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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千万工程千万工程””引领下引领下，，浙江乡村各美其美浙江乡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美美与共，，在绿色发展道路上加速迈向振兴在绿色发展道路上加速迈向振兴。。

俯瞰金华八婺大地俯瞰金华八婺大地，，有的村子美得吸引了游人有的村子美得吸引了游人，，有的村子美得吸引了创客有的村子美得吸引了创客，，还有的村子做精还有的村子做精、、做优形成了特色产业做优形成了特色产业，，带动村民一同致富带动村民一同致富。。这些乡村蝶变这些乡村蝶变

的背后的背后，，离不开国网金华供电公司高标准建设的农村配电网离不开国网金华供电公司高标准建设的农村配电网，，不断深化的新农村电气化建设不断深化的新农村电气化建设，，城乡统筹推进的办电服务和积极倡导的乡村绿色低碳用能城乡统筹推进的办电服务和积极倡导的乡村绿色低碳用能。。

国网金华供电公司以诸多电力元素助力和美乡村国网金华供电公司以诸多电力元素助力和美乡村，，描绘一幅幅电力服务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描绘一幅幅电力服务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千万工
程”实施20年，发展理念深刻变革，乡村
环境深刻重塑。夏日微风，沿着石板路
在义乌李祖村中漫步，绿树成荫，繁花似
锦。很难想象，这里曾是当地人口中“脏
乱差”的“水牛角村”。

李祖村，地处义乌西北城郊。据介
绍，这个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村子，曾有
个绰号叫“水牛角村”，意思是没有希望
的村庄。”朴却无新韵，景美而缺人气。
如今的李祖村，有礼有爱有温度，安放得
了热爱与理想，不仅成为浙江省农创客
示范基地，还是“义乌人的后花园，义乌
人精神的栖息地”。

蝶变的契机，从一条路开始。2017
年起，义乌市委、市政府不断深化实施

“千万工程”，以国企投资开发、股份合作
等形式，打造德胜古韵、望道信仰、画里
南江等 10 条美丽乡村精品线为基础的
交通道路建设，带动偏远村、沿线村共同
发展。经过历时 4 年的开发建设，义乌
全市范围内形成了总长超280公里的精
品大环线，串联起了义乌 10 个镇街 112
个行政村。道路通了，带来了客流量，带
来了商机，带来了无限可能。2018 年，

“德胜古韵”美丽乡村精品线建设刚刚开
始，便为李祖村带来了不少客流量。看
着逐渐变多的游客，李祖村以村民众筹
模式开了第一家餐厅。28位村民以100
股，每股 5000 元的方式踊跃出资，迈出

了美丽乡村发展关键一步。
李祖村两委决定进一步整改村容村

貌，传承和发扬李祖悠久的历史文化，以
“国际创客村”为 IP 定位，把美丽风景转
换成美丽经济。国网义乌市供电公司主
动对接，在村道路沿途配套安装路灯，让
村庄“亮”起来，又通过管线综合治理、入
户线路“多箱合一”等手段，彻底消除乱
拉线现象，还增容布点近 10 台变压器，
让焕然一新的李祖村有了更加可靠的供
电保障。随着村里的创客越来越多，供
电公司增加了“5G＋天眼”、厨房“电能
替代”、广场夜景灯光工程等现代电力科
技，为李祖村的美丽蜕变锦上添花，也为
后续的直播经济奠定良好的营商基础。
用电环境好了，李祖村的变化在电量上
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单从年户均用电量
来说，从2003年的345度上涨到现在的
4145度，是原先的12倍多。

此外，村干部们与供电公司等联合
打造汽车露天影院。白天可以举办文创
市集、乡村大舞台等各类户外活动，晚上
变成汽车露天影院，为发展夜经济腾出
空间。平时，不光有文创市集，还有来自
上海、杭州的乐队表演。这些活动为李
祖村带来源源不断的流量和活力。李祖
村的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03 年的
不足5000元升至2022年的5.2万元，村
集体收入也从1.1万元增加到268万元。

现如今，李祖村的创客从无到有，从

国内创客到国外创客，李祖逐渐成为国
际创客村，更是获评全国文明村、全国绿
色村庄、浙江省民主法治村、义乌市三星
级美丽乡村等荣誉称号。

李祖村的日新月异，呈现出万千乡
村在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深入推进乡村
振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的勃勃生机。

景美人和，是国人一直向往追寻的
诗意。在诸葛亮后裔最大聚居地兰溪市
诸葛八卦村，诸葛子孙们依旧秉持着先
祖的遗训，在这片风水宝地中世代繁衍
生息，长盛不衰。国网兰溪市供电公司
持续推进农网改造升级工作，完成该村
电缆入地工程，结合当地文化，全力配合
做好落地箱、景观灯等电力设施、设备的
建设，为这一抹古韵和诗意锦上添花。

在浦江翠湖湿地公园，人们锻炼、游
泳、休憩⋯⋯时针拨回2013年以前，翠湖
还是浦阳江上远近闻名的臭水湖、垃圾
塘，周围几乎家家村民都开着水晶加工
坊，水晶加工产生的污水、废水直接排放
至翠湖，一度陷入粗放式发展的迷茫。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在
“千万工程”引领下，浦江县铁腕治污，水
晶产业完成绿色蝶变。国网浦江县供电
公司提前谋划电网布局，科学谋划电网
规划，紧密围绕全县发展布局，在“浦江
翠湖湿地公园”建设中服务旅游景点改
造与美丽乡村发展、提升，努力实现浦江
电网“景中无杆、镜中无线”的美丽画面。

