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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莎莎

“做扶贫千万不能有发扶贫

财的念头，要让贫困村得到高质

量和利益最大化的扶贫项目。”生

于农村、长于农村的中利集团董

事长王柏兴谋划着用高质量光伏

扶贫，反哺生养他的农村。

“智能光伏+科技农业”“贫困

村光伏农场”“家庭光伏农场”在他

的谋划中，应运而生。中利集团

“光伏+农业+就业”的“造血式”扶

贫方式，点燃了44万多贫困人口生

活的希望。

光伏发电不与农业争地

“光伏扶贫是一种资产收益性

扶贫，是‘造血式’的扶贫模式，是

国家大力扶持和鼓励的扶贫方

式。而国家相关部门针对光伏扶

贫频繁出台利好政策，也预示着未

来几年光伏扶贫大有可为。”王柏

兴对光伏扶贫很是看好，他希望在

2020年之前，为300个贫困县、2.5

万个以上的贫困村建设“贫困村光

伏农场”，帮助300多万贫困人口

脱贫。

记者了解到，截至2017年年

底，中利集团已经为全国 43 个

贫困县建设“贫困村光伏农场”，

助力脱贫人口达到 44万多。“灵

璧模式”是“贫困村光伏农场”的

典型。

2016年 11月，中利集团在安

徽省灵璧县开工建设全国首个“贫

困村光伏农场包县脱贫”项目，为

灵璧县 73 个贫困村每村建设

0.5MW光伏农场，每个光伏农场可

实现年平均净收益约20万元。灵

璧县叶庙村村主任叶振山此前接

受采访时表示，通过实施“光伏农

场”，预计每户贫困户每年可增收

3000多元。

“‘贫困村光伏农场’给叶庙村

带来了喜人的变化，村里的废水塘

和山荒地变成了光伏农场，贫困户

既能搞种养，又能得到发电分红，

还能就近就业。”腾晖光伏技术有

限公司国内战略发展总裁陈杰告

诉记者，与传统的农光互补或集中

扶贫电站相比，“灵璧模式”不改变

土地性质、不改变土壤结构、不改

变基本耕作方式。通过“光伏+农

业+就业”的模式，可实现三大叠

加收益。

在光伏扶贫实践中，中利集团

发现我国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农民

房不具备在房顶上安装光伏电站

的条件，但农民宅院的场地很大，

且大部分农民会在院子里种植农

作物。基于此，中利集团又创新推

出利于在农民宅院地搭建的“家庭

光伏农场”，农户在院子里发电、种

菜两不误。

实际上，无论“家庭光伏农

场”还是“贫困村光伏农场”都

是在“智能光伏+科技农业”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陈杰表示，

“智能光伏+科技农业”是中利集

团的第一代光伏农业创新项目，

该项目将光伏农业与科学化、规

模化、市场化发展相结合，把光

伏支架抬高到 4米以上、支架桩

距扩大到 10 米，采用单板特定

角度安装工艺，既能满足农业生

产机械化作业需要，又能保证

每棵农作物获得 75%以上的太

阳光照射，实现光伏发电不与

农业争地。

智能运维保障收益最大化

由于光伏电站长达25年左右

的使用寿命，因此光伏电站建成

后的运维保障对光伏扶贫的顺利

实施至关重要。针对扶贫电站最

为棘手的运维问题，中利集团建

立了智能化集控管理平台，完善

运维体系。

陈杰表示，中利集团利用光伏

大数据搭建起“智能光伏云中心监

控”系统，可以对农业进行自动分

析，分析环境温度、土壤湿度、肥力

等实时信息，利用光伏支架上装置

的喷管，实现自动喷淋、喷灌、施肥

等工序智能化运行。同时，创新了

太阳能灭虫灯、除四害仪器等智能

系统，实现了“智慧农业+无公害

农业”。

据了解，光伏扶贫电站普遍

存在重建设轻运维情况，部分贫

困户由于缺乏光伏电站运行维护

的相关知识、技能，难以及时对光

伏电站进行维护，再加上光伏扶

贫电站建设分散，专业化的运维

团队无法开展规模化运维，部分

光伏扶贫电站建成投运后就处于

无人监管状态，导致光伏电站发

电效率大幅下降，影响了扶贫收

益和效果。对此，中利集团为“贫

困村光伏农场”提供专业技术运

维人员驻场，并向贫困户传授运

维知识，提高贫困户的自运维能

力，最大限度确保光伏扶贫电站

取得预期的收益。

与此同时，标准缺失也一度成

为光伏扶贫电站建设亟待解决的

问题。在相关国家标准还未正式

出台的情况下，有不少扶贫光伏电

