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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井通电的经济账
文 / 本刊记者 高雅 通讯员 王丹

8 月 11 日，河南省滑县留固镇

程新庄村村支书程新文站在他们村

的那片地前一脸喜悦，地里的玉米

长势良好，这些玉米前些天才浇过

一遍水。

今年 68 岁的程新文告诉记者，

滑县十年九旱，种地主要以地下水

灌溉为主。“没通电的时候，浇地

是种地过程中最困难的事情。以前

我们都是用柴油发电机带动深水泵

浇地，浇一次地至少需要 4 个人，

有人负责拉车，有人负责拉线，还

要有人拉水泵……”为了解决这个

难题，村里借钱买了一台变压器，

村民集资买电线，本以为以后就省

事了，然而，严重的偷盗却让人防

不胜防，“浇地期间，8 个人轮流看

护还是不行。为了防止偷盗，只能

每次浇完地就把变压器卸下来，运

回村里，下次浇地时再装上。”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 2008 年，

滑县政府开展高标准粮田建设，国

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结合河南省情和

农业大省特点，深入贯彻落实国家

电网公司“三新”农电战略，围绕

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在全省启动

并实施“农田机井通电”工程。

惠农利农的民生工程

2009 年，在这块被村民们称为

“北地”的高标准粮田里，机井通

电了。

2011 年，滑县大旱，因为机井

通电，庄稼及时得到灌溉，那年“北

地”的收成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而当时没通电的“南地”却减产很多。

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记者了

解到，2014 年河南全省普遍遭遇大

旱，尤其是平顶山、周口、漯河一

带，许多河流干涸、水库见底，农

田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全部实现

机井通电的周口市黄泛区农场，却

依靠有效灌溉获得了夏季小麦亩产

600 公斤、秋季玉米亩产 700 公斤的

好收成。而临近的西华县潭庄乡二

郎庙村，却因为地下水位下降、柴

油机抽不出水，夏季小麦亩产减半，

玉米亩产只有二三百斤。

自 2008 年以来，国网河南电力

广泛实施农田机井通电工程，有效

提高了农业基础设施水平，提高农

业减灾抗灾能力，减轻种粮农户负

担，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农

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兰考县东坝头乡南北庄村村委

会会计付光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在机井通电工程实施前，村民一直

使用柴油发电机浇地，每亩地需要

消耗大概 4 升柴油，以目前的柴油

价格算，每亩地浇一次需要 20 元左

右，而用通电后的机井浇地，每度

电 0.4842 元， 每 亩 地 需 要 12 ～ 15

度电，平均算下来大概 6 元，每年

平均需要浇 5 次地（注：各地因地

下水位不同，用电浇地所需费用也

有差异），则每亩地每年可节省灌

溉费用 70 元。

“更关键的是，浇地极为方便。

以前浇地要全家出动，有时候人手

不够还要叫亲戚邻居帮忙。”村民

付文秋说，他有两个儿子在外面打

工，每到浇地的时候都要叫回来，

“有时候为了省事就不浇了，”他

说自己也不愿意总是耽误孩子们在

外面打工。“现在好了，机井通电后，

一个人拿着电卡轻轻一刷，拿着遥

控对准灌溉喷枪控制器轻轻一摁，

自动出水，白天黑夜都可以操作。”

这种方便也提高了农民种粮的

积极性。周口市黄泛区农场的赵中

远已有 14 年的承包土地经验，在没

有开展机井通电工程之前，他承包

井井通电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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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只有二三十亩，“也想多承

