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0月，孙元辛

告别怀孕5个月的妻

子，登上去往兰州的飞

机。在此之前他曾查

阅了大量有关通渭的

资料，早有心理准备，

但陇中满目荒芜还是

触动了这个东北汉

子。2017年10月，孙

元辛原定的一年挂职

期满，但考虑到各项工

作正处于关键时刻，国

家能源局又增加了一

年挂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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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0日，美国环境保护局局长

斯科特·普鲁伊特签署一份文件，宣布

将废除此前奥巴马政府推出的《清洁电

力计划》。《清洁电力计划》是奥巴马政

府气候政策的支柱，此番特朗普政府正

式提出废除该计划，被普遍视为是美国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进一步倒退。

再开“倒车”
美国废除《清洁电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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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 宇

□ 实习记者 张莎莎

在繁华和贫瘠之间，在“庙堂”和

田垄之间，他都选择了后者。脚踏泥

泞，俯身躬行，在荆棘和贫穷中拓荒，

埋下能源扶贫的种子。冬去春来，他

把一颗心留给陇中的贫困百姓，而把

对一双幼儿的思念、对重病父母的牵

挂深藏在心底，300多个日日夜夜，

他悉心耕耘，绚烂了扶贫路，沧桑了

年轻的容颜。他就是国家能源局驻

甘肃省通渭县挂职干部、县政府党组

成员兼驻村第一书记——孙元辛。

2016年10月，孙元辛告别怀孕

5个月的妻子，登上去往兰州的飞机。

在此之前他曾查阅了大量有关通渭的

资料，早有心理准备，但陇中满目荒芜

还是触动了这个东北汉子，距离通渭

越近越是荒凉，光秃秃的山岗夹着狂

风嘶吼，让人不由得一阵战栗。

通渭县自古“苦瘠甲天下”，境内

沟壑纵横，土地贫瘠，特殊的地形条

件让其风能和太阳能较为丰富，开发

利用价值高。“在我来之前，通渭风电

基地受甘肃红色预警影响，建设步伐

严重滞后于批复的规划建设时序，风

电消纳成为摆在我面前的第一个难

题。”孙辛元将目光投向远处的山峦，

向记者讲述着……

牵线搭桥 他是“媒人”

9月 15日，记者一行驱车来到

通渭风电基地华能义岗一期风电场，

车外疾风呼啸而道路两侧山岗的风

机却纹丝不动。看出记者的疑惑，

孙元辛介绍说，国家能源局批复通

渭县风电规划建设总装机容量是

120万千瓦，2015年年底已建成30

万千瓦，目前在建的有20万千瓦，但

由于甘肃弃风率较高，2016年全省

弃风率高达38.8%，所以采访当天风

电场100台风机仅运行了39台。

“风电基地建设不仅是商业项目

更是扶贫项目。由于没有太多的资

源，通渭脱贫只能依赖风能、太阳能

等可再生能源。”孙元辛说，“按照每

开发10万千瓦风电投资企业注入

500万元的产业扶贫基金，120万千

瓦共注入6000万元扶贫基金，将其

作为25%的资本金，可以撬动2.4亿

元的投资，建成3万千瓦的村级电

站，带动6000户贫困户脱贫。”这些

经过反复推算得出的数字，已经深深

地刻在孙元辛脑海中。

扶贫挂职干部是基层干部群众

联系国家机关的纽带，作为国家能源

局的挂职扶贫干部，“我们对行业政

策和专业知识都比较熟悉，如果能将

此与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将

会产生很多好的措施。”孙元辛心系

百姓，充当“牵线搭桥人”，他多次向

主管部门汇报通渭县风电基地进展

情况，并进一步争取政策的支持。为

了推进风电项目的实施，他在争取更

多政策支持的同时，也想方设法增加

风电就地消纳。孙元辛通过对其他

地区电供暖项目的考察，认为通渭县

风电基地发展方向首先应立足于增

加风电就地消纳，推进大用户直购模

式下风电弃风电量+电锅炉（及地源

热泵）清洁供暖试点工程。

想法很快就落实到行动。新工

程的推进远没有想象中的顺利，既得

利益者不愿意打破已有的格局。他

只能一个个部门去协调，一家家企业

去对接，最终争取到一期50万平方

米的清洁供暖试点，该项目全部建成

后，一个供暖季就将消耗电量0.4亿

千瓦时，替代燃煤1亿吨，使通渭存

量风电的弃风率降低近 10 个百

分点。

脱贫攻坚 他是“尖兵”

