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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6 年开始，国家电网公司实施具有行

业特色的三年“国网阳光扶贫行动”，在定点扶

贫的湖北、青海两省五县区投入 7.27 亿元建设光

伏电站，助力群众脱贫致富，并在光伏电站的工

程建设、资产移交、管理运维及收益分配模式上

先试先行，走出了一条央企开展精准扶贫的新路

子。

精准施策实施阳光扶贫行动

按照国务院扶贫办统一部署，自 1995 年起，

原电力部（国家电网公司）就开始对三峡库区的

湖北省秭归、长阳、巴东县、神农架林区和青海

省玛多县实施定点帮扶。

 “通过扶一程、帮一把，能够依靠劳动脱

贫的基本都脱贫了，剩下的都是比较困难的群

众。”国务院扶贫办相关负责人坦言。

中央强调，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国务院扶贫办、国家

能源局多次下发指导意见，将光伏扶贫列为精准

扶贫十大工程之一。提出在 2020 年之前，在 16

个省的 471 个县约 3.5 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以

整村推进的方式，保障 200 万建档立卡无劳动能

力贫困户（包括残疾人）每年每户增加收入 3000

元以上。

国家电网公司为落实中央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战略部署，“十三五”期间，决定实施“国网阳

光扶贫”行动：用 3 年时间实施三大工程，即投

资 212.7 亿元，实施村村通动力电工程（实现 7.8

万个自然村通动力电，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村 3.3

万个）；投资 32 亿元，完成国家光伏扶贫项目

接网工程；投资约 7.27 亿元，完成湖北、青海两

省五县区定点光伏扶贫工程。

2016 年 , 国家电网公司在湖北、青海两省五

县区采取投资建设运营光伏扶贫电站的模式，投

入 2.7 亿元建设了 7 座总容量 2.98 万千瓦集中式

光伏扶贫电站。

在国家电网公司定点扶贫的五县区中，青海

和湖北的自然环境差异巨大。除光照条件外，湖

北“三县一区”均为山区，土地资源匮乏，因此，

占地面积小的村级电站便成了湖北“三县一区”

的首选。

2017 年初，国家电网公司决定采取捐建村

级光伏电站的模式继续实施光伏扶贫工程，全额

出资 4.57 亿元，在湖北“三县一区”236 个建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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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卡贫困村，每村建设 200 千瓦光伏扶贫电站，

投运后捐赠给村集体，帮助 32253 户、96666 名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

国家电网公司在村级电站建设过程中，实现

236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全覆盖，扶贫对象精准到

人，电站收益长期稳定，贯彻了“全准稳”的扶

贫思路。据测算，计入地方政府 0.25 元 / 千瓦时

的电价补贴后，每个 200 千瓦村级电站每年产生

可用于扶贫的收益 19 万元左右。

神农架林区副区长沈绍平认为，村级光伏扶

贫电站相当于给贫困村送来了一个收益固定的生

态存折，让村集体有了为村民办实事、发展其他

产业的能力，解决了林区保护与发展的一大难题。

精益求精建设优质环保标杆工程

3 月 8 日，湖北“三县一区”村级光伏电站

建设启动。

如何做到“提进度、保质量”两不误？许继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神农架光伏电站项目经理卞正

锋介绍，项目全部按照全国光伏扶贫的标杆工程

标准来建设，通过差异化设计和标准化建设、精

益化运维，可以保障电站 25 年以上使用寿命。

“在神农架林区的 17 座光伏电站，太阳能

电板与地面夹角为 26 度，在平原地区一般为 20

度，这样便于积雪融化。”卞正锋说，在建设示

范站时，就充分考虑到神农架林区高海拔区域的

抗风能力设计，包括对基础和支架等都进行了强

化。据介绍，村级电站典型设计涵盖 74 个种类，

典型设备全部选用国内一线品牌，标准工艺覆盖

23 个施工环节。 

3 月份因天气原因耽误工期 15 天，但在接

下来的 2 个月时间内，施工任务全部完成。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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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介绍，正常情况下需要 5 个月工期，这主要得

益于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为施工创造了

良好条件。

神农架林区扶贫办主任吴海波介绍，林区政

府为光伏电站建设开辟了绿色通道，成立了各部

门组成的 8 人专班，全力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5 月 10 日，在神农架林区红花朵村靠近公

路的一片山坡荒地上，施工人员正在该村光伏电

站太阳能电板下种植生长在当地的一种草，防止

水土流失。负责人郭海垒介绍，这座站占地面积

不到 6 亩。

在湖北“三县一区”村级电站建设中，生态

保护贯穿工程始终。为给神农架林区大九湖景区

建设让路，有两个村的电站建在了一起；为少砍

荒地边的一棵茶树，施工方反复优化施工方案。

多发一度电老百姓就多一份收入。国网湖北

省电力公司在电站选址时，选择朝向和坡度最佳

的地段；在设备选型时，选择高效率的光伏板和

低损耗的逆变器，最大限度地提高光伏电站发电

效益。截至 5 月 20 日，湖北三县一区已建成投

运村级光伏电站 150 个。

“四个精准”确保贫困群众受益

 “镇上领导说光伏电站建好会交给村里，

一年有 19 万元左右的收入，最开始村民都不相

信有这样的好事。”神农架林区下谷坪土家族乡

板桥河村支部书记沈寿福说。

5 月 17 日，村里的光伏电站投运。该村从

此有了一项收益稳定的产业。

国家电网公司捐建的模式不仅解决了光伏扶

贫最核心的问题——钱从哪里来，而且妥善安排

在捐赠过程中的资产捐赠和收益纳税，明确国家

电网公司作为捐赠方，县政府委托扶贫基金会作

为受捐方，捐赠后将资产划拨到村集体，还可以

享受小额纳税人 3% 的较低税率，最大限度保障

扶贫收益最大化。

国网湖北电力副总经理曹福成介绍，湖北探

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县政府集中招标

委托运维单位，建立村集体、运维单位、总包单

位三级运维服务体系。村集体负责电站的日常看

护和清扫、除草等，运维单位负责电站专业检修

维护，总包单位负责运维技术支撑，并购买电站

保险，为运行保驾护航。

与此同时，国家电网公司发挥技术优势，将

电站接入分布式光伏云网，通过“互联网 + 光伏”

智能管理，实现手机客户端远程监测，保障电站

长期稳定运行。

而对于最为核心的光伏电站的收益分配问

题，国家电网公司突出“四个精准”（精准到村、

精准到事、精准到户、精准到人），增强贫困群

众的获得感。

 精准到村：确保电站资产到村，确保扶贫

收益到村，坚持“四方参与、四方监督”的原则，

由村委会负责履行民主程序制定分配方案，逐级

上报审批。

精准到事：增加分红性收入，发展村级公益

事业，增加间接性收入。

精准到户：从扶贫收益中拿出部分资金，作

为贫困户在农业合作社的入股资本金，扶持贫困

户产业发展。

精准到人：将光伏电站看护等公益性岗位优

先安排给贫困人口，对特别贫困人口发放兜底补

贴，对突发意外或因病致贫人员实施救助，对贫

困人口子女进行助学资助，增加保障性收入。

53岁的巴东县官渡口镇马家村村民穆金三，

妻子长年患病，女儿正在读大学，全家主要经济

来源是每人每月 225 元钱的低保金。“光伏电站

投运后，村里准备安排我从事电站清扫的公益性

岗位，每个月能有固定收入，生活更有盼头了。”

穆金三对从事公益岗位充满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