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海拔1200米的奉节县石岗乡明水村，“蓝色海洋”一眼
望不到边，鳞次栉比的光伏发电板反射着太阳光如同湖面
的粼粼波光；丰都县江池镇，方斗山与七曜山脉的交会处，
45台巨型风机如同列阵战场的士兵，在青葱连绵的山峰上
巍然耸立……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中提到，培育乡村绿色发展新产业新业
态。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农业农村部也
发出了组织开展“千乡万村驭风行动”的通知，对促进农村
地区风电就地就近开发利用做出了系统部署。

如何让乡村“光”彩夺目、“伏”摇直上？记者分别选取
了光伏与风电发展较好的乡村进行了调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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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记者来到丰都县江池镇横梁镇，
只见绵延不绝的山坡上，风机叶片缓缓转动。这
里地处莲花山与方斗山两个山脊交会处，风力资
源很丰富，吸引了风电项目落户。

“今天已经发了2万度电。”中午十二点，大唐
重庆分公司新能源事业部横梁风电场安全专工马
涛的手机上收到了提示，“我们在这里投资了约
10亿元，安装了45台风机，年发电量可达2亿
度。这是污染近乎为零的清洁能源。”

别看风机现在成为了当地的一条风景线，但
风场的建设过程并不顺利。

“选址时就遇到了群众的阻碍，他们一是觉得
有辐射，二是觉得有噪音，三是占了他们的地。”横
梁村支书、主任向小平说。

“实际上这些都不成其为问题。”马涛接过话
头，“风电本身是清洁能源，没有辐射，噪音方面我
们肯定会留足安全距离，占地问题则会根据相应
规定进行赔付。”

这样解释后，大部分村民也就释然了。
风电场共占了125户人家的地，按照风力发

电占林地补偿标准，永久性占地为4.85万元/亩，
临时性占地为1.5万元/亩，平摊下来大约为1万
元/户。因此占地问题迎刃而解，风电场顺利
修建。

风电场的修建直接给村庄带来了利好。45
台风机，直径最大的达191米，最小的也有115
米，要把这些庞然大物运到村里，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因此风电场首先带来了许多务工机会，岗位

主要集中于道路的截弯取直、拓宽升级、风电场基
础设施和配套用房的修建等等。“200元一天，一
个月要出工十来天时间，总共干了一年多吧，工钱
少说挣了两万元。”村民向绍红现身说法。

其次是为村里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风
塔高耸、桨叶旋转，白色风车静静矗立、缓缓转动，
给自然淳朴、野趣天成的乡村增添了生机与灵动，
让本就是避暑胜地的横梁村又因此而火了一把，
不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纷至沓来，农家乐
和民宿的生意更胜以往。

如今村里共有16家农家
乐、800多张床位，每年夏季
高峰时入住率在 80%以
上。“80多个房间，今年
长住的人就有 80 多
人，一个夏天少说收
入十几万元。”长城
山庄经营者郎晓兵
介绍，“大家都喜欢
到风车下面去打
卡。”

“接下来，我们
还将让大风电牵手
小乡村，做好沿线道
路的绿化、美化、亮
化，乘势坐上风电项目
的‘顺风车’。”向小平最
后表示。

“驭风而兴”的横梁村

风与光是大自然的馈
赠，利用好了，既能提供绿
色电力，又能推进乡村振
兴。

眼下，随着“千乡万
村驭风行动”等行动的开
展，越来越多的风电和光
伏 发 电 开 始 在 乡 村 布
局。市能源局局长王祖
勋介绍，截至 2024 年 7 月
底，我市新能源装机规模
为 439 万千瓦、占全市装
机规模的 12.9%，发电量
34.22亿千瓦时、占全社会
用电量3.9%。与此同时，

“十四五”以来我市启动
了“风光倍增计划”，年度
开发规模保持了50%以上
的增速。

但从目前来看，“农
风光”的结合还不够紧
密。很多时候，乡村除了
提供土地获得流转费外，
并没有更多受益的渠道。

客观上，这与光电和
风电的投资本身较大有
关，动辄数千万元乃至上
亿元的投资，制约了村集
体经济的参与度；另一方
面新能源发电的技术要
求较高，也对村民的参与
形成了限制。

主观上，我们需要加
强顶层设计，探索更多合
作模式，让乡村更多从这
一轮清洁能源下乡的建
设过程中受益。

比如说，在风电建设
方面，可以由风电企业和
村集体共同投资建设分
散式风电项目，让村集体和村民共享

“大风刮来的钱”。同时，也可以在项目
开发、建设、运维等不同环节，为当地群
众提供间接就业岗位。

又比如说，在光伏发电方面，进
一步探索自发自用、隔墙售电、余电
上网等形式，让村民能用电、储电、售
电。也可以通过在农业用地上安装
光伏发电系统，实现土地资源的双重
利用，既能进行农业生产，又能发电
增加收益。

目前，我市已在农风光结合上进行
了一些探索：如在城口咸宜镇建设全市
首个柔性支架农光互补光伏项目，在江
津开工建设“光伏-花椒”农光互补项
目。这些项目与乡村振兴的结合更加
紧密，既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又吸引
了旅游人群，还可以有效降低当地公共
设施用电成本，满足乡村对清洁能源的
需求。

希望这些试点能够越来越多，释放
出更多乡村“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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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奉节石岗乡，大巴山余脉末端与梅溪河

