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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赵娜

一项农村用能调查研究发现，农村地区使用化
石能源总量没有城市大，但增长速度非常快。而且，
农村地区使用化石能源很分散，煤的质量以及很多
化石能源的质量也差。从环境治理上来说，农村地
区也远不如城市。

“ 基 于 这 样 的 研 究 ，我 们 希 望 农 村 地 区 用 一
种新能源或者可再生资源替代化石能源，减少农
村 地 区 碳 排 放 ，这 对 居 民 健 康 等 各 方 面 都 有 好
处 。”全 球 环 境 研 究 所 能 源 与 气 候 变 化 项 目 经 理
于卿婵说。

通过近一年的走访和调研，《新能源与扶贫发展
相结合的案例梳理和研究建议——以光伏扶贫为
例》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近日发布。

光伏发电可以代替燃煤发电，这是毋庸置疑
的。2014 年 10 月国家提出光伏扶贫政策，在山西、
宁夏、甘肃、青海、安徽等地的 30 个市县开展了首批
光伏扶贫试点。这是国家第一个把气候变化、低碳
发展与扶贫结合起来的政策，旨在通过分布式光伏
发电为农村社区提供一条新的经济收入路径，同时促进
农村社区的低碳发展。

《报告》梳理了光伏扶贫政策在各地的实施情
况，评估了实践案例的可复制性，探讨农村新能源与
扶贫减贫相结合的有效路径。

为什么开展光伏扶贫？

扶贫开发政策已实施 30 多年，为了实现 2020 年
农村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国家开展了多项扶贫措
施，在农村推广光伏发电技术是其中一种尝试，旨在
实现低碳减排和减贫发展双丰收。

农村的脱贫发展需要能源的支持，而能源的发
展又不能破坏环境，农村新能源与扶贫减贫相结合
的路径还处于尝试阶段。

“我们在社区实践中发现，气候变化对贫困人
群和扶贫工作产生了明显影响。因此我们希望在扶
贫发展过程中能够引入气候变化适应、减缓和减防
灾、低碳的理念，真正把国家政策和社区实践研究结
合起来。”于卿婵表示。

《报告》比较了不同地区光伏项目的二氧化碳减
排量，总体估算，全国扶贫项目二氧化碳减排量每年
为 840 万吨~4200 万吨，能抵消一百多万人一年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生态效益比较显著。

光伏扶贫项目大多数都是依靠上网所得到的收
益对贫困户进行补贴。据了解，基本上每户每年增
收 3000 元以上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从农户角度算
内部收益率还是比较高的。

比如，内蒙古光伏扶贫项目，贫困户在基本无支
出的前提下，每年收到 3000 元~1 万元不等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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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子午岭自然保护区位于庆阳市子午岭南端，现有林地 26607.6 公顷。近
年来，保护区大力开展生态建设，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豹、金
雕、黑鹳等 19 种，国家级及省级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紫斑牡丹、核桃楸、刺五
加等 6 种。在生态脆弱的大西北，子午岭森林被称为天然特种“基因库”、生态安全

“桥头堡”，是稳定黄土高原中部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 白刘黎摄

华夏绿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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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经济效益是显而易见。

资金谁来出？

光伏扶贫试点的资金谁来出呢？
于卿婵说：“不同地区项目开发的形式，
以及资金投资和分配的形式都是不一
样的。”

比如，山西主要是靠中央扶贫资金
和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农户基本上不
承担项目费用。甘肃是政府出资 70%，
政府担保农户从信用社无息或贴息贷
款，出资 30%。安徽主要资金由中央、
省级、县、农户、企业一起筹措，省里有
专项基金，50%是中央资金，50%是省级
财政，同时市县两级政府也有资金补
助。当地中标公司先行垫付 30%，后期
由农户从发电收益中再分期偿还给投
资公司。

通过走访实施光伏扶贫试点地区
发现，各省目前试点的融资渠道主要靠
国家或者地方政府扶贫资金，大部分的
情况是 70%为政府资金，30%来自于企
业或者银行贷款。贫困户收益来自于
除去贷款和税费之后的发电上网售电
收入。

