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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受到德国对中国产光伏征收反倾销税的影响，一
直做光伏外贸生意的周松成回到了宁波。“当时，我听朋友说国
家将对光伏产业进行扶持，因此决定在国内大干一场。”

2年后，周松成听说老家龙观乡的李岙村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
就联系上了该村党支部书记洪国年。在听完周松成对光伏产业的介
绍后，正发愁怎么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洪国年大手一挥：这事值得干。

“我们村干部进行了讨论，虽然当时光伏发电的前景并不明
朗，但大家还是一致决定结合新农村建设，发展光伏产业。”洪国
年说，除了能给集体经济带来较好的收益外，他们还看中了这是
一个环保产业，能更好地促进环境保护。

为此，作为一个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仅3000元的贫困村，洪
国年和其他村干部咬咬牙，村里自筹加上政府财政补贴等，投资
500万元建设光伏村。

周松成说，其实做分布式光伏发电，第一次投入的成本有点
高。以李岙村为例，每户村民家的屋顶8块光伏板，每年可发电
1200度，加上配套的线路，以及其他屋顶附属设施等，成本要
1.5万元左右。“但是这一次投入之后，所获得的环保效益和经济
效益，却也是实打实的。”

李岙村使用的光伏板，是光伏与建筑一体化产品。“一般的
光伏发电板需要覆盖在建筑上，而这种光伏板可以直接替代传

统瓦片，同时还兼具发电功能。”
根据测算，李岙村每天的平均日照时长是4小时，光伏板可

以把20%左右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同时渗水率只是普通瓦片
的几十分之一，具有很长的使用寿命。

“这些装在屋顶上的光伏板发出来的电，全部直接卖给大电
网。”李岙村村委会主任陈东杰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该村光
伏工程一期的总装机容量为300千瓦，二期工程的装机容量也
差不多。也就是说，两期工程加起来每年可发电60多万度。

其中，一期工程发的电卖给电网的价格是每度1元，这还不
包括各级政府的补贴。“去年，除掉给村民的电费补贴外，村集体
经济还能结余27万元。”二期工程的电则经过调价，为每度0.85
元。两期相加，他预计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能上升到60多万元。

在此基础上，村民们用电的价格还是每度0.538元。村里按
照“高价卖电低价用电”的模式，每月补贴50度电的费用给每户
村民。去年，村里仅这笔补贴就花了12万元左右。

“我们以前的村集体经济就靠村边山上杨梅树的承包费，一
年也就3000元。”陈东杰说，虽然这次的投入有点大，但村里预
计8年后就能收回投资。按照光伏板能正常使用25年来计算，
李岙村还有17年左右可以获得纯利润。

确实，正如洪国年当年所预见的，这件事情太值得干了。

经济账：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将超60万元

李岙村成全国首个光伏全覆盖村
每年可发电60多万度，村民每月能享50度电补贴

走进海曙区龙
观乡李岙村，很多
人会发现这里的房
子和其他地方有着
明显的区别：一整
片整齐划一的联排
小洋楼白墙黑瓦，
和近在咫尺的青绿
山水搭配得很协
调，但每栋小洋楼
顶上中间部位的一
些“瓦片”却反射着
阳光，格外亮眼。

别 小 看 这 些
“瓦片”，正是因为
它们，李岙村的村
民才能享受每月
50度电的补贴，村
集体经济年收入更
是 从 前 几 年 的
3000 元猛增到了
去年的30余万元，
今年有望突破 60
万 元 。 这 种“ 瓦
片”，其实就是利用
太阳能发电的光伏
板。

去年12月底，
李岙村的光伏工程
二期正式并入国家
电网，成为全国首
个也是唯一实现光
伏全覆盖的村庄。
加上2015年12月
已经并网的一期
工程，每年可发电
60多万度，村集体
经济可获益 60 余
万元。

海曙区龙观乡李岙村家家户户屋顶上都安装了光伏板。 记者 唐严 摄

算好了经济账，洪国年又给记者算了一笔环境账。
“用光伏瓦替代传统瓦片，除了能发电，还能减少从室外传

导到室内的热量，夏天可以保持室内温度比室外低6℃~7℃，能
减少夏季空调的使用频率。在冬天也能保持室内温度比室外温
度高。”

据测算，整个李岙新村362户村民家屋顶，以及村里的村委会
大楼、公共厕所等其他建筑，共安装了600多千瓦的分布式光伏电
站，预计年发电量60多万度。为此，每年能节省标准煤216吨，同
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98吨、二氧化硫排放18吨、碳粉尘163吨。

“新村建设后还通上了煤气，村民们告别了大灶烧柴做饭的
生活模式，对村里的环境和山上的绿化也有很大的好处。”

村集体经济壮大后，村里加大了对村庄环境治理和改善方
面的投入。比如，村内安装了整齐的路灯，原来一到晚上就昏暗
的小村，变得明亮、漂亮了；改造了村里400多米长的水泥路，增

加了绿化养护资金。
该村还用光伏发电带来的收益，设立了专门用于民生的“阳

光基金”。比如，村里有人考上大学了，有村民家有红白喜事了，
有年轻人当兵参军了，或者有家庭需要帮扶，“阳光基金”都会拿
出适当的钱给予补助、慰问或奖励。

“现在，我们村里还在规划旅游经济。”洪国年说，这也是为
了进一步发展村集体经济，同时带动老百姓共同致富。

由于光伏村的建设，李岙村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每年来
学习、参观、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根据初步设想，他们已经在与
一家种植、生产黄精制品的企业进行接触，通过黄精种植来带动
养生旅游，并在村里建设一座道观，打造养生旅游产业。

“我们村其实也是隐形的长寿村。村里90岁以上的老人有
近10名，这也跟养生旅游非常契合。”此外，在养生旅游开发的
同时，也能带动村民通过农家乐、民宿等形式增加收入。

环境账：山村环境变得更美了

其实，对光伏村建设，李岙村村民的心里也有一本账。
69岁的洪国芳是李岙村村民，他说从一开始他就非常支持

光伏建设。“现在，每户村民每月可获50度电补贴。去年年底，
我们家就领到了322.8元。”

洪国芳家里平时只有老两口生活，但儿女经常来家里，特别
是暑假，外孙、孙子一来，用电量就会猛增。因此，一年的电费远
远超过322元。“但是对村里有些年纪大的村民来说，电器用得
很少，平均每个月的用电量还真不到50度。”

更让洪国芳满意的是，由于村里有钱了，环境也一天比一天
好了。“去年我们村还被评上了最洁美乡村呢。”

70岁的洪刘恩和老伴住在160多平方米的联排小洋楼里，

见到记者就夸村里的干部有眼光。“刚开始，我们还担心用这种
光伏板做的屋顶会不会漏水。现在看来，完全是杞人忧天啊。”

每天上午和下午，洪刘恩还会带着热水瓶到村里打上两壶
热水。“我们以前经常在自家门口用木柴或煤球来烧热水，现在
村里集中用电烧水供应给村民。这个措施真的很好，既保护了
环境，又方便了村民，烧热水的费用也是由光伏发电收入来补贴
的。”

记者还了解到，下辖10个行政村的龙观乡正在全力打造全
省第一个光伏小镇。除了李岙村外，有331户村民的大路村今
年有望建成光伏村项目并并网。周松成透露，大路村光伏项目
的装机容量更大，超过1兆瓦。 记者 林伟

民心账：自家有收益，环境也好了，村民都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