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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学谦

初冬的大别山只是微微

有些寒意，充沛的阳光照在

身上，让人觉得暖洋洋的。

一年四季时时抽空到光伏扶

贫电站去看看，已经成了安

徽省金寨县大湾村村民陈泽

申的习惯。

记者了解到，金寨县地处

大别山腹地，鄂豫皖三省交界

处，这里太阳能资源丰富，年

平 均 日 照 达 2100 小 时 。

2014年，金寨县委、县政府多

方调研论证，发现光伏产业投

资回报率较高，非常适合当地

贫困家庭，于是启动了“光伏

扶贫惠千家”项目，为贫困户

和光伏发电“牵线搭桥”，走出

了一条“产权跟着股份走、收

益随着贫困走”的可持续精准

脱贫之路。

实现光伏扶贫全覆盖

金寨县探索出分户式、联

户式、集体式、大规模联户式

4种光伏扶贫模式，通过直接

受益、虚拟到户等方式，实现

光伏扶贫全覆盖。目前，金寨

县已为7803户贫困户建成3

千瓦分布式光伏扶贫电站，

218个村建成了60千瓦村集

体集中式光伏电站，23个乡

镇建成了1.5万千瓦集成式光

伏电站，每年实现贫困户年增

收3000元以上，村集体年增

收6万元以上。

走进金寨，才了解到她

的光荣和厚重。金寨是革命

老区，她不仅是我国革命的

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

要发源地，同时也是安徽省

面积最大、山库区人口最多

的县，是首批国家级贫困

县。2014年，全县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12.97万人，贫困村

71个，贫困发生率21.69%。

近年来，该县县委、县政

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决策部署，始终把脱贫攻坚

作为最大的政治、最大的任

务、最大的责任，坚持以脱贫

攻坚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严格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防范返贫”要求，创新实施

