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年

每一滴水珠，都蕴藏着奔腾的力
量；每一个梦想，都融汇于创造的时
代。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诸多现实难
题、各种风险挑战，考验着辽宁电力人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智慧。
配电网，作为辽宁电网的重要组成部
分，与广大用电客户生产生活紧密联
系，是影响供电服务水平的关键环节，
更是电网服务客户的“最后一公里”。
伴随着家庭电气化水平提高、电气化进
程加快，用电客户对供电可靠性、电能
质量、快速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改革开放 40 年来，国网辽宁电力
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在构建“强前端、
大后台”现代化服务新体系的进程中，
始终致力于规划好、建设好、运维好、
管控好城市配电网，增加建设投资，建
设高质量的城市配网，不断提高客户
获得感和满意度。

国网辽宁电力优化网架结构，将
辐射式结构线路与相邻线路形成“手
拉手”联络方式，保证主干线上每段线
路均可双向受电，提高互供能力；细化
梳理联络线，所有线段保证有两个及
以上电源，开环运行，基本形成“多分
段两联络”和“多分段三联络”网格式
结构等。同时，充分考虑用电负荷增
长情况，有针对性地更换大线径绝缘
导线，解决“卡脖子”问题。

在地方经济的带动下，辽宁地区各
类园区逐步形成，特别是进入21世纪，
各类园区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兴起并发
展壮大。每年，国网辽宁电力通过技
改、大修工程，消除开关、配电室、箱变、
环网柜隐患，逐步改造全省老式架空变
台。目前，辽宁地区城市配网有 10 千

伏线路 4128条，总回长 23498千米；10
千米配电变压器 49669 台，容量 21302
兆伏安；10千伏开关144477台，其中站
内开关131935台，柱上开关12542台。

经济发展，电力先行。面对如此
大规模，为实现各类园区客户的用电
生产需要，国网辽宁电力开展细致的
研究与配网规划工作，全力保障电力
系统发展与园区建设的协调性，使电
力系统发展更好地为辽宁省园区建设
发展服务。

国网辽宁电力深入分析辽宁省园
区及电网现状，以电网现状为基础，编
制近期、中期、远期各阶段规划；电力
建设项目在满足园区发展需要的基础

上适度超前；在满足电力负荷发展需
求的同时，着重提高园区电网供电可
靠性和经济性。

其中，成立一年多的辽宁自贸区
沈阳片区，吸引了 2525 家企业客户入
驻。面对自贸区井喷式的负荷增长，
国网沈阳供电公司按照 A+区域标准
规划电网。对于重要客户所在线路，
在国内率先应用自愈型电网技术，0.1
秒可自动判断故障点位置，0.2秒可恢
复故障点下端供电。建成至今，已完
成218处配电网自动化改造，实现了配
网自动化全覆盖，大幅提升供电可靠
性。同时，与自贸区建设局建立联动
机制，在有大型大负荷企业、小区入驻

时，超前接入，合理使用10千伏业扩报
装项目包，保证企业或小区外电源，缩
减用户用电成本。目前，已完成114户
大型企业、小区送电，未来 5 年计划投
资 5 亿元，继续完善区域配网建设，真
正打造国际一流配电网核心示范区。

40 年来，国网辽宁电力高度重视
城市配网建设，以提升供电可靠性为
主线，通过精益化运维、智能化管控，
实现网架坚强、管理高效、服务优质的
城市配电网建设目标。2018 年，全省
供电可靠率 99.8247%，城网供电可靠
率99.9473%，电压合格率99.996%。

目前，国网辽宁电力 14 家地市供
电服务指挥中心全面进入运行状态，
实现了以“数据贯通和信息共享”促进

“专业协同和业务融合”的目标，进一
步提高服务管控能力、响应速度和处
理效率，全面提升配网运营效率效益
和供电服务水平。为提升报修响应速
度，根据工单密度科学划分网格区域，
全省设立 1208 个抢修驻点，抢修平均
半径缩短 21.7%。该指挥中心通过工
单定位报修地点，就近直派驻点，提升
报修响应速度，抢修工单全部线上流
转，实现无纸化派单，抢修APP应用率
100%，派单及时率 100%，到达现场平
均时长下降4.67%。

