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沙漠里的打造沙漠里的太阳能太阳能““硅谷硅谷””
地处腾格里沙漠边缘的宁夏中卫市沙漠光伏产业园，依托沙漠日照充足、地域广阔的优势，

引进太阳能光伏组件制造、设备生产、光伏电站等企业，形成了“硅料+硅片+光伏组件+光伏发

电”的全产业链发展规模，打造沙漠里的太阳能“硅谷”。该园区光伏发电装机达1000MWp，每年

可新增上网电量约12亿千瓦时，实现产值约11亿元，节约标准煤约39.53万吨。图为沙漠光伏产

业园光伏电站。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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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田 新 元

报道 记者从“世界智能网联

汽车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10月18日~21日，以“跨入

汽车新时代”为主题的“世界

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在北京

举办。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副巡视员姜广智介绍，以

智能网联汽车整车为引领，动

力电池、充电桩、车联网等组

成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

格局和趋势，将成为本次“世

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研讨交

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亮点。

据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已

在智能网联汽车及相关行业

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顶层

设计方面，成立了国家制造强

国建设领导小组车联网产业

发展专项委员会，重点加强部

门协同，着力解决智能网联汽

车发展重大问题；标准体系方

面，发布了智能网联汽车标准

体系，组建了全国汽标委智能

网联汽车分技术委员会；产业

联盟方面，指导成立了中国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并

加快筹建国家智能网联汽车

创新中心；测试示范区方面，

加强部省合作，支持上海、重

庆、北京、浙江、吉林长春、湖

北武汉、江苏无锡等建设测试

示范区；车联网方面，组织开

展了5G技术研发验证，并且

全面参与了 5G 国际标准制

定。姜广智说，为了顺应汽车

产业向智能化网联化发展的

新趋势，北京也将着力创建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中心，在

顺义打造智能网联汽车生态

产业示范区，为促进全球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做出积极

努力和贡献。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

业发展中心主任、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卢山

说，此次大会论坛会议、展览

和动态活动三大板块联动，会

议、展览与互动体验三位一

体。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机械行业分会副会长周卫

东表示，会议将附设 35,000

平方米展览区，数十场同期互

动体验活动，力图打造智能网

联汽车领域规模最大、规格最

高、智能网联化元素最丰富的

国际会展平台，展示国内外智

能网联汽车企业形象，加强智

能网联汽车企业的品牌化意

识，宣传、推广、新产品、新技

术、新方案等。

□ 本报记者 吴 昊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

见牛羊。作为我国五大少数民

族自治区，内蒙古全区面积

118.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

积的12.3%，横跨东北、华北、西

北三区；接临含京、津、晋在内

八大省区；北临蒙古国、俄罗

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内

蒙古也是我国最大的草原牧

区，资源丰富、地大物博，素有

“东林西矿、南农北牧”之称。

然而就在这片丰沃的大草

原上，仍然存在80.3万贫困人

口。在我国光伏扶贫政策指引

下，以内蒙古山路能源集团公

司（以下简称“山路集团”）为代

表的一批能源企业，把光伏扶

贫项目与农牧业紧密相连，创

新了扶贫的模式，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

草原打响扶贫攻坚战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政

府了解到，“十三五”时期内，

内蒙古自治区扶贫任务已经

明确——到2020年内蒙古现

有80余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31个国家重点贫困旗县全部

“摘帽”。

2016年3月，《关于实施光

伏发电扶贫工作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下发，全国光伏扶

贫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内蒙古

31个国家重点贫困旗县被列入

全国光伏扶贫名单中。成为首

批光伏扶贫的重点对象，这其

中不乏诸多革命老区。

丰富的资源为内蒙古扶贫

工作指明了新的出路。内蒙古

自治区作为我国矿产、农牧产

业等传统产业的重要省份，也

是我国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基地

之一。数据显示，内蒙古自治

区太阳能直辐射年平方米达

2200.68千瓦时～2248.46千瓦

时，可照小时数达3162小时～

3167小时，属于太阳能较丰富

的二类地区。

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

内蒙古光伏扶贫同样带有浓重

的“内蒙古”特色，各种光伏扶

贫项目从设计到建设粗中有

细，与农牧业紧密相连。在多

种产业交叉发展、多次跨产业

探索中，内蒙古的光伏小镇、

光伏农牧业等创新扶贫模式

涌现。

光伏扶贫与新农村建设

进入巴彦淖尔市五原县联

星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数座

整齐排列的灰色二层小楼，在

村落隔壁，还有一座正在建设

中的小公园，俨然一座现代化

的新农村小镇。若非工作人员

的细心讲解，谁也不敢想象这

里原本是贫困村。

五原县联星村的村民是由

从原来的贫困村址整体搬迁到

新村来的，目前所有住户已完

成了整村搬迁。记者一行随着

村委会干部走进一户农户家

中，前院林立着几座高大的太

阳能发电面板，支架下的空地

种植着玉米、豆角等农作物。

山路集团旗下控股子公司

上海山晟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晟太阳能”）总经

理倪夜光向记者介绍说，“山路

集团很多人就是农民的儿子，

我们出身农村，现在回报建设

农村。所以在规划设计光伏

小镇的时候就考虑到农民的

生活习惯，特意将太阳能光伏

发电面板架高，既能发电产生

收益，又不影响农民原本的家

庭务农。”

