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婷 徐宁

问：配电网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
公共基础设施，农村电网是农村重要的基础设
施，省委、省政府历来重视配电网和农村电网
的建设发展，刚刚发布的两个规划是在怎样的
背景下出台的？

魏建强：“十三五”时期，是我省协调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的重要时期，也是努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
中走在前列、开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新局面的关
键时期。加快推进配电网发展，既是贯彻落实国
家“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战略部
署的重要举措，又是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的重要抓手。
加快农网改造升级，是我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对
于拉动农村消费升级、引领城乡深度融合发展、
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规划是发展的
龙头。为引导全省配电网和农网健康有序发展，
根据国家《关于加快配电网建设改造的指导意
见》和《关于“十三五”期间实施新一轮农村电
网改造升级工程意见的通知》精神，以《山东省

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为指导，我委牵头组织编
制了两个规划。

问：配电网是供电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经过多年的发展建设，我省的配电网发
展取得了哪些成就？“十三五”时期的主要思
路和发展目标是什么？

魏建强：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大配电网投
资力度，供电能力稳步提升，供电质量持续改
善。“十二五”期间，累计完成投资1270亿
元，新建改造110—10千伏配变容量0 . 84亿千伏
安、线路长度8 . 5万公里，主要技术指标全国领
先。综合分析我省配电网发展现状，主要有以
下特点：供电能力大幅提升，但局部地区能力
仍显不足；供电质量持续提高，但城乡用电差
距依然较大；电网结构日趋优化，但转供互带
能力还需加强；装备水平显著提升，但部分老
旧设备亟待升级；智能化率大幅提升，但覆盖
普及范围仍需扩大。

“十三五”时期，我省配电网发展将以满
足用电需求、提高供电质量、促进智能互联为
目标，坚持“两个统一”，注重“四个统
筹”，突出“五个着力”，实施“九个行
动”，构建安全可靠、经济高效、灵活先进、

绿色低碳、环境友好的现代配电网。《规划》
从建设规模、供电质量、安全智能三方面设置
了17项指标，各项指标均达到或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规划到2020年，中心城市区供电质量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城镇、农村地区供电质量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

问：1996年，我省率先在全国实现“户户
通电”，农网建设一度走在全国前列。近年
来，随着县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
快速推进，农网薄弱问题日益突出，请您谈谈
当前我省农网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下一步的提升
措施。

魏建强：1998年以来，我省累计投资约1052亿
元，先后完成了两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和供电企
业自筹资金农网建设，农网供电质量明显改善，
农网总体水平全国领先。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
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和农村生产生活水平的日益提
升，农村用电负荷增长较快，由于部分地区供电
半径过长和配变容量偏低导致的低电压问题较为
突出。农村电网薄弱问题集中体现在5个方面，一
是城乡供电服务差距依然较大。二是中低压配电
网结构较为薄弱。三是农业生产供电设施亟待改
善。四是局部地区供电能力略显不足。五是贫困

地区农网发展相对滞后。
“十三五”时期，我省农网发展必须以加

快城乡电力均等化、满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
农村电力的要求为出发点，努力构建结构合
理、技术先进、安全可靠、智能高效的现代农
村电网。工作中，重点抓好8项工程，一是小康
电示范县电网升级工程。二是新型城镇化配电
网示范工程。三是中心村农网改造升级工程。
四是农村机井通电工程。五是光伏扶贫配套电
网工程。六是自然村动力电村村通工程。七是
贫困村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八是农网户表改造
升级工程。

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科学谋划好“十
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
2020年如期脱贫。电网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重要基础设施，请问“十三五”期间将采
取哪些措施确保脱贫目标的实现？

魏建强：“十三五”期间，我省充分发挥电
网在脱贫攻坚战中的基础性作用，坚持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全面实现贫困村电网升级改造、
村村通动力电，因地制宜推进光伏扶贫，为贫困
地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有力支撑。