在这里相遇，造就了西高东低、群峰耸峙的特
殊地形，尤其是在梅溪河北岸的明水村，因为
水汽集结和牟家梁子断面的缘故，向阳面积
大、大气透明度好、日照时间长。

这里是北纬31度，夏季时，由于地球轨
道的倾斜，太阳相对于水平面会更为高昂，阳
光直接照射到地面上。这一纬度附近的不少
地区，成了知名的“阳光之城”，近者如中国西
藏昌都，远者如美国亚利桑那州尤马市。

地处三峡河谷的明水村，光照时间常年
可达1700个小时，拥有发展光伏的良好自然
条件。

于是，这个距离县城50公里的偏远村
庄，开始“追光”行动。

50万元建起“发电厂”

9月27日下午3点24分，明水村支书、
主任、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社长罗同坤的
手机振动了几下，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3774元，‘发电厂’的收入又到账了。”
这是村集体的光伏发电收入。自2021

年11月以来，这笔钱每月都会打到账上，目
前累计已有6.88万元。

那一年，曾是贫困村的明水村获得了一
笔50万元的财政衔接资金，就这笔钱如何使
用，村里讨论得热火朝天。

“不是没考虑过其他项目。”罗同坤回忆，
几个备选项分别是门市租赁、生猪养殖、开办
纸轧厂，光伏发电也在考虑之列。

“光伏是啥？能解决我们的用电不？”
72岁的村民蒲耀西有些疑问，得到了否定
的回答后，他更加不解：“既然如此，为啥做

无用功？”
“前面那些项目，要么需要技术或经营管

理人员，市场风险较大，有的还要持续投入，
万一做不走怎么办？”村支两委的意见统一
后，选定了风险小、好管理且能够“细水长流”
的光伏发电。

村集体很快确定了一块坐北向南的沙坡
地，用50万元资金安装了168块分布式光伏
组件、逆变器等，每块光伏板发电功率450
瓦，总计功率 75千瓦，受益农户 889农户
2646人。

2021年11月26日，第一笔光伏发电收
入924.8元打入了村集体经济合作联合社的
账户，此后每个月中下旬定期入账，少则
1000多元、多则4000多元。

“每年底分配一次，其中70%用来分红，
30%留存下来。”罗同坤说，阳光变成了现钱，
村民心中的疑云也随之消散。

450多亩地“借光生金”

尝到甜头后，村集体和村民皆大欢喜。
罗同坤开始思考：两三百平方米的光伏板就
能产生如此效益，如果把其它荒地利用起来
呢？他很快就自我否定：“这笔投入可不低！
钱从哪里来？”

但他没料到，这个问题最后没有成为问
题——此前，奉节县与长江三峡集团重庆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达成协议，由后者在奉节建

设101万千瓦的清洁能源发电，总投资达41
亿元，而明水村是重要的布局点。

没过多久，三峡集团就选定了明水村海
拔1200米的牟家梁子作为光伏发电板的布
局点。牟家梁子的454.3亩土地原来基本闲
置，而今却能以水田310元/亩、旱地286元/
亩的价格租出去，实现了“借光生金”。同时，
村集体也能从中获得3%的流转费，每年约
4000元。

记者在现场看到，光伏发电板离地两米
来高，为种植喜阴作物提供了条件。“我们准
备种一些黄精、白芪、黄豆，以‘板上发电、板
下种植’来实现土地资源的双重利用。”罗同
坤说。

让他“耿耿于怀”的是，新建的光伏电站
规模巨大，是此前“发电厂”的数十倍之巨，但
没有参与投资的明水村并不能在这一轮“阳
光变现钱”中分一杯羹。

他又开始思考，怎样才能让村集体和村
民享受到光伏发电的直接收益。

屋顶装上光伏发电板

多方打听后，罗同坤瞄上了屋顶光伏这
一形式，即在农民的自建房顶上安装光伏发

电板，“一方面村民的屋顶闲着也是闲着，安
装后多少能产生一些效益，另一方面光伏发
电板还有遮阴、避雨等作用，村民就不用额外
安装雨棚。”

“本以为是一桩好事，没想到碰了一鼻子
灰。”他说。村民蒲耀军直截了当告诉他“不
整”，理由是“怕有辐射”，村民蒲元学考虑了
几天后也婉拒了，“怕电流声吵人”。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本来没在罗同坤考
虑之列的村民蒲耀西，同意试一试。

屋顶光伏发电有两种合作形式：一种是
屋顶“租赁”，即按照每块光伏发电板每年10
元的价格，将屋顶租给安装企业；另一种是村
民与企业合伙，产生的收益按比例分红。

蒲耀西选择了第一种。今年 5月，一
家光伏发电企业在他家屋顶安装了60块
光伏发电板，按照协议，每年支付给他600
元。“他们说每块板子每天能有6度电，我
这里每天就是 180 度电，但分不到我头
上。”他说。

罗同坤又有了新的想法：如果光伏发电
能为农民解决一部分家庭用电，那么安装的
人肯定会多起来，整个村子的清洁能源也就
发展了起来。

“在村子里配套建设储能设备，盈余的电
可以存进去留着用，也可以通过双向逆变器
上网变现，从而让整个村庄实现能源的彻底
清洁和循环！”最后，罗同坤用很“专业”的口
吻，表达了他的愿望。

追光吧，明水村

（本版稿件由记者颜安采写，本版
图片由记者尹诗语摄/视觉重庆）

◀8月29日，工作人员检查光伏板工作情况。

▲8 月 30 日，丰都县横梁镇江池村，高耸
的白色风车为村里新添了一道风景线。

◀8月30日，农家乐内的游客正欣赏山巅
的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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