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光伏扶贫是我国产业扶贫的一种新探索、新方式。资源普及、
运维简便、收益稳定三个特点使其在扶贫当中广受欢迎。截止到2019年
底，我国光伏扶贫建设已全面完成，累计建成光伏扶贫电站规模2636万千
瓦，惠及415万用户，每年可产生发电收益约180亿元。而在光伏扶贫电站
里面，村级电站约有8.3万座，覆盖了9.23万个村，其中有5.98万个村是建

档立卡贫困村。
在光伏扶贫发展建设中，如何管理好这些光伏电站，特别是对于分散建

设的户级电站；如何把巨额资金分配好，一方面是贫困村与非贫困村之间的
分配，一方面是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的分配；如何把光伏扶贫收益与乡村
振兴及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相结合，都成为未来光伏扶贫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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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龙成

自 2015 年光伏扶贫工作启动以来，5 年的
光伏扶贫建设任务已经全面完成。屋顶上的
分布式光伏电站、山坡上的集中式光伏电站、
渔光互补和农光互补的光伏电站……一块块
光伏电板将大自然的光照转化成电能，顶起贫
困群众脱贫的一片天，承载着老百姓脱贫致富
迈向新生活的美好愿望。

据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底，全国累计建成光伏扶贫电站的规模是
2636 万千瓦、惠及 415 万户，每年发电收益约
180亿元；8.3万座村级电站、覆盖 9.23万个村，
其中 5.98 万个村是建档立卡贫困村，覆盖人
口 2397万人。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负责
人李创军告诉记者，光伏扶贫有几个特点：一
是资源普及，光资源哪个地方都有；二是运维
简便，相对来讲，光伏组件电池板一拼就可以
发电；三是收益稳定，因为发电收入是月月都
有；四是运营可持续，一般发电寿命能够达到
20至25年，所以称它为扶贫当中广受欢迎的一
种扶贫方式。

只要有光，就能产生收入

山西省忻州市偏关县以传统农业种植为
主，但由于地处山区，降水量少，老百姓收入普
遍偏低。随着光伏扶贫政策的推进，凭借光照
资源丰富、荒山荒坡广阔的优势，偏关县的光
伏电站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8000多户。

“这里全年光伏发电有效时间达 1500 小
时，加上荒山荒坡广阔，具有建设光伏电站的
优越条件。”偏关县天枫坪镇党委副书记陈磊
介绍，去年2月，偏关县正式退出贫困县。

屋顶上顶着的光伏电板成了偏关县新关
镇贺家山村的一个突出特点，3 千瓦的户级光
伏电站已经实现了贫困户的全覆盖。“自从屋
顶上放了光伏电板后，太阳只要一出来，就有
钱进腰包。每天发多少度电、有多少收入，在

逆变器或手机上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贺家山
村的村民们说。

目前，偏关县已累计安装了 6000 多户，全
部并网发电。除了户级的光伏电站外，偏关县
还因地制宜建设了集中式、村级联合式光伏电
站。2018年，该县建设了一座30兆瓦集中式光
伏扶贫电站，年可发电 4200 万度，年收益 3150
万元。建设企业每年向政府缴纳360万元作为
扶贫基金，连续缴纳20年。政府将每年的扶贫
基金用于全县 1200 户无劳动能力的深度贫困
户稳定增收脱贫。

在重庆巫山，96%都是山区，除了农业以
外，其他的资源非常匮乏。但巫山光伏资源、
风电资源和抽水蓄能资源非常丰富，2018年巫
山投资9亿元建成了目前西南片区最大的山地
光伏。2019年全面投产，一年的收入大概能达
到 1.2亿元，以及通过流转农民土地的方式，每
年还能够支付农民租金约300万元。同时还聘
请一部分当地农民进行比如擦洗光伏板等工
作，农民实现就地务工。

“‘光伏+产业’持续较快发展，农光互补、
畜光互补等新模式广泛推广，增加了贫困村和
贫困户的收入。”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告诉
记者，“光伏扶贫工程收益稳定、见效较快，直
接带动脱贫作用明显，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资产
确权给了村集体，平均每个村每年可稳定增收
20 万元以上，很多‘空壳村’有了可支配收入，
乡村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自然条件再恶劣，也要做好光伏电站

光伏扶贫利用太阳能资源的优势产生稳
定收益，但最难的是在“三区三州”等偏远贫困
地区的施工问题，这里太阳能资源丰富，但是
地理、气候条件恶劣。

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太阳能资源居全国
首位，也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但自然
环境较为恶劣，西藏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的重
心只能是离网户级光伏扶贫电站，而这条路
子，规模不大，且付出的成本却高昂。