记者了解到，山晟太阳能

是国内最早开展光伏扶贫的企

业之一，并且在安徽省金寨县

已经建成30兆瓦的项目，率先

总结出完整的光伏扶贫模式。

2015年，山晟太阳能在借鉴五

原的经验基础上，在区内的呼和

浩特市托克托县、乌兰察布市察

哈尔右翼中旗、鄂尔多斯市杭锦

旗、兴安盟、包头市土右旗等地

均开展光伏扶贫项目建设。同

时，在区外的金寨县同步开展。

在这7个项目中，其中5个是革

命老区。截至2015年年底，山

路集团已投资8.54亿元，共扶持

9604户贫困户，惠及3万人。

作为内蒙古首批示范项

目，早在2014年，山路集团投

资7.1亿元，率先在五原县开展

光伏扶贫项目。项目集中搬迁

4个村子457户 1352人，建设

了457套光伏一体化住宅，同时

配套建设2万亩规模化种植基

地、10万只奶山羊养殖场，将原

村庄占地2350亩复垦为耕地。

记者随机走入一户农户家

中，房间通透宽敞，通电通水，

村民夫妇热情地招待记者一行

品尝家中农产。“以前想象不到

这种（生活）。”她望着窗外太阳

能面板说道。

重生的五原联星光伏新村

是山路集团打造的一座典型光

伏小镇。据了解，山路集团光伏

小镇模式主要由政府、企业、农

户三者相互合作，共同发展。政

府配合与发电企业签订合作协

议，为光伏小镇规划建设用地，

并负责光伏小镇区域基础设施

建设。企业负责在规划新村的

屋顶上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

同时利用从农户手中流转的荒

地建设光伏电站、用流转的耕

地建设农牧业与光伏结合电

站。农户将原有村庄所在的集

体建设用地出让给企业，将荒

地耕地流转给企业，整体搬迁

至企业为其建设的光伏小镇。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发改委

原副主任幺红杰认为，通过光

伏小镇这种发展模式，地方政

府与企业协同合作，推动新农

村建设，真正实现地区经济转

型。同时企业通过置换获得

农民土地使用权，实现规模化

经营。

循环经济打造光农产业链

除了与传统农业相结合，

以山路集团为代表的光伏企业

发挥了区位优势，还将荒山荒

坡建设光伏电站与畜牧业相结

合的模式，发展出新型的光伏

畜牧业模式。其中，畜牧业企

业负责在没有任何收入的荒山

荒坡养殖牛羊，光伏发电企业

负责建设运维光伏电站。

在联星村外，记者参观了

山路集团配套的“光伏+牧羊+

种植”一体化项目。该项目利

用村集体流转出的荒地上建设

光伏电站，并在电站下牧羊，光

伏电站旁即是全自动挤奶厂

房。记者到达电站时正好赶上

了一天当中的“挤奶”时间，上

百只奶羊从一排排太阳能面板

下列队而出，自觉沿着通道进

入厂房，排队挤奶，产出的羊奶

直接由生产线自动装罐。接下

来，产出的羊奶将被发往到其他

生产商加工成乳制品。整个项

目在短时间内就能完成“光伏+

乳制品”生产的完整产业链。

“不但光伏电站监测实现

了智能化，我们的生产线也已

经实现了全自动化，我们正计

划生产自己集团的系列羊奶产

品，比如羊奶奶粉、羊奶酸奶

等。产品营养价值高，经济效

益更好。”一名村民同时也是该

项目的工人自豪地介绍。

山路集团光伏小镇与光伏

农牧业的模式离不开其独特的

循环经济打法。多年来，山路

集团形成了“煤矸石热电—金

属硅—高纯硅—多晶硅—单晶

硅—切片—电池片—电池组件

—太阳能电站—电站下种植和

光伏小镇”这样完整的光伏循

环产业链。

借助光伏循环产业链，以

山路集团为领头羊的内蒙古自

治区光伏企业在光伏扶贫上发

挥了自己独有的优势，在内蒙

古当地形成了以煤电用一体化

为基础、光伏循环发展为核心、

新农村和生态建设为切入的闭

合型绿色循环发展的新模式。

特别是在光伏农牧业产业链上

下游的延伸，在光伏扶贫上产生

了显而易见的效果。其自主研

发生产的光伏组件不但大大降

低了生产用电成本，延伸出来的

光伏小镇、农牧业更是实现了以

下游拉动上游、终端运营带动前

段产业的良性循环。

据记者了解，当地村民通过

参加合作社或务工每年可以从

光伏发电、农业规模种植、奶山

羊养殖、羊奶粉深加工等几大核

心产业中获得稳定的收入：一是

公司的发电补贴2.7万元，院内

精细化农业收入3000元~5000

元；二是土地流转费收入2万元

~3万元左右；三是农民在公司

成立的合作社务工收入3万元~

5万元。这样每家农户每年收入

可达8万元~10万元左右，不但

给贫困农户带来了直接的收益，

更是给予他们就业机会，从根

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光伏+农牧业”打造现代化新农村