贫困村农网改造“全覆盖”工程。“十三

五”时期，聚焦省定扶贫重点村，继续推进贫
困村农网改造工程，全面系统推进配变台区、
老旧线路和低压户表建设和改造，缩短供电半
径，提高户均配变容量，全面解决低电压、
“卡脖子”问题，提升贫困地区供电可靠性和
电力服务水平，满足农户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自然村动力电“村村通”工程。去年，对
全省自然村通动力电情况进行了系统摸底调
查，发现尚有280个自然村未通动力电，236个
自然村存在动力电不足问题。截至目前，已经
对未通动力电的自然村全面实施了农网改造，
惠及居民约2万户6 . 6万人。今年，将投资1亿
元，全面解决自然村动力电不足问题，可惠及
居民约8 . 6万户27万人。

光伏扶贫工程。以贫困村、贫困户为重
点，准确识别确定扶贫对象，统筹落实项目建
设资金。配电网建设根据当地电网条件，依据
项目建设方式和规模，通过技术经济比选，合
理选择光伏扶贫项目接入方式，科学制订光伏
扶贫项目并网运行和电量消纳方案，合理预留
接入条件，加快配套电网改造和送出线路建
设，确保光伏接网工程按期投产，满足光伏扶
贫工程并网接入需要。

发挥规划龙头作用

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走在前列提供坚强的电力支撑
——— 访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魏建强

□侯婷 郭轶敏

3月2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济
南市南郊宾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山东省
配电网“十三五”发展规划》与《山东省“十
三五”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规划》，指导全省
配网、农网发展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道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
力的供电支撑。

笔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6年9月底，山
东省已实现自然村动力电“村村通”，比原计划
提前3个月，为全省精准扶贫提供了电力支持。

按照规划，2017年底，实现省定重点贫困村农
网“村村改”、平原机井电力“井井通”，全面

完成7276个中心村农网改造升级；2018年底，完成
济南历城、青岛胶州、潍坊高密等17个小康电示
范县的建设；到2020年，全面建成安全可靠、经济
高效、技术先进、环境友好的现代配电网，配电
网发展总体水平继续走在全国前列，中心城市区
供电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城镇、乡村地区供
电质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魏建强
说，两项规划坚持“两个统一”，注重“四个
统筹”，突出“五个着力”。“两个统一”即
坚持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四个统筹”即注
重城乡统筹、输配统筹、建改统筹、源网统
筹；“五个着力”即着力提高供电能力、着力
优化网架结构、着力提升装备水平、着力推进

智能升级、着力加强节能减排。为实现战略性
与可操作性的有机统一，规划明确了“十三
五”期间配农网建设的重大任务和重点工程。

配电网规划提出，以满足用电需求、提高
供电质量、促进智能互联为目标，从建设规
模、供电质量、安全智能三方面设置了17项指
标，各项指标均达到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着
力实施配网统筹规划、城网安全可靠、农网供
电提升、电网扶贫攻坚、网架结构优化、装备
水平提升、电能清洁替代、电源接入畅通、智
能全面覆盖“九个行动计划”。

“十三五”时期，为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
板、加快城乡电力服务均等化进程，党中央、
国务院作出实施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的重大部

署。实施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是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重要基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重要保障，是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举
措。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十三五”规划纲要
明确提出了农村电网改造升级的任务。

省发改委牵头组织编制的《山东省“十三
五”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规划》，立足当前、
总结成绩、分析形势，从建设规模、供电质
量、安全智能、精准扶贫4个方面，提出了发展
目标和主要指标，提出了小康电示范县电网升
级、新型城镇化配电网示范、中心村农网改造
升级、农村机井通电、光伏扶贫配套电网、自
然村动力电村村通、贫困村农网改造升级、农
网户表改造升级等八大重点工程。

□郭轶敏

3月2日，笔者从《山东省配电网“十三
五”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三
五”期间，山东省配电网发展将以满足用电需
求、提高供电质量、促进智能互联为目标，着
力实施“九个行动计划”。