西藏海拔高，且由于需要离网系统的农牧
民都在偏远地带，路途远、路况差，因此汽车在
行驶时熄火、爆胎等故障可谓家常便饭。在繁
华的平原，这点意外不足为惧，但在西藏，这样
的小故障很可能就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西藏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冯洪杰
回忆说：“有一次要从措勤县前往林芝市的玉
普乡米堆村，对农牧民家里的太阳能独立系统
进行维修，要走 1600 余公里，但当时大部分时
间都行驶在无人戈壁，地上粗粝的沙石，开着
越野车也会时不时托底。途中就在一个大坡
拐弯的快速下行时，因为长期颠簸，车辆的刹
车和防侧滑在这一刻突然失灵，车从 6 米高的
山坡上飞下，狠狠砸在山谷里，但当时幸好车
辆没有连续翻滚，我们车里五个人算是命大。”

高昂的成本、巨大的风险吓退了其他光伏
企业，却没有吓退冯洪杰。为了给光伏扶贫偏
远地区的农牧民送去“光明的种子”，冯洪杰作
出“72小时内保证到户维修”的承诺。72小时，
在现代交通条件下，人们可以绕地球4圈，但在
雪域高原，可能只能行走1000多公里。

经过近些年的发展，英利公司在达孜生产
园区内投资 500 万元建设了集光电、光热、光
暖、风电技术为一体的示范型多功能展厅，这
里除了展示新能源的各类创新成果外，还可以
解决新能源产品的技术和维护问题，每年可以
为西藏培训至少300名光伏领域人才。

据介绍，截至2019年底，英利公司为西藏8
万多个家庭提供了户级光伏扶贫发电系统。

“我们把精力、人力、物力集中重点向‘三
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倾斜，2019 年还专门
将‘三州’投资里的中央资本金比例由原来的
20%，提高到50%。2016年以来，一共安排中央
预算内资金532亿元。”章建华说。

电站运营维护，得靠专业力量

1 月初，王金翔再次坐上了开往青海格尔
木的列车。工作六年，他辗转四地，参建了8座
光伏扶贫电站，四年春节在工地度过。

2017年10月23日凌晨2点，他和同事拿着
手电和钥匙，穿着大衣和绝缘靴，踩着厚厚的
积雪，在光伏子阵里合上了汇流箱的开关。为
了太阳出来时让光伏子阵区的设备顺利并网，
他们已经连轴转了三天三夜。虽然已疲惫不
堪，但看到光伏扶贫电站顺利并网的那一刻，
他们激动地跳跃着、拥抱着。

六年间，王金翔的工作地不停地变动，格
尔木、乌兰、共和，再到德令哈，都是在和光伏
扶贫电站打交道。今年，他又回到了格尔木。

“这几年公司走了一批人，也来了一批又一批
新鲜血液。随着‘光伏+产业’的多样化业态发
展，扶贫电站运行维护检修和管理也在逐步转
变，更需要一专多能的人才，要学会智能运维、
智能安防、智能诊断、远程集控，有时还得懂农
业，不同的作物对光照饱和度的需求也不一
样。”王金翔说，“总归一句话，只要肯钻研，业
务能力够强，才华就能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的历史进程中尽情施展。”

湖北省房县近年来大力推进光伏扶贫电
站由“建好”向“管好”“用好”转变。通过面向
全国公开招投标，确定一家集光伏研发、生产、
运维于一体的新能源行业国企负责全县所有
电站运维管理，明确电站发电能力达到80％以
上的，按照当年电费收入的 5％支付运维费
用。运维管理公司安排17人常驻房县，实现专
业化运维。目前，房县共建成村级光伏扶贫电
站305座，装机规模9.15万千瓦，累计结算发电
收入 1.86 亿元。2020 年为贫困户提供公益岗
位达7932个，带动贫困户就近就业增收。

李创军告诉记者，光伏扶贫电站要持续提
升管理水平，主要要做到三个好：一是审核
好。我们依托全国扶贫信息系统，对地方申报
的光伏扶贫项目进行严格审核，确保对应的是
建档立卡贫困村，覆盖的是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二是建设好。我们依托全国光伏扶贫信
息管理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对所有的光伏扶贫
电站进行统一编码，实行目录管理，保证精细
化管理。三是运维好。我们依托国网公司，建
立了全国光伏扶贫信息管理云平台，通过这个
平台对光伏扶贫电站实行全生命周期的运行
监测管理，保证电站能够长期稳定运行。

