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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与与改改革革开开放放同同行行

经济要发展，电力须先行。电力是保障社会经济发展、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产业，电网是连接电厂与用户、优
化配置能源资源的基础平台。改革开放40年来，闽清电力
事业阔步前行，搭建起坚强电网，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提供
更加安全可靠、更加清洁经济的电力供应，助推着闽清经济
社会的快步发展。8月31日，本报记者同县委党史研究室
副主任科员林云青一起采访了闽清供电公司党委书记陈宗
伟，听其讲述改革开放以来闽清供电事业的发展。

我第一次来闽清工作是在2008年10月，时隔十年再次
来到闽清，我深刻地感受到闽清在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
变化。闽清供电事业的发展更是我关注的，变化可以说是
翻天覆地。如今行走在城关主街道上，早已不见了当年蜘
蛛网似的电网，供电的可靠性安全性也是极大提升。可以
说，闽清电力在电网建设、农网改造、智能营销、抗灾救灾、
优质服务等方面都展现出跨越式发展的新局面。

电网建设大提升
改革开放前，闽清县域相对封闭、落后，经济社会发展

缓慢，电力设施落后，全县用电负荷也很小。资料记载，
1948年，闽清县只有一家梅城小型火力发电厂，电力仅供
20多家商店照明。1951年梅城火电厂扩建，县政府机关和
商店安装电灯300盏。1957年，县内第一座装机40千瓦金
沙水电站建成后，小水电才逐步发展，之后有40%农户用电
照明，但电力质量较差，供电距离太远，大部分输电导线使
用8#铁线，电压太低，用户不得不把新灯泡弄断灯丝（俗称
碰丝）来增加亮度。1970年才建成闽清县第一座35千伏城
关变电站。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闽清电力事业步入一个新的发展
时期。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县供电公司贯
彻“自建、自管、自用”和“以电养电”的办电方针政策，出现
多渠道、多层次和多家集资办电的新局面。1984年3月，成
立了福建省闽清县电力公司，隶属水利电力局。到 1987
年，全县共建有水电站173座，县内所有乡镇和行政村都用
上水电，居民用电户达到99.5%，全县照明日平均用电4666
千瓦·时，年用电量达170.77万千瓦时，路灯（水银灯）年用
电量4.87万千瓦时。

上世纪90年代初，闽清县电网还较为简单，虽有29.7
兆瓦的小水电和5座35千伏变电站，但远不能满足全县乡
镇工业发展需求。为保证乡镇工业用电，1994年建成投运
了主变容量为4兆伏安的35千伏前坂变，1996年升压改造
110 千伏梅城变，成为闽清县电网 110 千伏枢纽变电站。
1997年，安仁溪电厂建成并网发电，成为闽清县电网的骨干
水电厂。进入21世纪后电网有了较大较快发展，2003年9
月，35千伏金沙变投运；2005年，35千伏东桥变增容，220千
伏闽清变投运并作为闽清电网的主电源，由其110千伏三
条出线分别供电至110千伏梅城变、普贤变、白洋变；2008
年35千伏塔庄变建成投运，110千伏普贤变＃2主变投入运
行；2010年110千伏坂东变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2011年，
35 千伏坂西变退役；2012 年，110 千伏梅城变第二路电源
110千伏闽梅Ⅱ路建成投运；同年，白洋变第二路电源110
千伏闽坂Ⅱ路建成投运，实现白洋变双线双变供电；2013
年，分别投运110千伏闽坂Ⅱ路、坂普线，结束110千伏坂东
变、普贤变单电源供电历史。就此，全县电网从辐射型全面
向手拉手式转变，不断增加电网之间的联络，提高了全县供
电的可靠性。今年，按期投运110千伏新区扩建、35千伏三
溪输变电等重点工程，按序时推进省璜输变电、大湖仙配套
送出、池园输变电工程，并完成500千伏、1000千伏超高压
线路属地化路径协议办理。

