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

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等特征的地域综合体，与城镇互促互
进、共生共存。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
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质量。 继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全面部署、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实施乡村
电气化提升工程、 加快完成新一轮农网改造后，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
继续聚焦“三农”问题。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党组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将乡村电气化
提升工程作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企业的 35 项
举措之一，并作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重要抓手，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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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日前透露， 该公
司围绕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重大工
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自 2019 年起全
面 实 施 乡 村 电 气 化 提 升 工 程 ， 利 用
2019-2022 年四年时间， 通过改造升级
农村电网、提高农村供电服务水平、推广
电能替代技术、推动特色用能项目建设、
推介新型用电产品等方式， 着力增强农
村用电保障能力，提升农业生产、乡村产
业、农村生活电气化水平，积极助力农业
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在山东寿光、浙江安吉、湖北潜江 3
个县市，国网开展了乡村电气化试点项目
建设，坚持政府主导，开展政企联合，主动

对接各级政府，加强沟通汇报，抢抓国家
生态环境治理与产业转型升级新机遇，将
乡村电气化融入地方乡村振兴发展规划，
积极争取各级政府在项目建设、 财政补
贴、专项奖励等方面的政策支持，推动试
点项目实施。期间，国网山东、浙江、湖北
电力三家单位以增强客户用能体验 、提
升项目能效水平、 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
为目标， 结合当地农业农村资源禀赋及
产业发展现状，紧紧围绕农业生产、乡村
产业、农村生活、乡村供电智慧服务 4 大
类别， 推动实施 41 个电气化试点项目，
惠农富民成效凸显， 为乡村电气化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模式。

将能源互联网与乡村电气化试点项
目建设有机结合是乡村供电智慧服务项
目的主要任务。 在 3 个试点县市，国网建
设技术同源的智慧能源服务平台， 推动
出台统一的技术标准与接口， 为客户提
供全流程智慧用能服务， 优化电网负荷
曲线，增强客户用能体验。

在寿光市能源大数据中心，“能源大
数据” 界面显示着寿光各乡镇用电量热
力图、社会用电量数据、发电量数据及终
端能源占比情况， 直观反映出寿光能源
生产消费和经济发展状况。 据了解，在该
能源大数据中心建设过程中， 寿光市供
电公司积极同当地政府合作， 推动寿光
市政府出台 《寿光市能源大数据中心共
建方案》，将农业园区电气化改造纳入寿
光市发展规划，明确市属 18 个农业园区
全部按电气化标准打造成智慧用能农业
园区，数据接入智慧能源服务平台。

“目前，我们已全面对接政府、企业，

深度开展能源数据开发利用， 并计划推
出电力视角看寿光、 农业智慧用能、节
能减排监测、 台区价值精准评价、 供应
商动态评价等数字产品， 定期出具 ‘电
力能源看经济’ 分析报告， 为市委市政
府提供决策服务， 为大客户提供管家服
务， 为小微客户提供个性服务， 为电网
运营提供场景服务。 ” 寿光市供电公司
营销部主任张涛介绍。

走进安吉县余村， 别致优雅的小洋
房以青山为被， 绵延不绝的村道与溪水
相伴。 新建台区绝缘化率、 智能电表覆
盖率均达 100%，余村全面走上电气化道
路 ， 成为新时代乡村电气化的示范样
板 。 特 别 是 面 向 乡 村 的 智 慧 用 能 平
台———智慧用能 APP， 让智慧能源飞入
寻常百姓家。 “去年，供电公司在我们家
安装了智慧用能监测设备， 对光伏板、
厨房、 家用电器等用能设备进行监测。
手机里装上智慧用能 APP，可以实时了

解用能情况，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调整用
能方式，节能又环保！ ”在余村创办第一
家农家乐的潘春林说起智慧用能带来的
变化时感慨万千。

据了解， 智慧用能 APP 由电脑侧应
用、APP 软件和大屏综合展示系统组成，
相当于乡村“能源大数据中心”，实现用
户用能设备状态全感知、 用户设备能耗
分析和能效评价， 提供安全用电监测服
务和“一户一策”用能优化方案，包括智
能校园、智电民宿在内的 10 类“智慧用
能”APP 串联起安吉乡村农业生产、产业
发展和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

乡村振兴，电力先行。 2020 年，国网
研究制定了 《乡村电气化惠民富农项目
实施方案》， 并结合实际确定了 2020 年
项目计划，全面服务乡村用能需求，以电
气化托起小康梦， 以坚强电力保障为乡
村振兴注入源源动力。