守护老百姓的“铁杆庄稼”

□□ 本报记者 龙成

山西省广灵县裴家洼村的后山上，30
兆瓦的光伏扶贫电站鳞次栉比，横跨多个
山脊，宛如一条充满无限生机的长龙，蔚
为壮观。在阳光的照射下，数百个多晶硅
光伏面板闪着耀眼的光芒，源源不断地把
大自然取之不尽的光能转化成电能，输送
到国家电网内，然后点亮村里的一户户房
舍，也照亮了贫困户的脱贫致富路。

广灵县曾经是国家深度贫困县，
2020 年 2 月 27 日刚刚摘掉“贫困帽”。
由于当地没有工业，大部分有劳动能力
的人都选择外出打工，留守的村民只能
靠种地为生，收入来源非常有限。自从
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携手西安隆基
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建设了这座 30 兆
瓦的光伏扶贫电站，阳光一下子照进了
裴家洼村的贫困角落。据悉，该项目采
用“光伏+扶贫+林业”的综合解决方案，
在实现清洁能源输出的同时，与中药
材、灌木林业相结合，形成林光互补等
生态互补建设模式。项目每年拿出 180
万元，通过 20 年的持续投入，帮助 600
户贫困户实现彻底脱贫。

“每年能领到 3000 元的光伏收益，
而且一直领20年，这日子有盼头了。”裴

家洼村贫困户李师傅喜上眉梢。
和裴家洼村光伏扶贫电站同时建设投产的，还有相距90公

里的大同县周士庄镇的光伏扶贫电站项目。同样是中信金融
租赁和隆基股份联合“出品”，同样是30兆瓦总装机容量。广灵
县和大同县这两个光伏扶贫电站仿佛闪耀在山西大同山峦间
的“双子星”，遥相呼应，为当地能源转型和精准扶贫贡献着绿
色动力，也为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带来了光伏收益。

在推动光伏扶贫的过程中，像隆基股份这样的新能源龙
头企业扮演着技术引领者的角色，而中信金融租赁则发挥着
金融“注血”的作用。作为中信集团和中信银行服务实体经
济、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部署，中信金融租赁自 2015 年成立
以来，布局“新能源、新材料、新环境”方向，发挥在绿色租赁领
域的专业化优势，大力发展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项目，支持新
能源民营企业客户。公司目前拥有光伏电站 150 座，总装机
容量7.2吉瓦，已成为国内光伏电站持有量最大的租赁公司。

截至2020年上半年，中信金融租赁已落地光伏扶贫项目
4个，投资总额8.3亿元，总装机容量达210兆瓦。中信金融租
赁投资建设的光伏扶贫电站每年向 7200 余家农户发放扶贫
补贴款达2160万元，年受益人数达2万人，切实发挥了精准扶
贫的金融力量。

目前，河北省张家口市宣
化区奥运迎宾光伏廊道项目
已形成规模，总装机容量突破
100万千瓦。近年来，该区采
取“光伏廊道+扶贫”助力精准
扶贫，目前已建成大型光伏电
站3座、村级光伏电站48座、
屋顶光伏电站5座、风光互补
发电站1座，累计向贫困人口
发放收益分红和公益岗位补
贴 1806.04 万 元 ，全 区 6151
户、10928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实现光伏收益全覆盖，成为乡
村振兴的重要推力。图为位
于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顾家
营镇荒山上的一处大型光伏
发电站。 陈晓东 摄

安徽萧县杜楼镇八庄村
“阳光帮扶”助增收

走进安徽省萧县杜楼镇八庄村，一座占地 25.5 亩的光
伏电站立在地里，整齐划一的光伏发电板在正午的日头下
闪闪发光。“只要出太阳，俺就能有收益。光伏发电已经给
家里带来了近万元的增收。”指着电站，村里的脱贫户吴信
玲告诉笔者。

吴信玲全家日子过得一直很清苦，2 亩余地冬季麦子夏
季玉米，除去犁耕扒拉，只能顾上一张嘴，碰上年景不好，全家
还要借钱生活。前几年，吴信玲和老伴儿又被诊断出得了心
脏病，身体大不如从前，是村里家中无劳力、无稳定收入、无资
源的贫中之贫。