在创新方式方法的同时，国网辽
宁电力采取先进的技术手段，通过配
网不停电作业技术，进一步缩短停电
时间，提高供电质量，提升供电可靠
性，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双提升”。
40 年改革开放历程中，气势恢宏

的壮丽史诗在辽宁电力人的手中一次
次书写！

以现代化的配网让城市灯火明亮

1978年12月18日，北京，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
革开放的时代大幕。自此，新的曙光，跃出了东方的地平线……离得足够远，才能看得真
切，走得足够近，才能感受震撼。站在2018年的岁尾回望40年的来路，伴随改革开放大
潮奔涌而来，辽宁电力人勇立改革发展潮头，用自己的非常作为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电力工

业史上的奇迹。如今，辽宁建成以中部内外层双环网为核心的500千伏主干网架，目前国内唯一实
现规模以上风、光、水、火、核、储能、储热技术一体化源网荷协调调度的省级电网，通过倾力倾心服务
地区经济发展，助推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核心
提示

建设坚强电网 助力辽宁振兴
——改革开放40年国网辽宁电力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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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滔浑江水，滋润广袤的辽
沈大地，万物生长，生机勃发。
辽宁电力人积极参与改革的赤
子之心，永远为人民而跳动！

40 年前的辽宁地区农村电
网什么样？1980 年，全省农村
送电线路共 3149 千米，年用电
量 261 万千瓦时，通电村 11122
个。那个年代，“电灯磨面不发
愁，听戏坐炕头”的生活，是大
多数农民的美好向往。此时，
摆在辽宁电力人面前的是，改
革开放任重道远，闯关夺隘战
鼓催征。

12 月 16 日 7 时 ，天 微 亮 。
种粮大户潘威早早就出门赶往
铁 岭 双 井 子 镇 供 电 所 申 请 办

“旱改水”电机井，原来去年该
县推广国家农业部农田水稻创
新项目“鸭田稻”获得了可观
的经济效益，这让他看到了致
富的希望。

水稻孕穗拔节关键期要灌
深水护苗，一刻也不能断水，双
井子乡的农民深知电力机井灌
溉的重要性，尽管今夏遭遇罕见
高温，但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
程的实施，让潘威和村里其他种
粮大户心中不慌。

改革开放初期，作为辽宁著
名的粮食生产基地，铁岭双井子
乡近 8000 公顷粮食种植地仅有
不到 670公顷水稻，“因地制宜”
更适合该地生长的旱稻是这里
的主要粮食作物。

双井子乡副乡长谢明东回
忆说：“40年前，改革开放刚开始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
民种粮的积极性大大提高，虽然
大家都想种水稻，但我们这土地
缺水更适合种旱稻，能种上水稻
是每家农户的愿望。”

上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春
风吹向全国，1984 年至 1992 年,
省政府专项拨款支持无电村屯
办电, 这期间, 经过基层电力干
部职工长期不懈的努力，锦州、
阜新、朝阳、丹东、抚顺、铁
岭等地区共有 2400 个无电村屯
通了电。1990年全部乡,1995年
全部行政村先后通了电，成为全
国第二个实现行政村村村通电
的省份。

双井子也不例外，1984 年，
双井子村通电后，电机井滴灌
让 农 民 看 到 了 种 植 水 稻 的 希
望，但由于电力供应没法保障，
还是使很多农民对水稻种植望
而却步。

2000 年，面对用电负荷大、
对导线线径要求高的情况，薄弱
的农网网架渐渐不堪重负。国
网辽宁电力主动履职，及时了解
农户的用电需求，在全省范围内
免费为农民立杆、施工，增容变
压器，将电线架到田间地头。
2010年在“十二五”实施过程中，
又对全省进行了新一轮的农网
升级改造，不仅解决了农网低电
压“卡脖子”问题，还使农民用电
更加安全可靠。

2016年，中央提出农村土地
“三权分置”，潘威耕种的土地更
是达到 33 公顷，成为当地名副
其实的种粮大户。同年 4月，新
一轮农网改造升级“两年攻坚
战”启动，计划用两年时间完成
经营区内平原地区“井井通电”、
小城镇（中心村）电网改造升级
全覆盖、村村通动力电。次年 9
月，“两年攻坚战”提前三个月完