以内蒙古山路能源集团公司为代表的一批能源企业，把光伏扶贫项目与农牧业紧密相连，

创新了扶贫的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吴 艳

1998年，国网江苏省电力

有限公司派出9人的援藏团队，

支援西藏电力建设。此后 20

年，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共计派出19批次、227名队员

奔赴雪域高原展开帮扶工作，

从助力坚强智能电网建设，到

助力管理水平提升，再到助力

藏电队伍建设，累计为西藏投

入帮扶资金50亿元，为雪域高

原的光明事业贡献力量。

自援藏工作开展以来，国

网江苏电力统筹各方资源，不断

加大支援力度。2016年，拉萨

供电公司启动2016年~2017年

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该

工程是惠及藏区广大农牧民群

众的“德政工程”“民生工程”。

2016年11月，国网江苏电力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国网公

司关于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

作部署，帮扶本次拉萨新一轮农

网改造升级工程，并选派10名

专业技术骨干赴藏援助。

“拉萨新一轮农网改造升

级工程涉及拉萨市所属尼木、

曲水、当雄和堆龙德庆等7县

（区），共有27个项目。”国网江

苏电力拉萨新一轮农网改造升

级工程专项帮扶组组长陆斌

说，包括35千伏~110千伏输变

电工程18项，10千伏及以下项

目1253项。

此次农网改造升级工程总

投资达11.95亿元，而拉萨公司

“十二五”期间110千伏及以下

电网建设改造的总投资为13.88

亿元，两者几乎相当，但这次的

时间只有不到1年，因此任务非

常艰巨。由于拉萨公司供电规

模不大、员工少，加上有正常生

产建设任务，因此，新一轮农网

升级改造工程由国网江苏电力

专项帮扶组具体组织实施。

在国网公司的坚强领导下

和西藏区公司、拉萨公司的大

力支持下，国网江苏电力帮扶

拉萨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主网

工程实行“地市全面负责制”，

配网工程实行“一市帮扶一县

制”，充分发挥集团化统筹运

作、专业化管理优势，统筹公司

各级管理资源，实施网格化无

盲点全覆盖帮扶。专项帮扶期

间，公司累计调派9批次、共计

817人次进藏帮扶，涉及运检、

基建、物资、发策、外联、审计、

通信、技经、政工等多个专业。

2017年9月30日，拉萨地区新

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共27个

项目全部竣工，工程惠及当地

居民27.9万户，拉萨县域户均

容量由1.2千伏安提升至2千伏

安，综合电压合格率由92%提

升至95%以上。

“输血造血”，延伸帮扶成

果是国网江苏电力看重的，而

积极帮助西藏公司管理提升是

重要方面之一。

国网江苏电力创新了帮扶

模式，提出了“一市帮一县”援

藏新理念，组织江苏七个地市

公司帮扶拉萨七个县，并强化

专业支撑，深入了解帮扶单位

现状，系统分析帮扶需求，制定

专业帮扶计划，推动运检、建

设、物资、审计、外联等专业管

理经验在拉萨落地应用，有效

提升拉萨公司专业管理水平。

以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

程为例，江苏帮扶团队引进国

网江苏电力成熟管理经验，并

根据拉萨实际情况，在物资管

理上编制了《一张图解答物资

常见问题》等，在质量管理上编

制了《拉萨公司配网工厂化预

制推广方案》等，在安全管理上

推广落地了“360现场安全管控

系统”，在系统建设上制定了

《拉萨供电公司配网PMS2.0建

设方案》……国网江苏电力牢

固树立“输血与造血”并重的理

念，充分发挥了援藏工作“传、

帮、带”的作用，重视西藏本土

人员培养锻炼，完善管理体系，

优化运维模式，切实提升了拉

萨公司配电网建设水平和运维

管理水平。

与此同时，国网江苏电力

十分注重培养优秀藏电人才，

共接收83名西藏公司青年骨干

实践锻炼，明确培养责任人，“一

对一”开展指导，并完成57名西

藏代管县公司负责人、540名新

入职高校毕业生岗前培训。

冰 山 上 的“ 电 力 来 客 ”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20年间派出19批次、227名队员