农网改造惠民生
对于农网改造，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闽清供电公司也是

不遗余力。第一期的农网改造由政府出资，电力部门架设

杆线。从政府全资到电力企业控股，再到成立子公司，投入
电网建设改造的资金越来越多。1999年，“两改一同价”的
春风吹遍祖国大江南北，闽清电力建设迎来了建国50年来
快速发展的春天，闽清县农村电网改造工作全面开始实施，
下达网改资金11738万元。全县一户一表改造率达100%，
受益人口 27.02 万人。全县更换高能耗配变 271 台，容量
22685千伏安，新装配变208台，容量24160千伏安,变压器
由油式变升级成全封闭干式变压器，更安全、更可靠、更环
保。改造和新装 10 千伏线路 530.69 千米、0.4 千伏线路
1497.5 千米、接户线路 1619.5 千米,改造安装一户一表
79792架。改造后的农村电网，变压器数量增加，供电半径
距离缩小，低压配电线路损耗由原来的25%下降到12%以
下，入户线均达到6平方毫米以上，户均容量达到60安起，
电压稳定，停电次数骤降，供电质量明显提高。农网改造后
大大提升了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

在2006年实施农村电网改造期间，大力推进“户户通
电”，工程户均投资0.5万元，是我县所有农网工程投资最高
的工程。实施“户户通电”工程让电力这一现代文明延伸到
偏僻山区，有效地改变未通电村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对加
快偏远山区群众的脱贫致富，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社会意
义和历史意义。

服务优质有作为
以前，老百姓电力故障报修不知道找谁，到了上世纪

90年代，市级“95598”电力系统服务热线开通，群众报修方
便了，可当时还未形成以客户服务为核心的服务意识，面对
群众所反映的问题处理没有相应的回访及评价机制。2010
年，成立了福建 95598 供电服务平台，省电力公司直接管
理，开始强化优质服务，对客户的态度和服务能力都有了很
大提升。

2004年，闽清供电公司开展一规四定改革，城区供电营
业场所实行无周休日工作制（客服中心），所有营业窗口现
场服务平均轮候时间≦5分钟。2007年，供电营业窗口规
范化服务达标率100%。95598远端IP座席于2010年10月
通过实用化验收，可提供7×24小时电力故障报修、信息咨
询查询、投诉举报受理、停电信息发布、紧急IVR公告等功
能。2011年，开展“增供促销”，提高业扩流程工作效率，缩
短流程时限，业扩专责加强业扩工程的跟踪管理,对流程各
岗位进行时限预警，加以督促，提高流程流转效率。2012
年，以准军事化管理为基础，全力打造“三个一”服务模式：
一是推行抢修工作“一次性”服务，保证报修现场优质服务；
二是推行业扩工程“一站式”服务，严格执行“三指定”相关
文件精神和要求；三是推行服务窗口“一口式”服务，严格

履行一次告知制度，缺件提醒制度和柜台服务“一岗制”服
务模式。

到了2013年，省电力公司的95598投诉、举报、意见、建
议、表扬等五项业务集中至国家电网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受
理，优质服务向前跨越发展，从抢修服务、营销服务、政治服
务等全方位进行提升。规定细致到“门怎么敲”、“接到电话
必须多长时间到达”等等。有时热心的老百姓并不清楚户
外有些缆线是不是属于电力部门的，遇到故障就想起了

“95598”，只要接到电话，国网员工必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即使不属于我们的服务范围，我们也会本着政治服务的原
则开展服务，并做好群众的解释工作，体现出国家电网公司
的责任担当，为新福建建设及新闽清建设打造“国网典范”
尽职尽责。

社会经济飞速增长，客户对电力工程质量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2007年，报装接电制定了一口对外管理办法、首问
责任制管理规定，并做到了报装流程图向社会公布，客服意
见征求卡有征集有落实。2010年，全县高压项目及有工程
项目申请统一到客户服务中心梅城营业厅办理，规范了高
压新装申请流程，提高了工作效率。以“村村都有便民服务
网点、人人都是客户经理”供电服务模式为理念，初步建立

“客户服务中心—乡镇供电所营业厅—行政村便民服务网
点”三级有形服务体系，使公司供电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2014年，开展业扩提速，全面落实“一证办理”和“一次性告
知”，提出了实行居民客户“当日受理、次日接电”；低压非居
民“当日受理、7个工作日接电”；高压客户推行“四段式”流
程模式，优化供电方案编审模式，建立以接电需求为目标的
刚性管控工作机制。2016年，随着电力改革、分布式电源迅
速发展的新形势，推出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深入贯彻“你用
电、我用心”服务理念，推广业扩线上报装，诚邀客户体验