成，国网辽宁电力电力供应区域
内农村地区供电能力和服务水
平明显提升。建设和改造“井井
通电”21377 眼和 48632 个村通
动力电，建立了农村网格化供电
服务模式。

在双井子，农网升级改造完
成，配套电网相继投运，农网网
架结构得到不断完善。随着“两
年攻坚战”的圆满竣工，包括潘
威在内的双井子村农民再也不
担心灌溉用电了。

改革开放在辽宁大地上结
出了累累硕果，在距离双井子村
500公里外的朝阳县杨树湾镇梁
东村小窝铺村，有着与双井子同
样的土地干旱特性，常年缺水似
乎是这里的代名词。

“除了穷，还是穷，家里孩
子都五六岁了还没见过电灯啥
样，更别提什么用电能帮助种
地了，想都不敢想。”今年 65 岁
的王文志回忆起往事不无感慨
地说。

2006 年 12 月 6 日，辽宁省
最后一个无电地区——朝阳县
小窝铺村实现通电。那天，辽
宁 13120 户长期不通电农户告
别了煤油灯照明和柴油机发电
的历史，点燃了新生活希望。

现如今，在一项项接力工
程中，经过“新一轮农网升级改
造”“户户通电”“井井通电”“两
年攻坚战”后使农村地区用电
进入前所未有的快车道，在辽
宁大地上，业兴、家富、人和、村
美，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幸福美
丽新村如一颗颗灿烂的明珠熠
熠生辉，展示着辽宁新农村的
美丽新气象。

到 2017 年底，新农村电气
化村已达 48632 个，是改革开放
初期的 5 倍，农网送电线路共
51829 千米，是改革开放初期的
16.45 倍，小城镇（中心村）1155
个。县域电网供电可靠率增至
99.8532%；县域电网综合电压合
格率增至 99.973%；高压线损率
由 6.73%下降至 5.31%；低压线
损率由 3.86%下降至 3.81%，农
村 电 力 基 础 设 施 得 到 较 大 改
善，农村电气化水平得到跨越
式提升。

40年，弹指一挥间。一个个
方案、一张张图纸、一座座基塔、
一条条银线，明亮了田野，温暖
了寒冬，把希望照进了人心。电
力惠农践行着辽电人的社会承
诺。到 2020 年辽宁电力将再投
资 350 亿元，进一步改善辽宁配
电网结构，为辽宁人民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
地再立新功。

40年的时光年轮，记录每一
个人的变化；40 年的时代际遇，
塑造每一个人的人生。四十而
不惑，不惑而心定。

“啊，亲爱的朋友们，创造
这奇迹要靠谁？要靠我，要靠
你，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
辈……”

光阴荏苒，彼时的青年，如
今已步入中老年；当年的孩子，
如今正当壮年；改革开放后出生
的“80后”，逐渐成为辽宁电网骨
干中坚；一批批“90 后”，陆续走
上事业的舞台……

改革开放的事业，如此赓
续，在一代又一代辽宁电力人的
不懈奋斗中开拓前行。

顾 波 刘子健 张爱萍

以电力惠农承诺点亮农民幸福生活

大河奔流开新路，层峦竦峙争高
峰！通过历史深处的一个个闪光记
忆，也许更能体味这部时代变奏曲的
力量和深度……

2018 年 6 月 8 日，辽宁，宽邦 500
千 伏 变 电 站 投 运 ，至 此 ，辽 西 地 区
500 千伏双环网正式形成。宽邦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是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 2017 年度重点工程项目，并被列
入 辽 宁 省 委 、省 政 府 重 大 项 目 清
单。国网辽宁电力紧抓关键节点，
工程于 2017 年 5 月下旬开工建设，
到 2018 年 6 月竣工投产，开创了辽
宁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投产最
短工期纪录。

约40年前，也曾有类似的一幕……
1979年，11月的辽宁，我国第一条

全国电压等级最高、自行设计、自行施
工、安装全套国产设备的 500 千伏元

（元宝山）锦（锦州）辽（辽阳）海（海城）
输变电工程开始建设，线路总长度602
千米，工程分段调试投产，到 1985 年，
工程全面建成投运……

同样是建设500千伏输变电工程，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意味。

辽宁，中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新
中国工业发展的摇篮。改革开放之
初，辽宁全省工农业用电的需求迅猛
增加，电力供应不足成为当时严重制
约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短板，电力供
需的巨大差距深深刺痛了辽宁电力人
的心。