助力西藏电网建设

本报讯 作为能源行业监

管部门，驻村帮扶以来，国家能

源局南方监管局充分发挥优

势，积极协调争取当地供电和

相关企业支持，高起点、高标

准、高质量抓好电力精准扶贫

工作。

大力完善电力基础设施。

针对广东省惠来县五福田村地

处山区，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基础

薄弱，供电瓶颈突出的实际，协

调当地供电企业投入100余万

元，分两期对农村配电网进行改

造升级，新建及改造10千伏线

路19.5公里，低压线路5.4公

里。争取社会企业支持，投入35

万元，实行低压电表改造，更换

进表电线1.67公里，拆除及安装

电表和表箱167户262台，为揭

阳地区首个整村实现“一户一箱

一表”以及表箱全部上墙的村。

积极发展产业扶贫项目。

针对村可开发利用土地缺乏、

自然资源禀赋不佳的实际，积

极创新扶贫思路，采取异地扶

贫的形式，与广州市有关单位

帮扶的贫困村共同出资，在广

州工业厂房屋顶建设分布式光

伏发电站。该项目建成实施

后，扶贫期间，每年可为村里贫

困人口每人增收3000余元，不

仅确保了扶贫攻坚任务圆满完

成，而且为村后续可持续发展

打下了良好基础。

不断提升供电服务水平。

针对村交通不便、对外联络不

畅实际，协调当地供电企业为

每户安装智能电表和低压集抄

采集器，实现低压集抄全覆盖；

与村委建立沟通渠道，通过电

话、微信、公告等形式，及时做

好供电信息的发布与解释工

作；组织党员、团员成立先锋服

务队，定期开展供电服务下乡

活动，等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

措，提高供电服务质量，提升村

民用电满意度水平，实现了从

用上电到用好电的转变。

村里变得亮堂堂，致富奔

康在前方。脱贫攻坚，电力精

准扶贫助力更给力。下一步，

南方能源监管局将以项目实

施、标准提高为重点，进一步发

挥电力精准扶贫在脱贫攻坚中

的作用，力促各项扶贫工作取

得新的成效。 （南 杜）

南方能源监管局抓好电力扶贫工作

本报讯 8月20日，笔者

穿行于山东省费县的群山之

间，看到该县石井镇大安村附

近的三座荒山上，数千块光伏

板覆盖在山坡上，吸收着太阳

光转化着能量，一条条电力线

路蜿蜒向前，串起山下一个又

一个美丽村庄。

同行的国网费县供电公司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石增辉说:

“在落实光伏扶贫这一政策中，

我们电网企业积极发挥国有企

业的社会责任，全力推进光伏

扶贫，确保光伏发电给贫困户

带来真金白银。”费县石井镇光

伏发电项目，作为扶贫项目之

一，充分利用荒山建设光伏发

电站，把荒山变成了“能源山”。

“光伏发电扶贫作为一种

精准扶贫的方式，费县供电公

司积极配合，在项目流程、线路

建设、加快并网、补贴发放等方

面有效衔接，加快了光伏发电

的早日运行，提前让贫困户得

到了实惠。”石井镇党委书记彭

建由衷地感谢。目前，石井镇

石井村已经建设光伏电站

100千瓦，作为村集中式光伏

电站样板，带动其他村发展光

伏电站。

“家里安装了光伏电站，

就相当于养了一只不吃不喝

光下金蛋的鸡。”费县新庄镇

相家庄村党支部书记高兴地

说。相家庄村利用30万元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建设了40千

瓦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现在

一年的发电量有3.5万千瓦时左

右，每年有3万余元的收入，为每

个贫困户带来近200元分红。

近年来，费县布局全面打

赢脱贫攻坚战，突出产业扶贫

主线，探索实施切实可行的产

业扶贫模式。在光伏扶贫项目

攻坚项目中，费县供电公司积

极响应“国有企业承担更多扶

贫开发任务”号召，坚持发挥行

业优势，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开

辟绿色通道，全力推进光伏扶

贫工程。 （郭 望）

国网山东费县公司全力推进光伏扶贫

“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