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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没几日，陕西西安的气温

已经飙升至 30 摄氏度以上。太阳西

沉，地面上蒸腾的热气渐渐退去，

西安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景区

内的游人渐渐稀少起来，景区入口

处的商铺开始打烊。18 点 30 分，

培训讲师张新盼准时走进距离景区

入口 400 米处的秦俑供电所大门。

19 点至 21 点的每日培训 + 每日一

考，成为秦俑供电所 14 名供电员工

近一个月来的每日必修课，他们正

在为建设“全能型”乡镇供电所做

充分的准备。

一场变革悄然而至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总经理卓

洪树高度重视“全能型”乡镇供电

所建设工作，要求在务实中发力、

在创新中突破，实现“全能型”供

电所实质运转。“与建设五星级乡

镇供电所提升管理和精益化水平不

同，此次建设‘全能型’供电所的

重点是借助信息化的技术手段，推

动营配业务末端融合，从而实现工

作效率提升。可以说这是对供电所

前所未有的一次创新性变革。”国

网陕西电力营销（农电）部主任岳

红权说。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

联网 +”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

个领域，即使是乡村也不再是移动

互联网的真空地带。如何让供电所

的传统业务借助信息化的手段进行

优化、重组，从而达到提升服务能力、

提升效率效能的目的，这是建设“全

能型”乡镇供电所需要解决的首要

任务。

供电所传统业务多年来形成的

业务流程和业务模式并不能完全适

宜于当下新的形势和新型业务的推

广需要。“以往供电所班组严格按照

业务类型划分为营销、生产、服务三

个班，各专业间相互隔离，甚至同专

业不同岗位都各自为政。”国网陕西

电力营销部专工杨永刚介绍，“传统

业务模式内部流程复杂，流转环节多，

造成人员多次转场，响应客户需求的

速度必然受到影响。”

随着五大专业的精细划分，业

务末端结构性缺员的弊端开始逐渐

显现。供电所定岗数量有限，而诸

如电能替代、新能源上网、电动汽

车充换电等新型业务的不断增加，

更是让供电所的员工疲于完成工作

任务，自身的业务水平很难得到提

升。新形势下，新业务形态对供电

所的管理带来了全新的考验和挑战。

变则通，一场全新的变革呼之

欲出。

“三个融合”

保障供电所高效运转

之所以称“全能型”乡镇供电

所的建设为一场“变革”，是因为

这个过程中既有岗位的融合，又有

新型业务的推广应用，还有新的工

乡镇供电所的“全能型”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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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机制的建立。

“首先要对供电所的组织机构

进行优化，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供

电所机构精简高效，业务末端融合，

带动劳动效率提高。”作为负责“全

能型”供电所建设的专责，杨永刚

深知此次变革必须打破以往的模式

与惯例，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末

端”融合。

“以巡检为例，过去，营销组

巡检用采计量设备，生产组巡检台

区设备线路，一项巡检工作需要不

同专业派两次工才能完成。”西安

临潼供电公司营销部专工董鑫介绍。

再以更换电表业务为例，营销组供

电员工从营业组得知业务信息后，

需到所长处签派工单，到生产组领

表，再到备品备件库领料……内部

流转程序繁琐，人员多次转场，也

无形中延长了客户等待装表的时间。

“为此，我们提出了‘三个融合’，

岗位职责融合、设备管理融合、业

务流程融合，从而实现营配业务末

端融合。”杨永刚说。

在岗位设置上，打破以往按专

业划分的模式，设置内勤综合班、

外勤营配班。综合班如同大脑中枢，

实行综合柜员制，负责供电所所有

业务的内部流程及三库管理；营配

班如同四肢，实行台区经理制，按

照网格划分，由对应的台区经理担

负网格内一切营销、运检等外向型

业务。

设备管理融合是国网陕西电力

推动营配业务末端融合的一大亮点。

“我们从台区经理怎么开展业务这

个视角，提出了‘设备管理融合’

这个新概念，就是以台区为单元，

由台区经理对台区生产类线路设备

和营销类计量设备进行统筹管理，

一体化开展巡视维护，各类营配业

务按综合计划模式统一开展，通过

计划、派工、作业、考核全过程闭

环管控，一次安排、一次实施、一

次到位，实现营配设备运维、检修、

作业高度融合。”杨永刚说。在岗

位融合和设备融合的基础上，国网

陕西电力针对供电所 11 项业务流程

进行了优化，使具体业务从计划到

作业环节再到绩效考核等各环节形

成闭环机制，确保“全能型”供电

所在业务上实现实质运转。

接地气的机制保障

营配合一、一次到位、一岗多

能、一体化平台“四个一”的建设

目标，对秦俑供电所每位员工履职

履责能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对于

46 岁的李抗战来说，由生产组组长

转型为“一专多能”的全能型台区

经理，挑战着实不小。要说设备运

维检修，老李绝对是一把好手，可

遇到客户办理具体业务，刚开始还

真是找不着头绪。“所里其他 13 个

人都是我的老师，要学习的东西太

多了。”老李说。经过几个月的刻

苦学习，老李慢慢掌握了成为一名

台区经理所应具备的各项业务技能，

并成为营配班班长。

营配业务末端融合在秦俑供电

所施行以来，工作效率明显提升。

传统抢修业务流程从以往 9 步优化

为 4 步，故障恢复平均时长较优化

前缩短 16 分钟，故障报修到达现场

时间降低 30%，客户报修总量减少

21%。业扩报装流程优化后，整合

了现场勘查、合同签订、装表接电

等流程步骤，实现了台区经理现场

服务一次到位，低压新装居民用户

平均接电时间缩短 4.8 小时。

综合柜员制的实施，融合了电

费收缴、业扩报装受理、业务咨询

等岗位，实行一岗受理制，并以备

岗的形式解决高峰期业务受理时间

长等问题，这样一来，既保证了服

务质量，还提高了用工效率。

“‘供电所一体化监控平台’

和台区经理 APP 是营配业务末端融

合的纽带，将抢修、巡视、业扩报

装等营销、运检类工具融为一体，

打破了各专业之间的壁垒，提高了

工作效率，也提升了供电所的管理

水平。”岳红权介绍说。

眼下，秦俑供电所营业厅正经

历着一次转型。除了业务受理窗口，

供电所内还设置了电能替代、电动

汽车、智能家电等新型业务展示区，

从过去被动的业务受理到如今主动

宣传推广服务，供电所营业厅完成

了向智能化、体验型营业厅的华丽

转身。

按 照 国 网 陕 西 电 力 制 定 的 目

标，今年 11 月底前实现“全能型”

供电所全覆盖，届时，乡镇供电所

管理将实现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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