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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 昊 焦红霞

乡情难忘，乡愁萦绕，乡村

振兴势头正旺。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

为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乡村

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

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

振兴的全面振兴……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

“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发布，提出全面实

施乡村电气化提升工程，加快

完成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

有业内专家向记者表示，

提升农村电气化水平，对于乡

村地区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有

重要作用，是实现精准脱贫、破

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环节。

在这项任务中，作为成本日益

下降的新能源，光伏产业将大

有可为。

伴随着电气化的来临，千

百年来人们安身立命、魂牵梦

绕的故乡田园，必将焕发出新

的光彩，而光伏将是这段故事

中不可或缺的“主人公”。

光伏发电将大有可为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

委员们聚焦乡村振兴，“应坚持

对农村电网进行新一轮升级改

造，为实现乡村振兴和打赢蓝

天保卫战提供保障”成为普遍

共识。

“农村基础设施的短板要

补齐，其中电力瓶颈是必须破

解的难题。”全国两会期间，全

国人大代表，国网辽宁省电力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石

玉东向记者表示，他在农村调

研时发现，电和路一样，是制约

一些贫困村发展的拦路虎。要

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或盖冷库搞

储存，电力是关键。

记者梳理发现，“实施农村

新能源行动，推进光伏发电”，

早在2017年就被写入中央一

号文件。通过建设光伏，实施

乡村电气化工程，对于改变乡

村面貌、改善农民用能生活方

式、加快解决三农问题，都有着

重要的意义。

在农村能源结构转型的过

程中，光伏由于其独特的优势，

或将成为乡村实现电气化的最

优路径。一方面，农村地区地

域广袤、人口密度小，面对“小

而散”的村落，光伏在用户侧发

电更具成本优势，不必像天然

气需要大量铺设管道；另一方

面，相比其他能源，光伏的建设

周期更短，其方便快捷性也更

加适合电气化需求日益提升的

乡村地区。

此外，光伏还具有与传统

农业相结合的优势。农业作为

第一产业，其附加值低，通过与

其他产业的结合将有利于避免

这一劣势，而光伏产业与农业、

渔业相结合的“农光一体”“渔光

一体”模式则提供了可行的现实

路径。作为这一模式的“先驱

者”，通威集团在“渔光一体”的

探索中已经积累了诸多经验。

在我国电力的主要负荷中

心中东部地区，适合建设地面

光伏电站的土地资源稀缺，同

时，国家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

规明确规定，严禁擅自改变农

用地的土地用途。在此背景

下，通威集团的“渔光一体”应

运而生。在江苏扬中，通威环

太“渔光一体”示范基地正是将

新能源与渔业养殖有机结合的

智能生态农业项目。该基地形

成了“水上发电、水下养殖、水

边休闲”“一种资源、三个产业”

的集约发展模式，水产养殖、光

伏发电、观光旅游一、二、三产

业的有机融合，大大提高了单

位面积土地经济利用价值。

户用光伏有望大展身手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

下，加快农村电气化进程已是

“大势所趋”。考虑到农村地区

的广袤性和远远低于城市的人

口密度，采用“即发即用”方式

在用户侧发电的新能源，可以

大大节约输电线路的成本，同

时减少了输电损失。从这一角

度来看，户用光伏或将在乡村

电气化进程中大展身手。

在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

近日召集的光伏企业座谈会

上，透露了今年我国光伏发电

建设管理工作的重大机制创

新，明确将需要补贴的项目划

分为5类，对于户用光伏，国家

将给予“单独指标，固定补贴”

的“优待”。有了政策的“加

持”，户用光伏或将成为光伏行

业新的亮点。

事实上，近年来，地方政府

对户用光伏项目的支持已悄然

开始。早在2017年，浙江省发

改委就正式发布了《关于下达

2017年全省百万家庭屋顶光伏

工程建设年度指导计划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发布

以来，农村就成为该省户用光伏

发展的“主战场”。作为浙江省

光伏行业的“领头羊”，浙江正泰

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正加速布

局农村的户用市场，真正让光伏

“飞入寻常百姓家”。

记者了解到，在衢州柯城

区，正泰新能源推动的柯城光

伏强村项目被评为创新工程，

建设公共建筑屋顶近7万多平

方米，涉及单位54家，项目总装

机规模6兆瓦，后年收益可达

600多万元左右，可为80个“空

壳村”每年村均增收近8万元。

在海宁市，采用光伏销售

和屋顶租赁两种模式的长安镇

项目也是正泰独具特色的创新

成果。据了解，光伏销售模式

装机总容量达467.99KW，屋顶

租 赁 模 式 装 机 总 容 量 达

1560.85KW，二者总装机容量

为2.03MW，年发电量超过200

万千瓦时。“屋顶租赁模式20年

后设备产权归户主所有。该项

目每年都能给农户额外收益99

万元，销售客户还可以减少每

月的用电支出。”该项目负责人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大力推动“造血式”扶贫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号文