于卿婵表示，在调研过程中发现，
发电上网后的售电收入有的地方相对
好一点，但是像甘肃一些地区却存在上
网发电困难的情况。有些分布式的，尤
其是屋顶户用的、很小、很分散的光伏电
很难上网，这也是在整个项目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

目前，光伏扶贫基本上靠国家和地
方财政的支持，还不能以市场机制、企
业投资来实施。“从国家资金的支持上
来说，希望国家的资金化零为整，支持
企业参与建设，包括后期的运营、维护，

能够让企业、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于
卿婵说。

单单依靠国家补贴或者任何形式
的补贴都不是长久之计，因为我们需要
考虑光伏扶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成
功的农村扶贫项目都是一开始靠政府
推动，最后转化成市场运作。

中国农科院研究员方放说：“像沼
气一开始靠政府推动，到现在单靠政府
已经很难推动了。像生态节能炉灶和
太阳能热水器，刚起步的时候是政府支
持，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则完全依靠企
业市场化运作，整个产业就发展起来
了。要使光伏扶贫可持续发展，还是应
该让市场化机制来参与。”

光伏应用怎样拓展？

如何能够让光伏扶贫长期持续地
运营下去？怎样既发挥企业作用，又保
障企业效益？这是需要研究的话题。

专家认为，要想光伏扶贫，应该与
农业结合起来。多个光伏扶贫试点都
在摸索光伏发电与现代农业大棚相结
合的模式，开展“光伏+应用”。

汉能控股光伏扶贫项目负责人王
飞表示，光伏和农业设施结合，是一种
非常有效的结合。比较理想的一个设
想就是，光伏农业设施上面使用光伏发
电可以产生收益，下面搞种植或养殖，
带动本地区更多人口就业。

跟农民的需求结合起来才会有长远
的发展。方放表示，光伏在扶贫的基础上
也要进行功能拓展，一个是技术突破，还
有一个是需求突破。农业永远都会有，把
光伏和农业叠加起来，会产生附加效益，
光伏农业是一个发展方向。

回忆起 2014 年的甘孜州丹巴县东谷乡“8·9”特
大泥石流灾害，东谷乡党委书记徐富智说，从凌晨 2
时 13 分至凌晨 4 时，二卡子沟一共发生了 17 次泥石
流。好几次，泥石流夹杂着石头直接就冲到房子里，
好像灾难片。不过，在那场灾害中，651 人成功避免
因灾伤亡。

“丹巴的成功避险就是四川地质灾害防治体系
建设的胜利。”杨冬生说。

作为全国地质灾害第一大省，四川在经历了汶
川特大地震和芦山强震之后，地质灾害形势更加严
峻。

芦山 7.0 级强烈地震之后，四川的地质灾害防治
在全国率先被提升为“生命工程”。为了将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落到实处，地环处坚持推行防灾工作行政
首长负责制，探 索 建 立 了 地 质 灾 害 群 测 群 防 专 职
监 测 制 度 。 坚 持“ 以 防 为 主 、防 治 结 合 ”，总 结 并
实 践 应 用 了“ 预 防 避 让 、主 动 避 让 、提 前 避 让 ”的
防灾原则。坚持从“点上被动防范”到“面上主动
预 防 ”的 转 变 ，在 全 国 率 先 启 动 地 质 灾 害 防 灾 避
险 搬 迁 安 置 工 程 ，解 除 了 11 万 分 散 农 户 的 灾 害
隐 患 问 题 。 坚 持 不 断 完 善 独 具 四 川 特 色 的 系 统
防灾体系，构建了政府强势介入和领导下的群专
结合动态发现机制、扎根基层的群测群防机制、部
门协作的及早预警机制、提前撤离的主动预防避
让 机 制 、长 效 治 灾 的 工 程 治 理 机 制等一整套防灾
减灾制度。

在防灾项目实施过程中，地环处在全国最早形
成了一整套完备的省级防灾项目管理体系。创新性
地出台了避险场所建设、重点小流域和重点场镇综
合治理等项目实施指导意见。在预算定额标准方
面，制定了《四川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概（预）算定
额》，成为全国首部系统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专用定
额。

