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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泉县光伏扶贫项目实施情况及对策建议

刘 磊
（中共临泉县委党校，安徽临泉 236400）

摘 要：在光照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光伏扶贫，既符合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又符合国家清

洁低碳能源发展战略；既有利于清洁能源的利用，又有利于促进贫困人口稳收增收。该文分析了临泉县实施

光伏扶贫的开展情况,系统探究光伏项目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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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扶贫是政府精准扶贫项目之一,将光伏发电与精

准扶贫结合起来,体现了“绿色发展”新理念,利用光伏产

业服务“三农”,能够加快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脱贫步伐。

临泉县作为国家级重点扶贫开发县，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大力实施光伏扶贫工程，取得了明显成效。本文对临泉

县光伏扶贫项目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调研分析，以期为获

得更好的扶贫效果提供借鉴，使“光伏扶贫”真正成为促

进脱贫的有力举措。

1 临泉县光伏扶贫的基本情况

1.1 政策支持 《国家能源局国务院扶贫办关于下达第

一批光伏扶贫项目的通知》（国能新能﹝2016﹞280号）下达

临泉县20MW光伏扶贫电站指标，总投资中资本金占

20%，贷款占80%；资本金中，政府代表贫困户出资50%、

企业出资50%。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能源

局、国开行、农发行《关于实施光伏发电扶贫工作的意见》

（发改能源〔2016〕621号），明确指出，“采取村级光伏电站

（含户用）方式，每位扶贫对象的对应项目规模标准为5千
瓦左右”。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完善光伏发电

规模管理和实行竞争方式配置项目的指导意见》（发改能

源〔2016〕1163号）明确指出，“光伏扶贫中的村级电站和

集中式电站，不占国家能源局下达的所在省（自治区、直

辖市）普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这些文件的出台为临泉

光伏扶贫项目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撑。

1.2 项目推动 2017年，临泉县共实施了2个光伏扶贫项

目，一是临泉县第1批20MW光伏扶贫项目，二是临泉县

2016年户用和村级分布式光伏扶贫项目。临泉县第1批
20MW光伏扶贫项目总投资1.5亿元，已于2017年6月23日
前建成并网。临泉县2016年户用和村级分布式光伏扶贫

项目，总投资约7.04亿元，总计达98MW，分布在全县27个
乡镇（街道）62个站点，其中7000户户用光伏扶贫电站

35MW，300个村级光伏扶贫电站63MW，已于2017年6月
29日前全部并网发电。为充分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

临泉县光伏用地选择以旧村庄、荒废地、河滩地等地块为

主。2017年实施的98MW光伏扶贫项目，用地190hm2，其

中河滩地 75.3hm2，废旧村庄 51.3hm2，集体建设用地

38.7hm2，林地18.7hm2。同时，通过土地整理，抬高光伏支

架基础距地面2m以上，光伏板下采取农光互补、林光互补

等方式，种植油牡丹、中药材等喜阴作物，进行土地综合

开发利用，吸纳贫困人口就近就业，实现贫困人口二次收

益。采取“易地扶贫搬迁+光伏扶贫”模式，实现搬得出、

稳得住、能致富。

1.3 规范管理

1.3.1 规范项目管理 成立临泉县光伏扶贫工程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负责光伏发电项目实施工作的组织领导。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发改委，负责选择贫

困村和贫困户、拟定年度计划、牵头组织项目实施工作及

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严格项目管理程序，采取“统

一筹措资金、统一集中安装、统一管理维护、统一收益结

算”的模式，对项目实施加强管理。为进一步确保施工有

序进行，有效发挥监理的监督作用，采取“监理灵活通报

制度、日汇报、日调度”等措施，加快推进光伏建设。成立

光伏发电项目验收领导小组，制定详实的光伏验收和运

维实施方案，统一由阳光电源进行后期运维20年。

1.3.2 规范招标方式 临泉县人口基数大，贫困人口多，

脱贫任务艰巨。为充分发挥光伏扶贫的示范带动作用，

突出招大招强光伏施工企业，在招标条件设置上，把优先

选择光伏领跑者企业，项目全包运维20年，作为光伏施工

准入条件，提高了光伏建设项目产品质量，保证了一年建

成，长久生效。同时，规范建设模式。鉴于临泉300个村

级电站和7000户户用电站的建设地点过于分散、工期短、

施工难度大等特点，临泉县采取“村村联建、村户联建、户

户联建”等相对集中建设模式，根据各个核定地块的大

小，合理设计出1050kW、2100kW、3150kW和4200kW 4种
主要的建设模式，降低了施工难度，提高了建设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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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规范运营维护 运营服务由建设企业提供基本培