“与一年前相比，我更深入地看

到贫困地区的现状，了解他们的需

求，明白贫困户的不易。”驻扎在扶贫

一线的孙元辛已经不是那个坐在办

公室里纸上谈兵的政策制定者，他每

天脚踩黄土思索着，怎样才能把通渭

县的扶贫工作谋划好、推进快，并确

保有效落实。

“只有因地制宜接地气的方案才

能行得通。”通渭县村级光伏扶贫电

站就是他结合本地资源实际调整的

主要光伏扶贫模式，这一模式既避免

了户用电站无法滚动带动贫困户的

缺点，又避开了集中式电站因装机量

过大无法批复推进的政策红线。

记者一行在通渭县马营镇油坊

村看到了孙元辛主推的村级光伏电

站。两排光伏板整齐地排列在村委

会门前的空地上，光伏板下还种着喜

阴的农作物。据孙元辛介绍，油坊村

村级光伏电站装机总量252千瓦，每

年发电收入约26万元，发电收益按

户村2:3分配，可带动50户贫困户

每年增收3000元左右。

2016年年底，国家能源局下达

通渭县村级电站（含户用系统）建设

规模4万千瓦，全部建成后将覆盖全

县近50%的贫困面，带动8000户贫

困户脱贫。“贫困村摘帽必须要有集

体经济收入，通渭县大部分村集体都

没有收入，村级电站的40%作为村

集体收入对其是个很大的改善。”这

也是孙元辛主推村级光伏电站的原

因之一。截至目前，通渭县已累计建

成总装机容量约1万千瓦的47个村

级光伏电站，建成总装机容量0.23

万千瓦的767个户用分布式电站，建

成2万千瓦集中式光伏扶贫电站。

“借助国家能源局的帮扶优势，

通渭县光伏扶贫已经成为甘肃全省

的学习典范，兄弟县经常来考察调

研。”孙元辛欣慰地说。

心系百姓 他是“公仆”

“用心、用情、用力”才能做好脱

贫攻坚工作，一年来，孙元辛上山下

乡、驻村入户，听得懂浓重的陇西口

音，看得见贫苦百姓的需求，想得明

切合实际的扶贫方案。

在走村串户的调研中，孙元辛了

解到通渭县玉米种植面积比较广泛，

而产生的秸秆除40%用作草畜产品

饲料外，其余部分或用作家用或焚烧

处理，看到大量被丢弃的玉米秸秆，

他又开始思索秸秆的综合利用。

2017年年初，孙元辛邀请浙能、

汇能、陕能以及武汉凯迪等十几家企

业到通渭考察，洽谈生物质秸秆和垃

圾联合发电项目落地事宜，经过多方

协调，最终与武汉凯迪公司签订4亿

元的投资协议，兴建生物质秸秆发电

厂，项目建成后每年仅收购秸秆就将

带动农民增收6000万元。

当各项扶贫工作都步入正轨顺

利推进时，孙元辛期盼10个月的小

宝贝也顺利出生，刚刚沉浸在幸福中

的他甚至来不及把快乐分享给大家，

却迎来了生命中最沉重的打击——

2017年2月～4月，孙元辛的父母先

后被查出罹患肺癌，需要手术切除。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他悲痛欲绝、手足

无措，家庭和工作的重担瞬间压在这

个才刚刚33岁的年轻人的肩上，那段

时间他周末回北京照顾病重的父母，

工作日又急忙赶回通渭盯项目、抓落

实。“一直到6月份，父母经过手术病

情有所好转，我才长舒了一口气。”

当记者问：“父母生病时为什么不

申请回到北京照顾？”孙元辛沉默了片

刻，“我不敢停下来，扶贫工作在辛苦

努力地推动下终于有所进展，我担心

一旦停下来项目会延后甚至无法推

进，贫困户多么盼望早日脱贫呀！”

“孙书记为我们贫困村做了好多

实事，村里人都知道他。”平襄镇孟河

村村主任谈到他时竖起了大拇指。

为了兼顾县里能源扶贫工作，2017

年5月，孙元辛由常河镇小庄村被调

到距离县城更近的平襄镇孟河村，并

陆续开展了孟河村村级光伏扶贫电

站建设、村委会至阴山社近2公里路

面铺沙，以及路灯亮化、特色农产品

微商推广等工作。

2017年10月，孙元辛原定的一

年挂职期满，但考虑到各项工作正处

于关键时刻，国家能源局又增加了一

年挂职期。根据孙元辛家庭的实际

情况，只要他提要求，一定可以按原

定计划返回北京，但他服从扶贫需

要，咬牙坚守在一线。妻子怀孕时他

来到通渭，父母生病时他坚守通渭，

脚踝受伤时他依然行走在通渭。

“只有通渭脱贫了，我才走得放心”。

孙元辛朴实地说。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由实习记者

张莎莎摄）

光伏发电用地
将进一步规范

本报讯 记者张宇报道 日前，国

土资源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能源局三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光伏扶贫和