2011 年以来，在地环处的主导下，四川省累计
实施重大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3000 处，发挥了重大的
防灾减灾作用。2008 年以来，全省实现地质灾害成
功避险 903 起，避免了 11 万人因灾死伤，四川省地质
灾害成功避险次数、成功避险人数和成功避险率创
下全国之最。

“从 2008 年汶川地震以来，一旦出现黄色预警，
地环处的同志就会在第一时间奔赴危险地区，对地
质灾害治理工程、避险搬迁安置点、群测群防监测
点、应急避险场所、应急物资储备仓库、汛期值班值
守情况等进行实地重点督查。”蒋俊说。

如今，在北川，曾经威胁老县城的魏家沟泥石流
已经稳定，泥石流拦挡坝成为连接曲山镇与禹里乡
等地的重要通道；在清平，文家沟泥石流堆积体被削
坡平整成梯田形状；在宝兴冷木沟，8 道拦沙坝自下
而上地串起整条冷木沟，2.7 公里的柏油路顺着沟道
依山而建，道路两旁绿树成荫。

根据《四川省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方案
（2014~2018 年）》，2018 年前，四川省将对 12 万户受
地质灾害威胁的农户实行避让搬迁；治理重大地质
灾害 896 处，排危除险 6071 处，实施重点场镇、典型
小流域综合治理 11 处；开展县域地质灾害详查 155
个县；建立地质灾害专职监测队伍，覆盖全省 4.1 万
多处地质灾害隐患点。

“胜非为难，持之为难。地质环境工作永远没有
休止符。”蒋俊说。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地环处
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一份庄严而崇高的使命。他
们将始终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四川省国土厅地环处带领地方保护生态、防灾减灾，获中华宝钢环境奖

让群众有个安稳的家
◆赵蕾本报记者张楠

9 月 19 日晚上 9 时，四川省地质灾害应急会
商室里灯火通明。攀枝花正经历着入汛以来又一
次区域性强降雨过程。

会商室里，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杨冬生正
在调度。一旁，工作人员有的在对降雨区域内的
专职监测员进行抽查；有的则紧盯着“地质灾害专
业监测”系统，密切注视着降雨量、含水量、表面变
形值、预警时间、预警结果等数据。

对于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环境处（以下简
称地环处）的工作人员来说，这样的场景不是第一
次出现。

四川省地形高差大，地质灾害易发区总面积
47.1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97%。面对
严峻的自然状况，近年来，地环处积极构建了监
测、搬迁、治理、应急排危“四道防线”，成功避险
903 起，避免了 11 万人因灾死伤，地质灾害成功避
险次数、成功避险人数和成功避险率都为全国之
最，实现了因灾伤亡人数逐年下降、成功避险人数
逐年大幅攀升的重大防灾减灾成效。同时，积极
推进民生工程，累计完成 116 处重点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恢复，并通过实施找水打井工程成功解决
800多万人及数千万头牲畜的饮水问题。

11 月 15 日，第九届中华宝钢环境奖颁奖典礼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鉴于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做
出的突出贡献，地环处荣获生态保护类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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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地质环境

实现有效保护

“今年我种的烤烟长势可以，估计每亩地可以
收入 5000~6000 元，明年我还要流转种植，加大规
模。”泸州市古蔺县石屏乡向顶村六社村民陈云
海满面笑容。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片高产的土地曾是一
片工矿废弃地。它的前身是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
以提炼硫磺为主的磺厂。由于技术老旧、污染较
大，20 世纪 90 年代，这家磺厂停止生产，2003 年彻
底拆除厂房，但给当地遗留了大量废弃土场。

古蔺县国土资源局治理中心工作员张蔺介绍
说，治理前，土地重金属含量过高，群众种出来的
农作物不能食用。2012 年，在地环处的指导下，
一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的攻坚战在这片土地
上正式打响。省、市、县三级国土资源部门协同发
力，组织专业单位详细调查和勘查，查明情况，科
学规划，全力整合各方力量加快实施治理。

通过表土剥离、客土回填等措施，加强了工矿
废弃地的治理，同时通过植树造林，实施了重金属
污染治理，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经过近一年的治理，当地复垦土地共计 3900
亩，其中恢复林地 900亩、耕地 3000 亩。