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首批
对外开放包括大连市在内的14个沿海
城市，辽宁对外开放大幕自此全面拉
开。坚决落实中央部署，加快建设坚
强电网，也许是对过去 40 年辽宁电网
发展变化最直观的概括……

眼前的雄奇景色、耳畔的历史长
风，都在发出改革的呼唤！改革开放
之初，辽宁电力建设贯彻中共中央工
作会议关于电力工业要水电、火电并
举和大、中、小并举的方针，建设了一
批 20 万千瓦容量大机组的骨干电厂，
同时加快水电建设，发展小水电和余
热发电。

辽宁电力人坚持以服务改革发展

为中心，以元锦辽海500千伏输变电工
程为基础，在接下来的10年间，不断提
升电网建设速度，到1990年底，辽宁电
网就已成为发电设备容量为 851.63万
千瓦、500千伏线路为骨干、220千伏线
路为主体网架，电压等级涵盖 500、
220、66、10千伏的国内最大省级电网，
初步构成了全国北部通道东北地区的

“西电东送”新格局。20世纪90年代中
期，辽宁一举扭转了长期缺电的局面，
同时，开拓电力市场，逐步形成厂网分
开、竞价上网、敞开供电、优质服务的
新格局。

2014 年 6 月，国家级经济特区大
连金普新区成立，改革开放掀起新一
轮热潮，辽宁电网建设也掀起了一轮

又一轮高潮。2010 年 9 月 18 日，辽
宁 —— 内 蒙 古 东 部 省 间 500/220 千
伏电磁环网全部解环运行，由 500 千
伏线路组成的省间受电格局正式形
成。2015 年 8 月 20 日，辽宁绥中电
厂改接华北电网工程完成全部建设
任务，东北电网向华北电网送电能
力由 300 万千瓦提升至 500 万千瓦。
2016 年 9 月 28 日 ，500 千 伏 唐 王 一
线、张唐一线投运，辽宁中部双环网
的 内 环 基 本 形 成 。 2017 年 9 月 26
日，500 千伏程渤二线投运，辽宁中
部双环网外环全面形成。2018 年 6
月 8 日，500 千伏高宽一、二线投运，
辽宁西部环网全面形成。

近年来，国网辽宁电力深入落实
“十三五”电网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和
国网服务东北振兴行动方案。1993
年 7 月 1 日，辽宁省第一台风力发电
机组在大连横山风电场投产；2012 年
12 月 28 日，辽宁锦州南山 10 兆瓦光
伏电站投运，省内光伏进入规模化发
展阶段；2013 年 2 月 22 日，卧牛石风
电场 5 兆瓦 2 小时容量的亚洲最大全
钒液流电池储能示范项目在辽宁成
功送电；2016年 6月8日，红沿河核电
厂 4 号机组投运，至此，一期四台机组
全部投产。如今，辽宁电网清洁能源
装机占比超过 20%，储能容量国内领
先，储热容量国内居首，储热、储能总
容量超 1700 兆瓦，弃风率同比下降超
过50%。

40 年后的今天，辽宁已建成以辽
宁中部内外层双环网为核心的 500 千
伏主干网架，辽宁电网成为东北电网
负荷中心，电源装机约占东北电网的
35%，用电量占东北地区的50%。拥有
66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56642千米、变
电站 1779 座、变电容量 20253 万千伏
安。全省发电装机容量较改革开放之
初的600万千瓦增长了近九倍。

从改革开放之初隐藏在每个辽宁
电网人心头的“焦虑”，到如今浮现在
辽宁省 4300 万人民脸上的“幸福指
数”……40年来，辽宁电力人呈现的是
一幅波澜壮阔的电网建设与发展的历
史画卷。

以更加坚强的电网服务改革发展

40年

40年

2018 年，辽宁锦州供电公司市场及大客户服务室员工指导客户使用机器人
“小七”查询电费。 刘文剑 摄

2017年12月25日，在固本220千伏线路工程施工现场，国网阜新供电公司工
作人员正在进行施工作业。 吕国双 摄

2018 年，辽宁锦州供电公司员工在义县七里河村纯仁花卉种植
合作社向花农宣传安全用电知识。 刘文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