规范光伏发电产业用地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根据《意见》，我国将进一步

强化光伏扶贫项目用地保障，规范光伏

复合项目用地管理，加强对光伏发电项

目用地利用的监管。

记者了解到，按照现行土地管理制

度，国家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

未利用地，其中使用未利用地建设光伏

项目的支持政策，在2015年已经明确，

此次主要是明确使用农用地建设光伏项

目的政策。

《意见》明确，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攻坚中建设的光伏发电项目，以及国家

能源局、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下达的全国

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建设规模范围内的光

伏发电项目的用地，予以政策支持，光伏

方阵使用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

的，在不破坏农业生产条件的前提下，可

不改变原用地性质。

同时强调，要加强光伏发电项目用

地监管，除文件规定的情形外，光伏发电

站项目用地中硬化地面、破坏耕作层的，

应当按违法用地查处。布设后未能并网

的光伏方阵，以及按农用地、未利用地管

理的项目退出时未恢复原状的，由所在

地能源主管部门清理或责令整改。项目

违反规定的，投资主体纳入能源领域失

信主体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未来十年储能产业
将形成规模化发展
本报讯 记者焦红霞报道 日前，

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工业部、

国家能源局5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促

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计划在未来

10年内完成“两步走”，使储能产业形成

规模化发展，建立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

成为能源领域经济新增长点。

据介绍，储能是智能电网、可再生能

源高占比能源系统，以及能源互联网的

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支撑技术，是推动

主体能源由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更替

的关键技术，是构建能源互联网，推动电

力体制改革和促进能源新业态发展的核

心基础。目前，我国储能技术研发应用

加速，取得了一定进展，总体上已经初步

具备了产业化的基础。

为进一步加快储能产业发展，《意

见》明确，未来10年内将分两个阶段推

进储能产业发展的相关工作，第一阶段

实现储能由研发示范向商业化初期过

渡；第二阶段实现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

发展转变。

据了解，未来将布局一批具有引领

作用的重大储能试点示范工程，进一步

加强电力体制改革与储能发展市场机制

的协同对接，结合电力市场建设研究形

成储能应用价格机制。破除设备接入、

主体身份、数据交互、交易机制等方面的

政策壁垒，研究制定适应储能新模式发

展特点的金融、保险等相关政策法规。

加强储能技术、产品和模式等的知识产

权管理与保护。

让绿色能源之光照亮脱贫路
—— 记国家能源局扶贫干部孙元辛

马营镇油坊村村级光伏电站 驻村帮扶工作队开会 （平襄镇孟河村村委会供图）

孙元辛向记者介绍通渭风电项目建设情况

□ 本报记者 李亮子

□ 实习记者 张莎莎

我国风能行业经过10余年的

高速发展，即将迎来平价上网的新

时代。机遇和挑战面前，风能企业

为适应新的能源革命的要求，以先

进的技术和发展战略成功破局。

2017年10月16日~19日，由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

会、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

专业委员会、中国农机工业协会风

能设备分会、全球风能理事会和国

家可再生能源中心五大权威机构

联合主办的2017北京国际风能大

会暨展览会（CWP 2017）在北京

新国展隆重召开。CWP 将迎来

10周年，期间一场由百余名演讲嘉

宾和数千名国内外参会代表共同参

与的风能盛会，将在北京刮起一股

“清洁之风”。

CWP2017 以“风能的数字化

时代”为大会主题，在中国能源革命

的大背景下，重点讨论如何着力发

展可再生能源，建立多元供应体系，

如何从以煤炭为主的能源发展思

路，转向清洁无污染的风能等可再

生能源，如何以能源互联网发展和新

一轮电改为契机，建立适应于风能等

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机制和体制等。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司副司长梁志鹏在会上指出：

“风电产业作为全球能源转型的先

行者和引领者，发挥着重要的引领

性的作用。过去的5年来，风电产

业取得快速的发展和成长，我国在

2012年总的风电装机容量是6000

万千瓦，截至目前，风电装机容量

已经比2012年翻了近三倍。但我

国风电发电量仅占到全部发电量

的4%，比例依然较低，我国的风电

发展还远远不够。这是我们面临的

第一个挑战。此外，风电价格偏高

是我们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如何降

低风电的价格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

重要问题。”

梁志鹏认为，风电需要通过技

术进步、市场化的机制创新，率先使

部分资源优越的地区尽快不依赖补

贴发展起来。“我们在退出补贴的方

面有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分类型、

分领域、分区域的逐步退出。我们

要在2020年~2022年基本上实现

风电不依赖补贴发展。”

尽快实现风电不再依赖补贴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