“像这样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近年来我
们组织完成了 116处。”地环处处长蒋俊说。

近年来，地环处通过部署开展矿山地质环境
恢复治理示范工作，着力推进叙永县落卜镇硫铁
矿区等一系列重点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示范工
程项目。结合废弃矿山集中连片整治模式，整合
各种政策资源，重点探索矿山区域内土地综合整
治的新举措。对抛荒土地按照“宜农则农、宜林则
林、宜建则建”的原则进行科学利用，有效增加治
理区内的林地、耕地、建设用地面积，切实增加当
地群众收入，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通过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把纯投
入的治理工程打造成有投入有产出的项目，促进
了四川省地质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
对推进各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
用。”蒋俊说。

废弃场地变增收沃土
2

合理利用地下水

德政工程惠民生

病区干旱区喝上干净水

3
完善防灾制度

形成管理体系

成功避险率创全国之最

图为四川省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搬迁集中安置点新虹口场镇。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环境处（加挂四川省
国土资源厅地质灾害应急管理办公室），共有公
务员 7名。

地环处主要工作包括：组织全省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构建和完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承担重
大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置和抢险救灾等急
难险重任务，对重大地质灾害隐患进行工程治

理，对受威胁群众开展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搬迁安
置；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对干旱缺水地区
和地方病区开展打井找水，解决旱区和病区群众
饮水困难；组织全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开
展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组织开展地质遗迹保
护工作，构建世界、国家、省三级地质公园体系，
促进旅游产业发展。

“出水了，出水了。谢谢！谢谢！”9 月 14 日，石
渠县真达乡麻达村群众饱含热泪，用简单的汉语表
达着无限的谢意。

至此，被四川省政府确定为民生工程的甘孜州
包虫病区找水打井供水工程，历时 4 年圆满结束，共
打通 554 口供水井，为包括牧民、僧侣、师生等在内
的 6万余群众提供了清洁卫生的饮用水。

石渠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最北边的一个
县，也是四川海拔最高、面积最大、位置最偏远的一
个县。据了解，石渠县有 1.2 万余户家庭饱受包虫病
困扰，占全县总户数的 50%，2005 年～2008 年全县因
包虫病死亡 401 人。因为感染人群死亡率极高，这
种病又被称为“虫癌”。

据有关部门估算，由于包虫病危害，石渠县每年
的人均 GDP 损失 1.4%，已成为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的
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2012 年，地环处主动作为，全力推动甘孜州包
虫病区地下水调查与打井供水工程的实施。当年，
便在石渠县建成 50 口探采结合示范井，解决了包括
5 所学校和 6 个寺庙在内近 8000 人的安全饮水问
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拓展示范工
程覆盖面，在 2014 年筹措资金 1.7 亿元，启动了甘孜
州 5 个重病县的调查和打井工程，成为近年来病区
单项投资最大的一项民生工程。

喝上干净水的不仅是石渠县的群众，还有近
800万位于红层丘陵区的居民。

四川省 11.8 万平方公里的红层丘陵区水资源十
分匮乏，严重缺水农户涉及 17 个市 105 县 400 万人，
还有近 2000 万人亟待改善饮用水条件。缺水导致
干旱山区农民世代贫困，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发展。

为此，地环 处 在 坚 持 科 学 调 查 、合 理 规 划 的
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红层丘陵区地下水资源
保 证 程 度 评 价 体 系 ，形 成 了 天 然 资 源 保 证 率 、开
采 资 源 利 用 率 和 储 存 资 源 更 新 率 3 个 理 论 ，为 科
学 合 理 利 用 地 下 水 资 源 提 供 了 强 有 力的保障。
同时，在科学调查评价及规划的指引下，通过小型分
散供水和集中改水模式，2004 年 ~2010 年 ，组 织 协
调 全 省 数 十 家 专 业 地 勘 单 位 在 完 成 对 相 关 区 域
地 质 环 境 条 件 调 查 的 基 础 上 ，在 全 省 17 市的 105
个县累计实施红层水井 178.8 万口，成功解决了近
800 万人及数千万头牲畜的饮水困难，被广大群众
誉为“德政工程”。

子午岭自然保护区：大西北生态安全“桥头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