《规划》从建设规模、供电质量、安全智能
三方面设置了17项指标，各项指标均达到或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规划到2020年，中心城市区供电
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城镇、农村地区供电质
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建设规模：110—10千伏配
变容量达到3 . 3亿千伏安、线路长度40 . 65万公里。
其中，110千伏变电容量1 .8亿千伏安、线路长度3 .9
万公里，35千伏变电容量0 .48亿千伏安、线路长度
3 .6万公里，10千伏配变容量0 .97亿千伏安、线路长
度33 . 1万公里。供电质量：中心城市(区)、城镇、
农村用户年均停电时间不超过0 . 4小时、2小时、5
小时，故障停电时间整体降低45%；电压不合格时
间不超过0 . 1小时、4 . 8小时、34 . 6小时，电压质量
整体提升60%。安全智能：110千伏主变、110千伏
线路、35千伏主变、35千伏线路N-1通过率实现
“四个百分百”。配电自动化、配电通信网、智
能电表、用电信息采集基本实现“四个全覆
盖”。

“十三五”期间，山东省配电网发展将以
满足用电需求、提高供电质量、促进智能互联
为目标，着力实施“九个行动计划”：

第一，实施配网统筹规划行动计划。统一
城乡配电网规划，统筹考虑电源、用户、站

址、廊道等因素，合理布局建设配电网设施。
第二，实施城网安全可靠行动计划。建设

济南汉峪金谷、青岛核心城区等高可靠性示范
区，达到国际同类城市领先水平，完成400万户
老旧小区“一户一表”改造。

第三，实施农网供电提升行动计划。全面
解决供电“卡脖子”和低电压等薄弱环节，今
明两年完成7276个中心村电网升级改造。到2020
年建成日照南镇下湖、潍坊安丘辉渠等100个美
丽乡村配电网示范区。

第四，实施电网扶贫攻坚行动计划。2017
年底前实现贫困村农网“村村改”，实现农村
机井电力“井井通”。因地制宜推进集中式、
分布式光伏扶贫项目建设，到2018年惠及1000个
扶贫重点村、10万个贫困户。

第五，实施网架结构优化行动计划。构建
灵活可靠的中心城市(区)网络结构，优化规范城
镇地区网络结构，适当增加变电站布点，逐步
缩短供电半径，提高供电安全水平。

第六，实施装备水平提升行动计划。优化
升级配电变压器、配电开关，加大低压老旧线
路、设备改造力度，提升低压电网装备水平。
开展综合管廊建设试点，将供水、电力、通
信、广播电视、排水等管线进行统一规划、设
计和施工，济南、青岛争取纳入国家地下综合
管廊试点城市。

第七，实施电能清洁替代行动计划。一是
服务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发展，到2020年，满足
35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构建以住宅和办公
场所充电为主，城市公共充电为辅、城际间快

速充电为补充的充电基础设施服务体系。二是
推进实施岸电工程。到2020年，全面完成青
岛、日照、烟台等3个港口岸电工程建设，推进
威海、东营、潍坊、滨州4个沿海港口及内河航
运岸电工程建设。三是电采暖推广应用。

第八，实施电源接入畅通行动计划。提升
新能源和分布式电源并网接纳水平，加快推进
长岛智能群微网协调控制技术研究及示范工程
建设，逐步构建以能源流为核心的“互联网+”
公共服务平台。

第九，实施智能全面覆盖行动计划。到
2020年，实现配电网自动化覆盖率100%，全面
提升配电通信网支撑能力，构建智能用电互动
服务体系。

据介绍，“十二五”期间，山东省已累计
完成投资1270亿元，新建改造110—10千伏配变
容量0 . 84亿千伏安、线路长度8 . 5万公里。截至
2015年底，配变总容量达到2 . 25亿千伏安、线路
长度26 . 4万公里，供电可靠率、综合电压合格
率分别达到99 . 948%、99 . 711%，主要技术指标全
国领先。其中，城网、农网户均配变容量分别
提高到“十一五”末的1 . 9倍、2 . 8倍。城网、农
网户均停电时间分别缩短44%、35%，户均停电
时间仅为全国的十二分之一左右，基本消除了
用户长期、季节性低电压问题。

□郭轶敏

在新发布的《山东省“十三五”新一轮农
网改造升级规划》中，笔者了解到，“十三
五”期间，山东省将实施新一轮农网改造升
级，从建设规模、供电质量、安全智能、精准
扶贫4个维度诠释“用好电”的新标准。

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目标有4个：
一是建设规模目标。农网110—10千伏配变