蝶变·电气化 推动乡村“绿富美”

便捷办电、智能化服务等公共社会
服务均等化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一
环。国网金华供电公司大力优化乡村用
电服务，建设乡村电力驿站（便民服务
点），推广“网上国网”等线上办电渠道，
创新应用“驿电通”云服务模式，助力村
民“办电不出村”。

在东阳市城东街道寀卢村的田园
里，无人机翻耕机缓缓移动，远处的稻田

里绿意盎然，一架植保无人机正在作
业。为助力打造“乡村振兴·电力先行”
样板村，国网东阳市供电公司根据寀卢
村发展特色，为该村蔬菜大棚安装风机
设备电能采集器与温湿度传感器，帮助
完成田园智能化改造；召集无人机巡线
技术能手开展农用无人机培训服务春
耕，帮助种粮大户掌握无人机飞行技能；
开展“一棚一表”建设，为每个蔬菜大棚

安装电表，帮助农户了解大棚用电情况，
降低农业用电成本。

在婺城区沙畈乡，婺城供电分公司
与沙畈乡政府签订《村网共建 助力乡村
振兴》框架协议，主动将电力服务网格融
入基层政府网络，延伸乡村供电服务渠
道，共同打造“村网共建”电力便民服务
示范点。依托白沙源电力驿站建成的

“红旅＋村网共建”示范点将为山区村民
免费提供用电咨询、故障报修、电费缴
纳、停电通知等“一对一”个性化便民服
务。

金东区北山口村是佛手产业特色
村，早在 1998 年就被誉为“中国佛手之
乡”。金东供电分公司在村里打造未来
乡村用能小屋，为村民提供便民电力工
器具等设备，并布点安装了“驿电通”云
服务点终端，为村民用电排忧解难。通
过村企支部共建，金东供电分公司结合
乡村特色产业开展特色农产品助销、“装
表到棚”电气智能化大棚改造等行动。
为优化乡村充电网络布局，服务新能源
汽车下乡，金东供电分公司在北山口村
建设金华首个未来乡村“光储充”一体化
示范项目，引导村民绿色出行。

蝶变·优服务 助力“办电不出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光伏助农，
科技促富，在武义县上端头村，板上发电、
板下种植香菇的“菌光互补”项目，正带动
上端头村走上乡村发展致富路。

作为浙江省首个“菌光互补”项目示
范产业区，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与县农业农
村局、国网武义县供电公司联合在这里搭
建了“科技＋农业”、亩产 100 吨鲜菇、亩
产值100万元的香菇工厂化生产基地，吸
收山区农民和困难农户进基地种菇致
富。这片净面积约 6 万平方米食用菌基
地的大棚顶部，搭装着18889块多晶硅太
阳电池组件。光伏板替代大棚遮阳网，持
续发电，控温控湿，通过大棚恒温供能系
统，原本一年只能种植一季的香菇四季都
可种植。

赏花、踏水、游船⋯⋯绿色、低碳的花
溪“全电景区”，景区更多彩、用电更高
效。国网磐安县供电公司配合景区实施
改造，全电民宿、全电景区、特色灯光秀，
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实现景区“吃、住、行、
乐”能源消费全程电气化，降低景区用能
成本，方便旅客游玩，满足景区多元化的
需求。自 2020 年 5 月重新开放至 2022
年底，花溪村实现营收3650余万元，村民
人均增收 2 万元以上，民宿经营户收入达
40万元。

在永康市舟山镇端岩村，垃圾处理玩
出了花样，垃圾分类处理“端岩模式”成为
浙江省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典型。国网永
康市供电公司自主开发“厨余垃圾电气化
处理智慧管控平台”，让厨余垃圾处理全
程数字化，实现从丢弃到成肥的全程管
控。

在充足的电力保障下，垃圾三化处理
中心 24 小时能消纳转化 2 吨餐厨垃圾，
端岩村每天需要外运焚烧或填埋处理的
垃圾仅有 15 公斤。以垃圾分类为支点，
端岩村大力发展美丽经济，村集体经济从
原来的“薄弱村”，一跃发展成为年收入超
50万元的“示范村”。

乡村振兴，电力先行。国网金华供电
公司将持续创新服务模式，继续推进乡村
绿色低碳用能，挖掘乡村电力大数据价
值，助力乡村创造更多精彩。

蝶变·绿色低碳
拓宽乡村致富路

俯瞰义乌市江东污水厂分布式光伏电站全景 陈姣姣 摄俯瞰义乌市江东污水厂分布式光伏电站全景 陈姣姣 摄

夜色下，磐安县花溪景区灯火通明、游人如织。 郭丽泉 摄

国网兰溪市供电公司员工在诸葛八卦村
景区开展巡查检修 樊裕鑫 摄

国网兰溪市供电公司员工在诸葛八卦村
景区开展巡查检修 樊裕鑫 摄

国网永康市供电公司员工为端岩村景观
装置开展用电安全检查 项与翕 摄

位于北山口村的金华首个未来乡村“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 李雨臻 摄

描绘乡村蝶变新图景
包 涛 姜 爽

国网金华供电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