站在建设过程中，存在冠扶贫之

名，行集中电站建设之实的情况，

也有部分扶贫电站在建设之前未

进行充分的设计和研讨，在电站建

成后改变了土地原有的性质和土

壤结构，也改变了土地原有的耕作

方式，这些乱象都与国家有关的能

源政策和农业政策相违背。

陈杰告诉记者，2017 年 8 月

开始，中利集团作为唯一一家企

业，参与了“村级光伏电站管理与

评价导则”和“村级光伏电站技术

导则”标准的编写工作，并结合公

司近年来在贫困村光伏农场项目

的建设实践，提出了两大理念和

诉求：一是“不改变土地原有性

质，根据当地条件，因地制宜，采

用农光互补等形式形成叠加收

益”的理念；二是提出了“多村联

建、统一管理、分村受益”的村级

光伏电站建设管理模式，并写入

国家标准。

金融模式亟须政策指路

资金是光伏扶贫不得不面

对的问题，陈杰算了一笔账，按

每瓦 7 元建设成本来计算，“十

三五”期间要建成 15 吉瓦的光

伏扶贫电站，总资金需求为1000

亿元左右。

“面对如此大的资金需求，光

伏扶贫项目初始资金筹措存在很

大的压力，之前贷款是解决光伏扶

贫项目初始投入的主要途径，但面

临门槛高、额度小、审批慢、通过率

低等问题。”陈杰说，公司在此前政

策允许并要求政策性银行支持扶

贫项目贷款的前提下，发起并成立

了光伏扶贫基金，为特别困难的贫

困县提供20％资本金。扶贫项目

产权归属贫困村集体所有，光伏发

电的全部收益，由县扶贫办统一安

排用于贫困户的脱贫。这一模式

在全国100个县得到推广，其中43

个县已经开工建设，并得到了国家

能源局的肯定。

不过，3月26日，国家能源局、

国务院扶贫办发布的《光伏扶贫电

站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

指出，光伏扶贫电站不得负债建

设，企业不得投资入股，使得在资

金来源上，光伏扶贫项目只能用政

府性资金包括各级财政资金、定点

帮扶和社会捐赠资金。

《办法》的出台在一定程度

上规范了光伏扶贫电站建设运

行管理，保障了光伏扶贫实施效

果，促进了光伏扶贫健康有序发

展。陈杰认为，整个办法的核心

思想就是让扶贫回归到扶贫，不

要谈收益。但是《办法》出台后，

光伏扶贫企业不得不研究调整

金融模式。“我们需要寻找一种

既不违反规定，又能使所有的扶

贫电站做起来的模式，需要国家

有更明确的政策确保相关资金

能及时到位。”

中来股份推出双面组件
透明背板解决方案
本报讯 记者李亮子报道 日前召开的

上海 SNEC 展会 W5-330 中来股份的展

位 前 ，三 个 红 色 幕 布 覆 盖 着 神 秘 的 新

品，吸引着大批前来观展的人员驻足。

在以“遇见透明的 Ta”为主题的新品发

布会现场，记者见到中来股份提供的透

明 背 板 的 材 料 样本。大约 32 开大小的

塑料透明材料，把手放在下面，指纹清晰

可见。放在桌子上，与桌面完美融合在

一起，若非仔细观察甚至很难发现。这

就 是 此 次 发 布 会 的 主 角 —— 透 明太阳

能背膜。

中来股份董事长林建伟表示，随着双面

发电技术的迭代发展并逐渐成为产业应用

主流之一，透明太阳能背膜将能满足双面组

件对透光、耐候、耐紫外等基本需求，而其融

合轻量化、呼吸性、高增益的几大核心优势

将进一步提升双面组件发电水平，使其成为

促进产业平价上网的“基石”；而高反射双面

组件伴铝系统将搭配透明背板与双面组

件，更能提高双面组件系统电站背面发电

高增益。

据悉，中来股份此次推出双面组件透明背

板解决方案，产品系列包括透明T-3502、透明

TFB-30、透明 FFC-JW30，采用杜邦透明

Tedlar氟膜及中来专利透明氟碳涂层技术，使

可见光区透过率≥90%。同时，经第三方检测

机构认证，中来双面组件透明背板已通过双

85湿热2000h测试，是搭配双面组件的理想

材料。

此外，中来还在此次展会上赋予双面组件

又一个“灵魂伴侣”——双面组件背面高反射

双面组件伴铝系统。它是由航空铝材涂覆陶

瓷白，表面经漫反射型微结构处理，具有轻薄、

高强度、高反射、高散热、不粘灰、抗风雪、超长

寿命等诸多优势，它对白光、紫外、红外、电磁

波、热辐射都有极其优良的反射性能，且具备

25年使用寿命。

带着感情和责任创新精准扶贫
中利集团“光伏+农业+就业”的“造血式”扶贫方式，点燃了44万多贫困人口生活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