八庄村是萧县 87 个贫困村中的深度贫困村。近年
来，村“两委”干部和驻村工作队把光伏发电项目建设作
为助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的重要抓手和民生工
程。“光伏电站收益在扣除土地租金、运维管理等费用外，
余下资金形成村集体经济。同时，结合‘扶贫扶志’，按照
以不低于 80%的收益，通过开展村内公益岗位、奖励先
进、补助老弱病残或无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等方式带动
贫困户直接增收，避免‘养懒汉’的情况发生。”村第一书
记仇其宏说道。

2017年 3月，八庄村光伏扶贫电站正式投运。依托光伏
扶贫项目，吴信玲不仅享受到稳定分红，还通过村级公益事业
岗位应聘了一份每月 600 元收入的公厕管理员的工作，算上
全家每月 740元的低保收入，2018年顺利脱了贫。“我们都把
村里的电站叫作‘阳光工程’，这个收入很稳定，它让大家心里
有了底。”吴信玲说。 王磊

湖北武汉
光伏扶贫累计创收3400万元

近日，国网湖北武汉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对黄陂区罗汉寺
街伏东村光伏扶贫项目进行检查维护，约2000平方米的光伏
发电板已经成为该村脱贫致富路上的“阳光存折”。

伏东村村支书黄正国告诉笔者，该村光伏电站 2017年 2
月并网发电，每年可以产生7万元收益。去年日照条件好，收
益又增加了，这部分钱用于改善贫困户家庭的生产生活条件
和贫困户家庭的“临时救助”，给村里的脱贫致富贡献了重要
力量。

目前，像伏东村这样已并网发电的光伏扶贫项目，武汉市
共计 140 个，并网总规模 1.08 万千瓦，覆盖江夏、黄陂、新洲、
蔡甸 4 个新城区。截至 2020 年 9 月，累计结算光伏扶贫购电
费1793.92万元（含省补），补贴资金（国补）1628.52万元，实现
光伏脱贫。

国网武汉供电公司自 2016 年全面启动“国网阳光扶
贫行动”以来，按照国家规划的光伏扶贫目标，做好配套
电网建设，优先安排配套电网项目；对贫困村的用电报装
项目开通绿色通道，实行“容缺受理”和“最短时限办结”
服务。

2021年，国网武汉供电公司将继续以光伏扶贫项目接网
为重点，主动对接需求、精简手续、畅通通道，保障项目早并
网、村民早收益，持续加强光伏扶贫项目供电服务，保障光伏
扶贫电站收益及时到户。同时切实落实各项光伏扶贫支持政
策，帮助贫困户充分享受政策红利，确保已建成光伏扶贫项目
持续发挥效益。 谢舆

宁夏回族自治区
光伏项目5年扶助421个贫困村

自2015年光伏扶贫项目实施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总投
资10.6亿元，建成373座村级电站、310个户用电站，发电3.52
亿度，结算电费2.56亿元，10个县（区）421个贫困村、58250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受益。

过去五年间，宁夏彭阳县把光伏扶贫作为精准脱贫的一
项重要举措，整合各项资金 1.28 亿元，建设了 89 个村级光伏
扶贫电站，年均发电量 3201万千瓦时，年均发电收入 2080万
元，为每个贫困村提供村集体净收入 10 万元/年，受益群众
9235户。“截至去年底，彭阳县古城镇田庄村联村电站共发电
312 万度，净收益 122 万元，平均每个村实现净收益 15 万元，
为8个村集体提供了119个公益性岗位，成为贫困村的主导产
业。”田庄村党支部书记田志科介绍，田庄村建有 8个村级光
伏扶贫电站，总装机容量2.4兆瓦，是彭阳县最大的联村电站，
发电收益用于公益性岗位人员工资、村组道路维修养护、当年
考入大学的贫困生奖励、困难家庭慰问、70 岁以上的困难老
人缴纳医疗保险等帮扶救助，让群众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截至去年底，在西吉、彭阳、海原、永宁等7个有光伏扶贫
项目收益的县（区），设置了 4328个公益岗位，发放岗位工资
2166.3万元，分配给贫困村集体收入560万元，5593个贫困户
户均屋顶租赁费和电站分红年收益1310元。 王树红