“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完成业扩报装申请，获得客户一致
好评。

营销管理智能化
以前，为获取用户用电情况，抄表员要上门抄表。每位

抄表员手上都有一本抄表帐簿本，记录户号、户名、地址、电
表号等信息，抄表员走村入户穿梭在乡镇间抄表，抄完一户
就贴一张“抄表通知单”，手工把抄表度数记入帐簿。2007
年，营销工作进一步实现标准化，从机械表更换成电子表。
2010年，全面进行智能电表轮换，从手工抄表到红外抄表
机，工具和技术升级，方便且规范了抄表工作。2013年，“全
采集全覆盖”大大提高了抄表远程采集率，实现抄表远程自
动化抄表。通过全过程数据采集、核对、减少人工介入，有
效地防止因表计问题所产生的量费差。智能表还具有很多
功能，可提供客户每时、每天、每月的用电量查询，按天查询
有60天的保存记录，按时查询可查之前24小时的电量。同
时还设置了峰谷用电功能，用户可根据自身需求，到就近营
业厅申请峰谷用电，就可享受国家居民用电峰谷政策。

电费的收缴实现了从业务员上门缴收到客户多渠道缴
费的转变。2007年之前，还是执行电费走收方式，抄表员每
月都要背着工具包各村转转，送送纸质“电费通知单”，现场
催收电费。2007年以后，为了进一步拓宽电费交费渠道，推
行使用电费充值卡。2008年，与中国银行、邮政局联合推出
银行实时代收代扣电费业务，积极拓展“村村设点”邮政便
民服务点，打造“5分钟缴费圈”，方便用户缴费。2010年取
消了走收电费业务。2014年，与支付宝达成第三方支付电
费的合作协议。2015年，先后推出95598互动网站、“掌上
电力”APP、电E宝等电子互动服务平台，提供更便捷的用
电信息查询、网上交费、在线沟通、在线报装等服务，积极满
足客户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2016 年，大力推广“互联
网+”等技术手段，依托掌上电力、电e宝、95598网站等，创
新应用模式，进一步方便客户缴费，大大提高网上营业厅的
知晓率和美誉度。

抗灾救援敢担当
2016年，受“尼伯特”台风影响，闽清县遭遇特大暴雨并

引发洪水灾害，闽清县电网受到重创，停电数量之多、灾损
影响之重前所未有。闽清供电公司积极安排抢险，派驻各
所驻点人员，配合供电所及施工队实行边查边修复推进换
表及更换漏保等工作方式，累计完成安装低压单相表13439
架、三相表368架，更换表箱5028只，安装集中器54台，漏
电保护器3701台；更换BLV16mm至BLV50mm平行线、接
户线41.72千米；帮助受损企业用户131家、水电站用户受
灾96户。累计投资2.4亿元统筹实施灾后重建，在电源点
及网架建设方面，加快输变电项目建设，提高乡镇变电站覆
盖率，强化乡镇配电网电源支撑。2016年10月，下祝输变
电及10千伏配套线路投运，闽清县实现全部乡镇双电源供
电，全面实现全部乡镇双电源供电。投产110千伏坂东变II
期扩建、110千伏渡口输变电，进一步优化梅溪、坂东、塔庄
及白樟等乡镇网架结构，坂东镇、闽清城区供电能力较灾前
显著提升。通过新建变电站出线、梳理网架，10千伏电网
互联率、N-1率明显改善，10千伏平均供电半径有效缩短，
至2017年6月分别提升至87.91%、84.62%，比灾前（72.73%、
66.67%）分别提升15.18个百分点、17.95个百分点。在配电
网设备方面，按照“避灾、防灾、减灾”的次序，采取防灾差异
化规划设计措施，提高了配网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至2017
年6月，架空绝缘化率提升至40%，户均容量提升至2.5千伏
安/户以上。故障停电明显下降，基本解决重过载、低电压、
户均容量及供电半径等问题。

“十三五”期间，闽清县不断加快工业化进程，白金工
业园区、东桥表业园、中建绿色产业园等园区建设格局初步
形成，大力培育发展陶瓷、建筑、表业箱包、机械制造、新型
建材等重点产业，现代物流、商贸、金融、旅游等服务产业持
续提升，已成为拉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力量。面对
闽清县经济产业发展和人民生活对电力供应日益增加的需
求，供电公司积极对接县委县政府，以“精准投入、精细实
施”为本，恪守“你用电，我用心”的服务理念，以“以客户为
中心 专业专注 持续改善”为核心价值观，主动融入美丽闽
清建设大局，扎实推进“八大服务工程”落地，以“精准化、精
细化、精益化”管理实施模式，大力提升服务响应速度和便
捷程度，提高服务品质，帮助企业减负，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让客户“获得电力”实现便捷、利益、诉求最大化，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电力建设也取得了辉煌的成
果。截至2018年7月31日，闽清电网已有35千伏至220千
伏电压等级变电站17座，其中220千伏变电站1座、110千
伏变电站8座、35千伏变电站8座。35千伏及以上主变容
量84.71兆伏安，是1984年时变电容量的19.31倍；全网用
电客户数32万户，净增了259倍；年度售电量11.21亿千瓦
时，相当于1984年售电量的26倍。