（本版图片由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提供）

乡村是生态涵养的主体区， 生态是
乡村最大的发展优势。 国网在 3 个试点
县市围绕乡村家庭生活、乡村公共事业
（乡村教育）、乡村绿色出行等方面实施
农村生活电气化试点项目 10 个，不仅降
低了碳排放 、提升了用能体验 ，更实现
了百姓富 、生态美的统一 ，推动乡村绿
色发展。

在寿光市孙家集街道三元朱村 ，村
民王有文来到村民健身活动广场北侧的
电动汽车充电站，刷卡缴费。 “早上 5 点
多起床就开着车来到充电站充上电，回
家吃完饭再过来就可以开车出门了。 ”王
有文介绍。 该充电站是寿光市第一座“光
储充”一体化充电站，去年建成投运，每
天可以充 30 多辆电动汽车，不仅能实现
光伏发电自发自用、余电存储，还可以利
用峰谷电价提高能源转换效率、 减少用
能成本。 据统计，该站每年可充电 2.4 万
千瓦时，替代燃油 41.3 吨，减排二氧化碳
等各类污染气体 28.9 吨。

据了解，从 2017 年起，寿光市政府、
寿光市供电公司在孙家集街道共同打造
“清洁能源示范镇”， 建成 6 座清洁能源
冷暖分站。2019 年，寿光市供电公司又联
合供暖企业对当地清洁供暖系统进行再
升级。 “这是俺们小区第三年采用清洁能
源采暖了。 去年冬天又给安上了无线流
量调节阀和智能温控终端，用电更省、采

暖效果更好！ ”村民王聪说。
在安吉县实验初中， 经过电气设备

升级后，该校已成为“电靓美丽乡村”的
智能校园样板， 实验初中二年级学生曾
子轩高兴地说：“教室里有了空调， 冬天
不会冷得生冻疮了， 夏天也不会热得直
冒汗了。 ”学生家长们也对电气化改造工
作纷纷点赞。

据介绍 ， 为改善学生的学习环境 ，
安 吉 县 供 电 公 司 联 合 政 府 大 力 推 进
“空调进校园”项目。 2019 年安吉 10 所
中小学的 382 间普通教室和专用教室
统一安装了 728 台冷暖空调 ，受益学生
达 1 万余人 。 2020 年二期工程已于 8

月 30 日完工，在 34 所中小学安装了空
调 ， 项目在实施中还安装了实时负荷
监测设备和 pm2.5 智能传感器 ， 为师
生打造更绿色 、环保 、智慧的校园 。 该
项目不仅为提升学校办学条件 、 改善
教学及学习环境发挥重要作用 ， 还可
根据智慧用能学校试点经验 ， 为今后
校园能耗提供精准分析和低碳用能建
议，降低学校用能成本。

据统计，寿光、安吉、潜江 3 个试点
县市已实施的清洁供暖、光伏发电、车辆
油改电项目每年可减少燃煤消耗 1.37 万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41 万吨，为营造
绿色宜居乡村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乡村振兴，产业为先。 国网坚持因地
制宜、突出特色、注重效果、政企合作原
则，大力推动乡村产业电气化，通过生产
设备电气化和生产过程自动化， 提升乡
村产业发展水平， 促进乡村能源生产和
消费升级， 真正为服务乡村振兴提供坚
强的电力保障。

安吉白茶是安吉县的金名片， 也是
富民之路。 如今，乡村电气化正促进白
茶产业升级。 安吉县供电公司通过推广
电气化炒茶设备、制定自动化加工成套
设备团体标准 、推进 “机器换人 ”和 “智
慧用能 ”深度融合 ，促使茶农省工节本
成效明显， 实现炒茶效率进一步提升。
特别是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极大缓解
了采茶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机械化炒茶

降低了制茶过程的人员劳动强度，促进
了茶园亩产效益提高，平均售价较往年
提高 20%。

同时，在稳定性供电建设方面，安吉
县供电公司通过以划分行政村为单位的
网格化管理，形成供电配变、低压线路管
理全覆盖，确保白茶生产用好电。 截至目
前，安吉白茶总产值达 25.3 亿元，为全县
农民实现人均增收 7000 余元，品牌价值
达 40.92 亿元。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潜江市虾田因
为封村封路， 无法大规模复产， 相比之
下， 承包了 100 余亩虾田的王锦喜每天
只需待在家里拿出手机轻轻一点， 虾田
里的水泵就能自动启动，没有耽误养殖。
他介绍：“我的产量一点也没落下， 现在

