， 供 电 面 积 为 12848.99

平方公里。全省中心村用电负荷为

424.93 万千瓦，预计到 2020 年用电

负荷可达 574.09 万千瓦，电力设施

改造升级需求迫切。

国网浙江电力发展策划部主任

王凯军告诉记者，国网浙江电力将

加大推进力度，确保国家提出的“到

2017 年底完成小城镇（中心村）电

网改造升级”目标如期实现。

按照计划，今明两年，浙江将

投资约 14.13 亿元进行中心村电力设

施改造升级，全省中心村将新增、

改造 35 千伏变电容量 11.7 万千伏

安，线路长度 132.8 公里；新建和

改造配电台区 2210 个，10 千伏配变

容量 79.36 万千伏安，中压线路长度

1363.62 公里；新建和改造 0.4 千伏

线路长度 3107.19 公里。

在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

程中，国网浙江电力将按照经济发

展水平、自然禀赋、人口分布状况

等因素，以及产业发展型、休闲旅

游型、高效农业型和宜居综合型等

中心村发展模式，制定符合地方特

色的升级改造方案，逐步提高中心

村电网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为中心村新能源汽车、乡村旅游、

特色农产品、农村现代物流等提供

电力保障。根据规划，“十三五”末，

浙江农村户均配变容量将不低于 2.5

千伏安，全省乡村供电可靠率提高

至 99.925%，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因地制宜普遍提高中心村电网

的发展水平、优化完善农村配电网

络是中心村电网改造升级的重点。

国网浙江电力将通过增加电源点、

缩小供电半径、优化农网网架结构，

提升中心村电网供电能力和装备水

平，更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

生活用电需求，实现农村用电从“用

上电”到“用好电”的提升，为粮

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

村繁荣目标的实现提供可靠的能源

保障。

2015 年，浙江乡村居民年生活用电量达 206.3 亿千

瓦时，同比上一年增长 4.69％；农林牧渔业全年用

电量达 23.8 亿千瓦时。“十二五”期间，国家电网

公司在浙江大力推进农村电网建设，浙江在全国率先

实现了新农村电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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