面对未来，作为电网企业，国网闽清县供电公司将坚定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践行以人民电业为人民，以客户为中心，专业
专注、持续改善，聚焦管理、服务短板，重实干、求实效，以一
流的服务当好经济社会发展的电力先行官。在致力提供更
高的供电质量、更快的复电时间、更短的业扩报装办理时限
和更便捷的服务体验，打造具有卓越竞争力的世界一流能
源互联网企业的同时，也希望在电网建设上能获得更多老
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共同努力为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
富、生态美的新闽清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阔步前行的闽清供电事业
口述○ 陈宗伟 整理○ 邱祥伟 王广兰 林云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第48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 25
条、《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 23 条规
定、《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闽清
35kV 省璜变电站工程建设农用
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
地〔2018〕722号）和本县制定的具
体标准（梅政综〔2017〕42 号）文
件，现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类面积
1、征收省璜镇省璜村园地

0.2221公顷、林地0.0045公顷，合
计0.2266公顷。

以 上 合 计 征 收 集 体 土 地
0.2266公顷。

二、土地补偿标准及费用
我县征收土地实行区片综合

地价，区片综合地价包括土地补
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不包括地上
附着物、青苗补偿费。耕地每公
顷53.625万元（折合每亩3.575万
元，系数1.0），园地和经济林地每
公顷32.175万元（折合每亩2.145
万元，系数 0.6），其他农用地、建
设用地、未利用地每公顷12.87万
元（每亩0.858万元，系数0.24）。

耕地上的青苗补偿费每公顷
1.95万元(折合每亩0.13万元）。

省璜镇省璜村土地部分补偿
费用总计柒万贰仟零肆拾元整
（72040元）.

三、地上附着物、构筑物、建
筑物按实清点，根据闽清县现行
标准予以补偿。

四、根据《福建省劳动和社会
保障厅转发<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切实做好被
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
>的通知》（闽劳社文[2007]689
号）、《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闽清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暂行
规定的通知》（梅政综[2010]80
号）和《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
工作的补充通知》（梅政综[2011]
149号）文件规定，耕地每亩预留
3 万元，用于被征地农民的养老
保障。

五、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
的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
对本方案内容如有不同意见，应
当在本公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以
被征地的村委会（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或村民小组为单位以书面
形式向闽清县国土资源局提出。

六、本方案在征求意见后，报
闽清县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实施条例》第 25 条的规定，对
批准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
争议的不影响组织实施。

特此公告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9月20日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闽清35kV省璜变电站工程）

梅城印记梅城印记

民国版《闽清县志》除记载县治街
巷名称，还录入了县内各都（相当于今各
乡镇）21条古街名称。但志书中只列街
名，未记所处地点和具体文字资料；且有
近半数街名是古地名，与现地名不一致；
而大多古街已旧貌换新颜，遗址少，旧址
更少。现经对这些古街进行现场踏勘，
采访老者，查阅资料，整理出概况。

一、县城古街
五代后梁乾化元年（公元 911 年），

闽清立县，县治设今梅城，通称县城。县
治梅城，虽地势偏隘，但却得水利交通之
便。因此，闽清县城上溯梅溪，下接闽
江，舟楫发达，码头栉比，桨橹咿呀，货畅
其流，人通四方，带来街市的发展与繁
荣。

宋之前，街市已无考。宋代，闽清县
城县署前（今北大街）就设市，形成街道，
称为“县前市”。

元代遭兵燹。明成化年间，知县左
辅又创廓屋，招徕商贾，复成集市。

清代，发展为“四铺”（县前铺、中街
铺、县后铺、玉山铺）、“五街”（迎恩街、学
前街、十字街、西门街、浮桥头街）和“九
巷”（状元巷、里仁巷、后坪巷、后葛埕巷、
际留仓巷、南宅巷、湖园衕巷、浮桥头巷、
下社里巷）。