江西永新县
光伏发电助脱贫增收

脱贫攻坚开展以来，江西省永新县户用光伏扶贫电站
建设从单户安装到联户合建，实现建设成本全省最低、受
益面最广、安装速度最快的目标。在单户电站建设上，利
用贫困户自家屋顶，建成了单户电站 2794 个，总规模为
13.9 兆瓦；在合建电站建设上，充分利用学校、医院、乡镇
及村委办公楼等公共场所屋顶，建设规模 10.4 千瓦至 200
千瓦的合建电站 264 个，总规模为 8.4 兆瓦；在运维管理上，
县政府出台光伏产业扶贫项目运营维护管理办法，成立永
新县光伏公司，由县发改委副主任兼任光伏公司总经理，
专门负责光伏扶贫电站的运维管理和收益发放，通过优化
管理人员，把乡镇光伏管理员从 171 人调整优化至 20 人，
走上了专业化轨道。永新县还出台了光伏产业扶贫项目
收益分配管理办法，明确了收益分配方案、受益主体、资金
分配使用方向。

截至目前，永新县光伏扶贫电站总规模为41.9兆瓦，电站
数量为 3062 个，受益贫困户 4833 户、非贫困户 119 户。全县
光伏扶贫电站累计发电 10656.17万度，总收益 9969.26万元。
光伏扶贫，成为永新县贫困户稳定收入来源。 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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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光伏扶贫

□□ 吴昊 张小宝

“以前做梦都不会想到，在家里上班，
一个月也能有四五千元的稳定工资。”在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的楚雄隆
基硅材料有限公司的厂房里，31岁的彝族
工人李振波感慨地说。

老家在禄丰县广通镇的李振波，是建
档立卡贫困户，从小家境贫寒，曾多年在
浙江等地打工。2019年 9月，李振波经人
介绍，来到楚雄隆基工厂，经过严格的培
训，干起了单晶硅片的加工工作。对他而
言，这份工作不仅让他收入翻了一番，还
让他能在家里更好地照顾老人和孩子。

“现在，我和爱人都在‘楚雄隆基’工作，感
觉生活越来越有盼头了。”李振波说。

云南省自然条件和区位优势得天独
厚，拥有南方区域 70%以上的水电资源，
同时也是西南地区太阳能资源最为丰富
的省区之一。据公开资料显示，云南可开
发的光伏装机约为1.88亿千瓦，具有较好
的开发价值。

2017 年底，楚雄州与西安隆基硅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年产 10 吉瓦单晶
硅片项目，2018 年初竣工投产，开机生
产运行，历时仅 280 天；2018 年 4 月 15
日，楚雄州在自治州成立 60 周年之际，
又与隆基股份签订年产 10 吉瓦单晶硅
片项目协议。

“楚雄地处高原，空气洁净，纬度低，
太阳辐射非常强，同样的光伏设备可以比
其他地区多发电 30%以上。立足于把光
照资源打造成金山银山，我们和隆基股份
建立了合作关系。”楚雄彝族自治州人大
常委会主任任锦云介绍说，楚雄州将绿色
能源视为支柱产业，提出建设“绿色能源
示范州”，而隆基股份也逐渐成为带动楚
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航空母舰”。

在“楚雄隆基”，像李振波一样因在家
门口工作而实现脱贫或正在实现脱贫的
员工不在少数，22岁的彝族青年谷开军也
是其中一员。此前，职业高中毕业的谷开
军全家月收入不足2000元，作为来自贫困
山区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在禄丰县实施

“易地扶贫搬迁”后，入住政府建设的安置
房，并在去年 3 月进入“楚雄隆基”工作。

如今，收入的翻倍和公司的各项福利让他
不再为全家人的生计犯愁。

隆基股份品牌总经理王英歌介绍，到
2020年底，隆基股份在云南省带动就业人
数约 1.7 万人，员工中建档立卡贫困户约
占 20%，且工资远超当地平均薪酬，真正
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除了制造业对贫困人口就业的带动
外，云南省还依托丰富的光照资源优势，
积极抢抓国家实施光伏扶贫建设的机
遇。其中，楚雄州采取“财政资金投入，利
用公共屋顶、荒山荒坡建设，享受国家财
政补贴，电站产权归村集体所有，关联带
动贫困户”的模式，实现光伏与精准扶贫
的有机联结。

“楚雄紧紧抓住国家光伏扶贫政策
提供的机会，建成 400 座村级扶贫光伏电
站，总装机 4 万多千瓦，每年为这些贫困
村新增收入 4000 多万元，直接用于补助
建档立卡贫困户。”任锦云说，截至 2020
年底，全州已有超过 25 万贫困群众脱
贫。其中，光伏扶贫是最稳定、最可靠的
产业扶贫模式。

扶贫之光洒满“彩云之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