收虾价格一点点涨上去 ， 我更有盼头
了。”王锦喜使用的这个 APP 正是潜江市
供电公司推动实施的乡村电气化用能项
目之一———农村养殖排灌电气化应用 。
这套设备不仅可以通过水质检测仪、环
境监测仪及水泵控制箱和乡村电气化用
能系统采集水质、 水位、 天气天象等信
息，还能实现远程排灌操作。

期间，王锦喜和其他 10 余户虾农坐
在家里就能给虾田进行抽水、 排水，不
仅体会到自动排灌的智能，还把传统经
验和科学数据有效结合起来，让设备的
智能真正变成小龙虾养殖的助力。 据测
算，在小龙虾育苗与养殖项目实行电气
化改造后，每亩虾稻工作田小龙虾产量
提升 5%。

“三农”真正要发展，解放和发展农业
生产力、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是关键。为此，
国网立足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
质量， 在 3 个试点县市重点选取农业大
棚、农业排灌、农副产品加工、畜牧及水产
养殖等项目推动实施电气化改造，增强农
业发展动力，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在寿光市稻田镇崔岭西村的智能化
蔬菜大棚， 西红柿如连串的灯笼一般，缀
满枝头、长势喜人，却不见菜农忙碌的身
影，二氧化碳发生器、水肥滴灌等自动调
节装置有条不紊地工作着。蔬菜种植户崔
江元在手机上轻轻一点，大棚内数十盏补
光灯同时亮起， 为棚内西红柿补充光照。
“有了‘365 电管家’，动动手指就把棚里
的大部分活儿给干了。 ”崔江元表示。

17 万个蔬菜大棚 、 占地面积 60 万
亩、年产优质蔬菜 45 亿公斤 ，以蔬菜产
业为核心的“中国蔬菜之乡 ”寿光 ，伴随
着电气化水平不断提高， 也在向智能和
高效不断“进化”着。 围绕寿光蔬菜核心
产业， 国网山东电力重点推广升级 150
个智慧电气化大棚， 普及水肥一体化技
术应用，将电气量、空气温湿度 、光照强
度、水肥机、卷帘机、喷淋机、补光灯等感
应和控制集成于手机软件中。 通过实施
电气化改造，蔬菜大棚实现节水 40%、节
肥 30%， 平均节省劳动力 20 人·天/亩，

每棚每年节约生产成本 7000 元。
湖 北 潜 江 拥 有 80 万 亩 虾 稻 共 作

田，农业排灌需求量极大 。 潜江乡村灌
溉控制自动化水平不高 ，多采用手工控
制方式 ，泵站存在运转不及时 、高峰用
电、综合利用率低等问题 。 为改善这一
状况，潜江市供电公司联合熊口农场东
大分场东大垸泵站试点实施智慧用能
改造 ，在泵站及周边部署水位 、水质等
环境检测设备与水泵水闸控制设备 ，采
集现场水质、水位、天气气象 、视频监控
等数据，通过边缘路由器实现对设备排
灌各环节的实时监控分析 ，实现全域场
景可视化和抽水排灌自动控制。

泵站管理人员通过手机 APP 或 PC
端乡村电气化智慧用能平台即可实现对
水泵水闸的远程控制， 潜江市供电公司
则通过智能化自动控制实现泵站与变电
站、台区的用电错峰管理。 此外，潜江市
供电公司还在农场当地推广共享电能
表，将智慧能源网关、电排灌设备控制终
端、智能电能表等设备进行集成，通过移
动支付实现灌溉基础设施共享。 实践证
明， 该项目在保障农业排灌用水需求及
时性、必要性的同时，通过数字化智能管
理缩减农业排灌站用工、 提高排灌工作
效率， 排灌区工作人员由原来 2 名减少
至 1 名，成本减少约 1.2 万元/年。

推动智慧服务项目落地 提高乡村用能智慧化水平

开展生活电气化试点 扮靓乡村广阔天地

实施电气化改造 汇聚产业兴旺新动能

提升电气化水平 助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乡乡村村振振兴兴 有有电电相相伴伴
——————国国家家电电网网有有限限公公司司推推进进乡乡村村电电气气化化试试点点项项目目建建设设纪纪实实

�� 寿寿光光市市供供电电公公司司人人员员到到田田柳柳现现代代
农农业业创创新新创创业业示示范范园园区区服服务务。。安安吉吉县县供供电电公公司司共共产产党党员员服服务务队队在在茶茶山山上上巡巡视视。。

�� 潜潜江江市市供供电电公公司司人人员员对对泵泵房房设设备备进进行行调调试试、、检检查查。。

安安吉吉全全电电化化炒炒茶茶生生产产现现场场。。

寿寿光光““光光储储充充一一体体””充充电电站站。。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王王旭旭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