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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掏钱帮忙安装，发电收益归农户

聊聊城城首首个个光光伏伏扶扶贫贫村村落落户户阳阳谷谷
本报聊城10月22日讯(记者 焦

守广 ) 村民不用自己掏腰包，享受
“光伏扶贫”收益。22日上午，阳谷县
十五里园镇枣棵李村光伏扶贫并网
发电仪式举行，第一批共十户村民家
中的光伏发电设备并网成功，枣棵李
村也成为全聊城市首个光伏发电扶
贫村。

22日上午9点半，阳谷县十五里园
镇枣棵李村文化健身活动广场，十五
里园镇枣棵李村扶贫项目——— 第一
批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仪式举行。阳
谷县委副书记吴莹、十五里园镇党委
书记陈鸿雁、县扶贫办主任马进省、
国家电网阳谷县供电公司副总经理
侯庆阳等领导出席仪式。

阳谷县委副书记吴莹现场宣布
枣棵李村扶贫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正式并网，吴莹在讲话中表示，光伏
发电项目的落户，规模虽小，但意义
重大，把政府扶贫政策和光伏惠民项
目相结合，是利民惠民，响应节能减
排的好项目。下一步，县委县政府将
大力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同时继续支
持驻村书记工作，推进村庄基础设施

建设，促进农业发展，让村庄越变越
美丽。

“我们就是要打造成全市第一个
光伏发电村。”枣棵李村驻村第一书
记王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入
村以后，前期并没有考虑过光伏发电
这个项目，经过了解知道，聊城有大
型光伏发电站，但入户的没有，这一
项目有政府的政策支持，对老百姓收
入也有帮助。随即召开村民大会，经
过村民选择，获得了90%以上的村民
同意。

“这东西不占地方，不占劳动力，
有阳光就能发电赚钱。”王强说，该项
目是针对生活贫困的家庭，贫困户不
需要拿一分钱，政府掏钱帮忙安装，
第一期一共安装了10户。下一步还将
为20户村民家中全部陆续安装光伏
发电设备。

记者采访了解到，一组光伏发电
设备价值约3万元左右，发电后直接
卖给国家，每户每个月能产生300元左
右的收入。对于村里的贫困家庭，由
于享受政府扶贫政策，均为免费安
装。

“平时擦擦灰就行，太省心了”

记者采访发现，对于这突如其来
的家庭“发电站”，村民普遍予以支
持。“可不是吗，能发电能赚钱，也不
需要整天看着，简直太好了！”、“俺们
家没赶上第一批，希望也早点给俺家
安上。”在并网仪式现场，村民围在一
起议论纷纷。

村民李秀兰今年58岁，家里有5口
人，每年除了种地之外，她丈夫偶尔
也出去打打零活，一年到头来，全家
收入也就一万块钱。李秀兰说，光伏
发电不仅自己没花钱，每年还能挣不
少。按每度电1 . 05元卖给国家，一个月
下来，相当于有了二三百元的额外收
入。

“还得多感谢人家王强书记，不
是他跑来跑去帮忙弄这个，俺们也不

会享受到光伏发电带来的实惠。”李
秀兰说，听说光伏发电这事后，开始
她并不想安装，后来经过王强的解释
和讲解，才慢慢接受了。

“其实这对俺们来说真是个好
事，平时光上房顶擦擦灰就行，别的
也不用管，多省心，反正比种地省心
多了。”李秀兰说，对这事，社员都很
高兴，也很支持，希望驻村书记能给
村里带来更多改变。

据枣棵李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强
介绍，安装光伏发电设备后，每户村
民手中均发给一张银行卡，直接把钱
打到这张卡上，中间不经过任何人，
任何部门。

本报记者 焦守广

2013年，安徽在全国率先
开 展 了“ 光 伏 下 乡 扶 贫 工
程”。2014年11月，国家能源
局、国务院扶贫办联合下发

《关于组织开展光伏扶贫工
程试点工作的通知》。

光伏扶贫既是扶贫工作
的新途径，也是扩大光伏市
场新领域的有效措施。工作
方案提出，利用6年时间，到
2020年，开展光伏发电产业扶
贫工程。一是实施分布式光
伏扶贫，支持片区县和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
称贫困县)内已建档立卡贫困

户安装分布式光伏发电系
统，增加贫困人口基本生活
收入。二是片区县和贫困县
因地制宜开展光伏农业扶
贫，利用贫困地区荒山荒坡、
农业大棚或设施农业等建设
光伏电站。

业内专家从三个方面为
大家解读光伏扶贫的特点：

“造血扶贫”——— 光伏扶贫能
够给贫困户带来长期的、稳
定的收益，能够实现精准扶
贫；“产业扶贫”——— 光伏扶
贫是科技扶贫、行业扶贫，在
提高贫困户收入的同时促进

了光伏产业的发展；“绿色扶
贫”——— 光伏扶贫以太阳能
发电的方式实现扶贫，有显
著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地方政府通过“光伏扶
贫”，帮助贫困户开发屋顶光
伏。“光伏扶贫”不仅可满足
贫困家庭自用，还可通过向
电网售电获得收益，增加贫
困家庭的直接收入。同时，农
村地区占我国的大多数，开
发农村贫困地区的分布式光
伏产业，是对光伏电站和城
市分布式光伏的有力补充。