总容量达到1 . 95亿千伏安，线路总长度达到29 . 6
万公里。其中，110千伏变电容量0 . 99亿千伏
安，线路长度2 . 24万公里；35千伏变电容量0 . 35
亿千伏安，线路长度2 . 86万公里；10千伏配变容
量0 . 62亿千伏安，线路长度24 . 5万公里。

二是供电质量目标。农网用户年均故障停
电时间不超过4小时，较2015年下降2 . 8小时，与
城网差距缩短至3小时；综合电压合格率达到

99 . 85%，电压质量整体提升62%；乡村户均配变
容量达到2 . 52千伏安，较2015年翻一番，并根据
负荷需求适时调整。

三是安全智能目标。电网供电安全水平和智
能化水平全面提升。110千伏主变、110千伏线路、
35千伏主变、35千伏线路N-1通过率实现“四个百
分百”。配电自动化、配电通信网、智能电表、
用电信息采集基本实现“四个全覆盖”。

四是精准扶贫目标。全面落实农网精准扶
贫，实现7005个贫困村“村村改”、三相动力电
“村村通”、平原机井电力“井井通”；加强电
网接入系统建设，有效保障光伏扶贫项目建设。

按照年度安排，2016年底，实现自然村动力
电“村村通”。2017年底，实现7005个贫困村农网
“村村改”、平原机井电力“井井通”，全面完
成7276个中心村农网改造升级。2018年底，完成17
个小康电示范县建设。2020年底，建成结构合

理、技术先进、安全可靠、智能高效的现代农村
配电网，农网发展总体水平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基本实现城乡供电服务均等化。

根据规划，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将开展
“八项重点工程”。

一是小康电示范县电网升级工程。2018年
底前建成济南历城、青岛胶州、潍坊高密等17
个县（市、区）小康电示范县，为县域电网发
展树立标杆。

二是新型城镇化配电网示范工程。建设工
业型、商业型、旅游型三大类51个示范区。加
强电网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与城镇规划建设协同
推进，与水、路、气等其他基础设施协同发
展。

三是中心村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到2017年
全面完成7276个中心村电网改造升级，改善中
心村用电条件，发挥中心村辐射带动作用。

四是农村机井通电工程。有序推进农村机
井通电工程建设，2016—2017年，预计新增和改
造约42万眼机井供电设施，实现平原地区农村
机井电力“井井通”。

五是光伏扶贫配套电网工程。到2020年，
满足25万千瓦光伏接入需求，力争惠及1000个
扶贫重点村、10万个贫困户。

六是自然村动力电“村村通”工程。全面
摸排自然村通动力电情况，2017年，全面解决
192个村动力电不足问题。

七是贫困村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全面解决贫
困村供电“卡脖子”、装备水平差、故障率高等
问题，2017年底完成剩余1506个贫困村电网改造升
级工程，实现贫困村电网改造“全覆盖”。

八是农网户表改造升级工程。建立由政府
主导，住建、物价等公共事业部门和电网企业
共同参与的联动机制，至2020年，完成超过100

万户居民户表的改造，保障住宅小区用电客户
的合法权益。

1996年2月18日，山东省率先在全国实现
“户户通电”。1998年以来，山东省累计投资
约1052亿元，先后完成了两轮农网改造升级工
程和供电企业自筹资金农网建设，实现了从
“用上电”到“用好电”的飞跃。

多年来，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大力弘扬
“ 户 户 通 电 ” 精 神 ， 持 续 深 化 “ 彩 虹 工
程”，不断提升供电质量和服务水平。截至
2015年，农网服务各类电力用户2680万户、
5400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55%。110—10
千伏配变电容量达到1 . 4亿千伏安，线路长度
达到20 . 6万公里。供电可靠率达到99 . 922%，
综合电压合格率达到99 . 604%。2002年实现城
乡居民生活用电同价，农村电价大幅降低，
有效减轻农民用电负担。

山东省发布“十三五”配电网发展规划

与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规划

山东省配电网“十三五”推出“九个行动计划”

“八项重点工程”加快城乡电力服务均等化

山东启动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

电力人员巡视检查用户设备
□高立联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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