光伏扶贫工程，走出了一条可

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精准

脱贫之路。

截至 2017年 6月，全县

共建成光伏扶贫电站 197.1

兆瓦，总投资14.78亿元，实

现综合收益2.52亿元，助力实

现8.97万贫困人口脱贫、17

个贫困村出列，贫困发生率降

至6.79%。

探索光伏扶贫新模式

坚持试点先行，分步实

施，突出科学化。按照统一

规划、分步实施的总体思路，

全县光伏扶贫电站建设历经

“试点、推广、提升”三个主

要阶段。一是试点阶段。

2014年初，在全县不同区域

选择8户贫困户试点建设每

户1个容量为3千瓦的光伏

扶贫电站，平均年发电量为

3000千瓦时，接着分两批实

施 2000 户贫困户户用光伏

扶贫电站建设，于2014年底

全部并网发电。按照发电收

入每度 1元计算，户均年可

增收3000元，为光伏扶贫的

全面推开奠定了基础、积累

了 经 验 ；二 是 推 广 阶 段 。

2015年，紧抓全国光伏扶贫

工作试点县机遇，全面推广

光伏扶贫到户项目，当年新

建 5795 户贫困户户用光伏

扶贫电站并实现并网发电。

同时，各村成立创福发展公

司，以此为依托分村建设装

机规模100千瓦村级光伏扶

贫电站，每村每年约有10万

元左右固定收入，一举消灭

了村集体经济空白村；三是

提升阶段。2016年，针对户

用光伏扶贫电站安装分散、

运维管理成本高等问题，采

取村村联建的方式，建成了

14.5万千瓦联村光伏扶贫电

站，电站收益通过入股方式

分红给贫困户。

坚持因地制宜，建设模

式注重多元化。因户因村制

宜，创新光伏扶贫电站建设

“三种模式”，不断提升光伏

扶贫效益。一是户用光伏扶

贫电站。对具备光照、承压、

方位等条件的，在贫困户屋

顶或房前屋后空闲地建设户

用光伏扶贫电站。全县共建

成7803户、每户3千瓦的独

立户用光伏扶贫电站。每个

电站投资2.4万元，其中省县

财政扶持8000元、企业捐资

8000 元、贫困户自筹 8000

元，对自筹资金确有困难的

贫困户，采取互助资金借款

或扶贫小额信贷等方式解

决；二是村级光伏扶贫电

站。从2015年开始，每村投

入74万元，分村建成装机规

模100千瓦的村级光伏扶贫

电站。动员社会力量捐建，

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府政研

室、省电力公司、县公安局等

32个驻村帮扶单位，为油店

乡东莲村、古碑镇宋河村、汤

家汇镇金刚台村、长岭乡永

佛村等30个村建成3141千

瓦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村级

光伏扶贫电站发电收益主要

用于村级公益事业、开发公

益性岗位和特殊贫困户的临

时性救助；三是联村光伏扶

贫电站。2016年，对没有安

装条件的贫困户，采取乡镇、

村协调选址安装联村光伏扶

贫电站，总装机规模14.5 万

千瓦。资金投入采取各级财

政资金注入、光伏企业让利

和贫困户资金入股方式筹

集。发电收入除土地流转费

用及运维成本外，净收入用

于贫困户参与光伏扶贫电站

入股分红，覆盖全县1.8万多

户贫困户。

确保运营维护长效化

目前，全县已投入资金

522 万元，搭建 4 个服务平

台，保障光伏扶贫电站持续

平稳运行。一是建立运维

服务平台。成立县光伏扶

贫运营维护中心，打造专业

技术队伍，加强对光伏扶贫

电 站 运 营 维 护 和 设 备 维

修。开通运维热线，第一时

间发现并及时解决电站运

行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二是

建立短信服务平台。与县

移动公司合作，及时发送发

电收益打卡信息，并推出短

信提醒业务，根据天气、季

节变化及时发送光伏维护

信息，普及维护保养知识，

提醒群众科学操作；三是建

立保险服务平台。投入 32

万元为全县光伏扶贫电站

购买财产安全保险，切实减

轻自然灾害给贫困户造成

的损失；四是建立智慧服务

平台。投入资金 490 万元，

建设光伏智慧监控中心，对

全县光伏电站设备运转、发

电、光能转换等情况进行远

程实时监控，确保问题早发

现、早处理，进一步降低运

维成本、提高发电收益。

为实现扶贫效益最大

化，金寨县充分挖掘光伏扶

贫电站各种资源，延伸收益

链条，最大限度释放光伏扶

贫电站综合效益。一是光

伏发电收益。对分布式户

用光伏扶贫电站，每户每年

增收 3000 元左右，对联村

光伏扶贫电站，按照“产权

跟着股份走、分红随着贫困

走”的原则，贫困户通过扶

贫小额贷款或自筹资金入

股 5000 元，每年分红 3000

元，连续 4 年，稳定脱贫后

退还本金；二是土地流转收

益。贫困户把承包的滩涂

地和荒坡地作为光伏建设

用地，流转给光伏扶贫电站

和商业光伏电站建设，每亩

每年可获得 600 元左右的

土地流转收益；三是就近务

工收益。开发光伏电站管

护公益岗位，优先选用附近

贫困劳动力参与联村光伏扶

贫电站设备看管、板面清洗

等工作，每月获得工资性收

入 500 元；商业光伏电站建

设期间和建成后，优先选择

贫困户参与务工，每月可获

得 1000 元以上稳定的务工

收入；四是产业发展收益。

利用光伏电站板下空地，大

力发展板下经济，探索发展

农业种植、药菌类栽培、养

殖、苗木培育等产业，初步形

成“农光互补、药光互补、养

光互补、林光互补”等模式，

引导贫困户通过发展板下经

济获得生产性收益。

山西2859座光伏扶贫
村级电站并网发电

本报讯 山西省扶贫办日前透

露，截至2018年 12月上旬，国家下达

给山西省的“十三五”第一批 2859 座

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已基本实现并网

发电。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绝大多数

贫困地区光照资源充足，荒山荒坡广阔，

建设光伏电站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2014年10月，山西被国务院扶贫办和

国家能源局确定为实施光伏扶贫的首批

试点省份。

山西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2017年底国家一次性下达山西省2017

年至 2019 年光伏扶贫村级电站规模

102.9万千瓦，规划建设村级电站2859

座，涉及35个贫困县、4478个贫困村、

16.3万贫困户。

今年以来，山西各地加快推进工程

建设，提前完成并网发电目标。山西省

扶贫办要求，下一步，各地要进一步完善

光伏扶贫收益分配机制，在直接补助无

劳动能力深度贫困户的同时，通过设置

公益岗位、小型公益事业、奖励补助等方

式，鼓励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通过劳动

获得收入。

据统计，开展光伏扶贫试点四年多

以来，国家累计下达山西省光伏扶贫指

标261.3万千瓦，全部并网后年可发电

37.63亿千瓦时，实现发电收益26.34亿

元，为全省58个贫困县7993个贫困村

的232万贫困人口带来人均1100元的

稳定收入。 （正 非）

光伏发电助脱贫 阳光收入暖民心
——安徽省金寨县推进光伏扶贫的实践与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