件中重点提到：“重大工程建设

项目继续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

特色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

生态扶贫、金融扶贫、社会帮扶、

干部人才等政策措施向深度贫

困地区倾斜。”随着2020年“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时间节点的临

近，“扶贫攻坚战”已进入关键阶

段，也给光伏产业提供了更多支

持农村脱贫攻坚的舞台。

作为能源产业扶贫中最为

成熟的模式，光伏扶贫在近年

来受到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尤

其是在劳动力缺乏、技能缺乏

的失能与弱能区域，光伏扶贫

很好地解决了“无业可扶、无力

脱贫”的难题。晒着太阳有钱

赚，光伏扶贫将随处可见的阳

光资源转换为扶贫利器，从“输

血”到“造血”，是帮助各地方政

府完成脱贫任务的有效抓手。

记者了解到，过去几年间，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隆基”）在光伏扶贫方面

做了诸多探索。几年来，隆基的

扶贫项目在全国各地的贫困区

生根落地。同时，其一直倡导的

“用领跑者的标准做好光伏扶

贫”理念正逐渐得到上至国务院

扶贫办、下至各地方的认可。

在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

隆基的100MW光伏扶贫项目

结合当地特殊省情，创造性地

采用了“飞地模式”建设，形成

了西北5省的示范工程。记者

获悉，青海省项目招标严格要

求必须采用满足领跑者标准的

组件，最终选用 305W 单晶

PERC组件，光电转化率达到

18.5%。发电收益远超常规组

件带来的收益，贫困户脱贫又

增收。项目投产后，带动青海

省内3333户无（弱）劳动能力

建档立卡贫困户，每年每户分

红3000元，未来20年每年将为

青海省内3000余户贫困户兑

现收益近千万元。

作为太阳能清洁能源的推

动者，隆基通过光伏扶贫的精准

扶贫模式助力国内多个贫困地

区的脱贫增收，其“高效”“生态”

的扶贫理念也成为光伏扶贫的

一面旗帜。以隆基为代表的光

伏企业，正在用独特的扶贫模式

为我国乡村振兴和“全面消除贫

困”贡献出智慧和汗水。

阳 光 洒 满 乡 村 振 兴 之 路
在新一轮农村电网升级改造中，光伏产业将大有可为

绿色发展呼唤强大电网
□ 萧 然

是输电还是运煤，过去一

直存在争论。有观点认为，建

设坑口电站，再通过大电网把

电送到中心城市最划算。另有

观点认为，过于依赖长距离送

电有安全风险，一旦电网出故

障，后果很严重。而相对分散

的电厂则可以化解过于依赖大

电网长距离送电的风险。这一

争论围绕我国是否应该大规模

发展特高压，持续了若干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特

高压电网建设迎来春天，仅国

家电网公司的特高压建设规模

就由“一交两直”发展为“八交

十一直”，“十三五”时期的特高

压建设投资更是“十二五”时期

的3倍。

争论终见分晓，最根本原

因是清洁能源的崛起。2018

年，我国水电、风电和太阳能

发电的装机总量已经突破 7.4

亿千瓦，接近全国总装机容量

的40%。

新能源的突飞猛进需要

电力行业回答的问题已经不

再是输电好还是运煤好，而是

大规模的清洁能源如何得到更

好的利用。

一种观点认为，三大主力

清洁能源中除了水电，风能和

太阳能似乎无所不在，因此不

会像煤炭那样，受到资源分布

限制。但是，在专业人士眼里，

这种观点只是部分正确。风和

阳光的确到处都有，但质量却

有天壤之别。如果是分布式的

零星应用，问题可能不大。但

要大规模集中开发，仍然会受

到资源禀赋限制。

总体看，我国风能和太阳

能资源基本集中在西部和北

部，而水能资源则主要在西南，

这种资源分布刚好和煤炭高度

重合。也就是说，困扰我们多年

的资源在西部、北部，主要用电

负荷在东部和南部的难题，并没

有因为新能源的崛起和分布式

能源的广泛应用而根本改变。

不仅如此，如果说煤炭还

可以运输，水能、风能和太阳能

则只能就地开发。因此，要大

规模开发新能源，输电就成了

“华山一条路”。比如张家口地

区，目前风光装机规模超过

1200万千瓦，而当地的负荷只

有240万千瓦。电不外送，80%

的新能源就会沦为摆设。

另一方面，我国电力负荷

集中区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

三角，也都是环境压力大的地

区，因此大力发展清洁能源，让

西部北部的清洁能源更多地替

代这些地区的化石能源，也是

大势所趋。

这一趋势既给电网建设带

来巨大需求，同时，新能源间歇

性、不稳定的特性也对我国电

网技术提出新的要求。因此，

我国在解决了大容量、长距离

输电技术的难题后，又开始在

能够更友好接纳清洁能源的柔

性直流技术上进行探索和创

新。可以说，绿色发展理念为

电网高质量发展带来难得机

遇。此外，电网建设产业链长，

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也不容

小觑。据测算，“十三五”期间，

包括特高压工程在内的电网工

程规划总投资达到 2.38 万亿

元，能带动电源投资3万亿元，

增加输变电装备制造业产值数

万亿元，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相当可观。

能源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