训以及使用手册，供应商及建设企业建立售后服务网点，

提供设备维修（20年质保期内，非人为损坏的，由承建企

业免费维修）。20年后，探索成立专业化公司负责设施的

日常维护或建立产业扶贫到户光伏发电项目财产保险制

度，从根本上避免了“项目建管分离”的弊端。

2 临泉县光伏扶贫取得的成效

临泉县第1批20MW光伏扶贫，合同约定带动贫困户

800户，截至目前，发电达1300万kWh，政府分红100万元，

已全部拨付至800户贫困户，每户每月250元。2016年户

用和村级分布式光伏扶贫项目，预计年发电收益可使66
个贫困村年收入6万元左右，同时可带动12000多户贫困

户户均年收入3000元以上。截至目前，发电达4000万kwh
以上，发电纯收益918.4183万元。已连续5个月拨付12148
户贫困户及66个贫困村1683.575万元，每人每月250元，每

村每月5000元。

3 临泉县光伏扶贫过程中存在问题与不足

3.1 结算流程不够完善 光伏结算作为一项系统性任务

的末端环节，无论是电量信息与电价选择确定的电费、补

助，还是用户银行信息决定的付款，都对结算造成影响。

光伏扶贫信息如并网时间、电量、扶贫文件政策、扶贫规

模与户数等等在各部门之间没有实现共享，对光伏结算

的推进造成协调方面的困难。

3.2 光伏扶贫门槛较高 部分贫困户屋顶不具备安装条

件,放在院内在安全、接受阳光照射等方面存在不足，扶贫

受益面有待提高。同时，按照7.5元/W的标准，户用和村

级电站建设所需资金由省级补助、市县安排，贫困户和村

集体自筹部分由政府组织通贷通还等办法解决。但部分

农户自筹或村集体自筹资金仍存在不足，资金筹措渠道

有待拓宽。

3.3 光伏扶贫后期设施维护难度大 由于光伏发电存在分

散、小户等特点，后期维护成本增大，维护人员较少，对于家

用扶贫系统来说检查、清洗都相对好些，贫困户可以自行清

洗，只要注意规范操作即可，但集中式的村级电站往往安装

在比较偏远的地方，缺乏定期的检查、清洗和维修。

3.4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光伏发电并网存在安全隐

患，发电接入后会给电网造成电压闪变、谐波及污染问

题，从而对整个配电网的供电可靠性、安全性造成严重威

胁，一旦出现火灾，因设备带电无法立刻施救。特别是光

伏系统建在用户院内的户用型光伏发电系统，对于老人

和小孩来说有相当大的隐患。

4 临泉县光伏扶贫的对策建议

4.1 加大项目的扶持力度，多方筹措资金 对建档立卡

的贫困退出户要进行实时跟踪，做好扶持工作，电站所有

收益要纳入每个村的扶贫基金管理，对退出户和政府保

底人员可从光伏电站中支出一定额度的扶持资金，减少

政府负担。强化以财政补助为主、社会资金补充的多元

化筹资机制，整合省市各部门各渠道涉农、涉光财政资

金，打通资金使用渠道，设立光伏扶贫专项资金，并引入

社会扶贫慈善资金、社会工商资本等。

4.2 加大电网改造和技术支撑力度 加强对农村电网的

升级改造，提供更多技术支持，特别在并网后的技术方面

加大力度，破解接纳光伏电力并网的技术瓶颈，提高安全

性和环保性。

4.3 做好后期维护工作 针对后期可能出现的安全性能

下降、运行不稳定和设备故障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自查，可

以引入智能监控、智能运维等方法，来降低后期运维工作

的难度，如供应商可以对贫困户集中培训维护知识，对于

村级电站村委会责任到人等，整体提高贫困户运维水

平。同时，严格督促施工单位进行二次评估和第三方评

估，科学制定运维方案，积极进行落实，确保电站20年的

安全可靠运行。

4.4 加强宣传推广及培训力度 加强对基层工作人员的

培训指导，增强服务意识，提高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转

变推广理念，结合光伏助农、旅游、养老、光伏贷等概念，

制作宣传手册，利用村委办公楼、学校等场所开展政策宣

讲，帮助贫困户算清经济账，激发他们建设光伏发电项目

的积极性。加强对光伏发电贫困户的培训指导，确保正

确用电，杜绝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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