民国时期，街巷规模与清代基本相
同，惟街巷有融合，铺名已不保留，部分
名称更改。即“六街”（横街、十字街、中
街、半街、西门街、浮头街），其中“浮头
街”即“浮桥头街”的简称，中街又称直
街；“五巷”（醴泉巷、马房巷、安民巷、湖
园巷、山崎顶）。

其中，横街、十字街、中街（直街）是

主要街道、繁华地段。横街为南北走向，
中街（直街）呈东西走向。两条街各长
200 米许，街宽三四米，共有店铺 60 多
家。1931年，因火灾重建后街道拓宽到
10米，两旁增设人行道各2米，街道依旧
河卵石铺成。横街、直街交叉地段称“十
字街”。

以十字街为中点，北横街为县之政
治、文化中心，坐落有县署、文庙、校场坂
等。南横街和直街是工商业集中区，有

“英记”、“昌记”、“祥兴”、“公盛”、“久
源”、“裕丰”、“协源”等百货布庄，“何
记”、“元丰”等杂货店，酒家、饭店、点心
店、客栈10多家。其中“青年酒家”小有
规模，可办酒席；由“芝溪”转运站改办的

“来安”客栈专营旅客住宿；其余饭店、点
心店多是楼下开店，楼上客栈。经营食
品食杂的有“中和”、“顺成泰”酱虫奇店、

“木昌”京果店、“玉团轩”糕饼店、“金河”
糕饼店、“奇林”豆腐店等；还有服务业的
理发店、裁缝店、照相馆、修理钟表以及
冥器店等；医药卫生行业的有“元康”、

“福济”、“寿济”、“寿乐”药房和“宜实”牙
科；另有前店后坊的“徐宝升”伞店、“林
宝兴”伞店，其中“徐宝升”伞店的“金钟”
牌雨伞于1926年参展美国费城博览会，
被评为第一名，之后其产品远销东南亚，
倍受欢迎。直街东南侧为“池园瓷业公
会”会所（解放后改为县工商联会所）。
直街东头玄帝庙下方和南横街中部临梅
溪溪岸分别设有第一码头、第二码头（又
称桂香道），货物进出多由此走水路船

运。
半街北端折向西为西门街，街长200

余米，宽约3米。1924年，由河卵石街道
铺设成水泥路面。该街只有若干家杂货
店、小食店，还有玉山学校、城隍庙、泰山
庙和女斋。该街有林镜洲创办于民国初
年的“崇实织布局”，并兼办有染布坊，可
印染出 20 多个花色品种。其产品曾参
加省实业厅在福州西湖举办的“国货质
量及花色布料”评比，获全省第二名，被
授予“万家衣被”金字牌匾。

浮头街，原名“浮桥头街”。因街之
北向有一浮桥跨过梅溪，通往榕院，故而
得名。“浮桥头街”叫起来拗口，遂被简称
为“浮头街”。浮桥头街西接马房巷，东
连安民巷。该街
主要有吴氏祖厝
和吴氏宗祠，其中
吴氏祖厝有建筑
精致的横厝花厅，
人 称“ 将 军 厅 ”。
此地还有陈、刘、
温、谢、卢、张等姓
氏居民。有供奉
陈靖姑的毓麟宫，
其始建于明成化
年间，后多次重建
或重修。

马房巷，北至
北门边与浮桥头
街西头相接，南通
半街。因旧时为

马厩所在地而得名，后为居民住户区。
半街，呈南北走向。因北端临溪，无

街道相连，故名半街。南端接直街之西
头，与直街互为垂直，北端通往马房巷。
街长数十米，宽二三米。主要是居民住
户区。

安民巷，一头起于浮桥头街，另一头
终于北横街县署前。该巷主要建筑有

“许氏贤祠”。
山崎顶，又称山墘顶。是老城区的

制高点，即小山之顶，故名之。此地居民
住户有郑、朱等姓氏，还有重修于清乾隆
年间的师公庙，有建于民国初年的基督
教堂真源堂和天主教堂城关堂，城关堂
曾附设“庆光小学”。

醴泉巷，起于直街南侧，终于南横
街。该巷有古井泉水清冽，是旧城区酿
酒集中地，故名醴泉巷。后谐音改为“体
泉巷”。该巷民国时期办有“行悯医馆”。

湖园巷，起于直街南侧，终于池亭
坪。池亭坪有池一口，人美称“池”为

“湖”，故有该巷名。此地为居民区。





 



 



 



 



闽 清 旧 街 区
（一）

○ 张德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