本报记者 焦守广

光伏工程能增加贫困家庭的直接收入

相关链接
村民屋顶上的光伏发电设备。 本报记者 焦守广 摄

全全国国66个个特特大大灌灌区区，，位位山山灌灌区区排排第第五五
位山灌区也是黄河中下游及山东省最大引黄灌区

在市政府新闻办22日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根据聊城市水利局局长栾居军对外通报的信息，在全国6个特大
灌区中，位于聊城的位山灌区位居第五位。据介绍，位山灌区是引进与配置黄河水资源的重要水利设施，是黄河中下
游、也是山东省最大的引黄灌区。

渠首工程位山引黄闸

坐落在东阿

据栾居军介绍，位山灌区是
引进与配置黄河水资源的重要
水利设施，是黄河中下游、也是
山东省最大的引黄灌区，居全国
6个特大灌区第5位。位山灌区渠
首工程——— 位山引黄闸坐落于
东阿县位山村南，设计引水流量
240立方米每秒。灌区骨干工程
设有东、西2条输沙渠，2个沉沙
区和3条干渠，总长274公里；分干
渠53条，总长797公里；流量大于
每秒1 .0立方米的支渠393条，总
长1419公里；各类水工建筑物
5000余座，形成了以2条输沙渠、2
个沉沙区和3条干渠为骨干工程
的灌溉网络体系。

在长期的引黄供水服务中，
形成了农业供水为主，兼顾工
业、城市生活、生态环境、跨流域
调水的多元化供水结构。农业生
产方面，设计灌溉面积540万亩，
占全市总耕地面积的65%，承担
着全市除莘县外的10个县(市区)

和市属开发区的全部或大部分
耕地灌溉任务。

通过引黄济冀、引黄济津，
解决了河北省、天津市的干旱缺
水问题，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了帮助。复灌45年来，位山灌
区累计引水500多亿立方米，创
造经济效益500亿元以上，已成
为全市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区
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生态
环境保护的重要依托。

今年以来引黄已经

超过7亿立方米

栾居军介绍说，聊城属于水
资源紧缺地区，人均占有水资源
量仅为206立方米，不足全国人
均占有量的十分之一，还具有

“十年九旱”、“春季易旱、夏季易
涝、晚秋又旱”的气候特点，黄河
作为聊城的主要客水资源，引黄
对于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上世纪80年
代至90年代，位山灌区年均引黄
12亿立方米；2000年以来，随着黄
河水的日益紧缺，上游省市取水

逐年增多，黄河部门对位山闸限
流日益严格，分配给位山灌区的
年度引水指标从6 .8亿立方米下
降到5 .9亿立方米。对此，水利部
门加强同黄河部门的沟通协调，
积极争取引黄指标和下泄流量。
同时，高度重视科学用水，推行
计划用水，每年都提前编制用水
计划，优先保证农业用水，让有
限水资源发挥最大效益。

农业灌溉方面，灌区每年一
般有3个引水灌溉期。即春灌、初
夏灌和秋灌。其中，春灌引水量
占全年引水量的68 .1%，夏灌引
水量占全年引水量的16 .2%，秋
灌 引 水 量 占 全 年 引 水 量 的
15 .7%。近两年聊城市出现连旱，
水利部门全力搞好引黄水源调
度，为粮食生产提供了水利支
撑。去年，位山灌区共引黄6 .6亿
立方米，为全市夏粮“十二连增”
做出了贡献。今年截至目前，引
黄已经超过7亿立方米，特别是
当前正值秋种关键时期，虽然黄
河水位刷新了历年同期最低记
录，但是水利部门依然“想千方
设百计”抓好引水调水工作，本
次秋灌计划引水6700万方，9月28

日开闸引水，比去年提前15天，
根据引水流量和旱情实际，推行

“轮灌续灌相结合”，努力提高灌
溉效率，为全市秋种抗旱、明年
粮食丰收和农业发展奠定水源
基础。

集中实施大批工程建设

克服引水难题

栾居军说，当前受引水指标
申请难道加大、黄河河槽下切、
渠道淤积、工程不配套等影响，
水利部门为克服这些引水难题，
集中实施了大批工程建设。

其中针对续建配套与节水
改造工程，今年以来实施了2014
年度和2015年度续建配套项目，
其中2014年度项目提前完工，
2 0 1 5年 度 项 目 已 完 成 4 0%以
上，工程进度居全省前列，完成
投资8100多万元。经过多年的
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建设，灌
区工程的调控能力和管理水平
大幅度提高，在水利部组织的
全国节水改造综合效益评估
中，位山灌区名列全省第一，国

内前茅。针对渠首工程治理。
针对黄河河槽下切，闸前水位
降低的问题。水利部门从去年
就组织专业团队，深入调查研
究，学习考察河南灌区及山东
其他灌区的做法，结合“全市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三年会战”，对
闸前、闸后引水渠进行清淤治
理，拆除了建国前的旧虹吸工
程，拓宽了引水口径，调整了引
水角度，增强了引水能力。同
时，还购置了水陆两用挖掘机，
可以随时清淤，实现了引水清
淤两不误。经过持续不懈的治
理，灌区引水条件得到大幅度
改善，有力缓解了闸前水位降
低造成的引水困难问题。

围绕灌区清淤治理，市水
利部门根据淤积情况，科学制
定清淤计划，相继对东西渠、
二三干渠等骨干渠道进行了
清淤疏浚开卡，完成清淤76公
里、土方330余万方，为近10年
来规模最大、最彻底的骨干工
程清淤。这些清淤工程切实增
强了工程调控能力，为灌区水
资源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奠定
了基础。

本报记者 张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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