包点地多挣些钱，但就是害怕旱，

浇地太麻烦。”他回忆说，之前除

了用柴油机发电方式抽水外，也拉

过电线抽水，但一是电线裸露不安

全，二是电压不稳定，抽水动力小，

灌溉效率低。如今有了机井通电，

低压线路采取地埋处理，高压线路

采取架空绝缘处理，有效降低了安

全隐患；变压器扩容以及线路加粗

升级后，灌溉“卡脖子”现象已成

为历史。如今赵中远已在黄泛区农

场承包土地近 150 亩。

需合力攻坚的重头戏

根据国务院新一轮农网改造升

级工程的要求，《国家电网公司“井

井通电”工程 2016 ～ 2017 年实施

方案》提出，两年内要完成 218.8 万

眼未通电机井建设和已通电机井改

造，实现公司经营区平原地区农田

所有机井“井井通电”，确保粮食

主产区农业生产用电需求。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井井

通电”工程明确了产权主体责任。

国家电网公司负责建设 10 千伏配套

线路、台区配电变压器以及配电装

置、预付费装置和台区防盗装置等；

相关地方政府配套资金，主要用于

配电房、400 伏线路、井台及相关配

套设施建设。

相应的，后期运行维护也明晰

了，县供电企业负责农排电网 10 千

伏线路和配电台区部分所有设备的

管理维护；当地村委会负责 400 伏

地埋线、配电房、井台及附属设施

的管理维护。

河 南 是 全 国 第 一 农 业 大 省，

有全国粮仓之称。国家及河南省各

级政府都高度重视农田灌溉、农业

  烈日下的坚守。摄影 / 文锟



STATE  GRID036

增产工作，大力支持农田机井通电

工程建设。据国网河南电力发展策

划部农网规划专责李小明介绍，从

2008 年至 2015 年，国网河南电力持

续推进“农田机井通电”工程，共

投入资金 32 亿元，新建改造配电台

区 2.1 万个、10 千伏线路 1.6 万千米，

通 电 机 井 23 万 眼。 其 中，2010 年

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以来，国

网河南电力投资机井通电工程 21 亿

元，占国家电网公司机井通电投资

的 60% 以上。

根 据《 农 村 机 井 通 电 工 程

2016 ～ 2017 年 实 施 方 案》， 河 南

省建设任务为：到 2017 年新增通电

机井约 58.1 万个，受益农田面积约

2905 万亩，涉及 2.4 万个村，估算

总投资 88.59 亿元。

作为工程实施的责任主体，在

中央任务下达之后，国网河南电力

积极有效地开展各项工作，促进工

程尽快落地实施。主动与地方政府

沟通，争取政府支持，18 家市供电

公司全部与辖区内县（区）政府就

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签订了战

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小城镇、中

心村电网改造升级和“井井通电”

工程建设；成立了农田机井通电工

程建设领导机构，加强组织领导与

协调沟通；在工程建设中将坚持“四

统一”，从根本上保障农田机井通

电工程质量，解决现存的各类顽疾，

保障国家投资长期发挥作用。

国网河南电力配电网建设管理

办公室副主任郝福忠介绍，7 月底，

58.1 万眼机井通电的任务已正式进

入实施阶段，第一批总投资 17.72 亿

元的农田机井通电工程启动建设，

将在 12 月 20 日前全部完工，建成

14648 个单项工程。

兰考是国家级贫困县，2014 年

被列入“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今年年底要实现脱贫，其中机井通

电是重要的一个项目。“现在还有

9700 眼机井没有配套通电，省公司

定的是两年攻坚战，而我们要在今

年年底全部完成。”兰考县供电公

司总经理鲍俊立说。

时间紧、任务重，如何才能确

保如期完成任务？鲍俊立表示工程

管理是一门大学问，“我们建了一

个微信群，每天通报进度，施工中

有困难及时反映，基本当天可以解

决。”以物资管理为例，安排专人

跟踪物资分配，开展催货、验货工作，

避免因物资供应影响工期。为了节

约时间，他们建立了物资配送机制，

施工时需要的物资清单在前一天晚

上送到仓库，第二天早上就有专车

送到工地。

开封供电公司副总工程师臧建

伟告诉记者，前期工作做好，后期

开工以后进度就会很顺利。“我们

的机井通电项目在储备时，对质量

要求特别高，可研阶段，要达到每

一口井都精细测量。”

东坝头乡的水利管理站会计孙

祥东对此有切身体会：“6 月份，

我与乡供电所所长王保宏一起，用

GPS 定位测量了全乡 780 眼机井的

坐标，每眼井都核查过。”

兰考县人大副主任赵爱国说：

“机井通电工程对我们摘掉贫困县

的帽子意义重大。”

在同样是国家级贫困县的滑县，

机井通电工程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滑县副县长许业告诉本刊记者，滑

县政府始终把粮食生产作为全局工

作之重，把高标准粮田建设作为粮

食增产的根本举措。许业说：“粮

食要高产，电力要先行。机井通电

是一项利民的大工程，县政府高度

重视与支持，我们成立了以县长为

组长的滑县电网建设领导小组，全

力保障机井通电工程的顺利进行。”

今年 3 月 31 日，国网河南电力

配电网工程现场观摩推进会在滑县

召开，在全省推广安阳和滑县农配

网建设管理经验。滑县供电公司获

得国家电网公司“十二五”农配网

建设改造先进集体，并承接国家电

网公司机井通电典型设计，安阳、

滑县机井通电工程建设为全国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

程新庄村“北地”里的配电台区，

就是标准化建设的第一个样板。他

们村还有一块 200 亩的盐碱地，程

新文说那块地“春天白茫茫，夏天

水汪汪，种啥啥不长”。去年，那

块地实施了农田机井通电工程，“今

年地里都种上了庄稼，也要丰收啦。”

程新文高兴地说。

封面文章   Cover Artic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