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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收入”鼓起村民钱袋子
9月13日，沐浴着秋天的暖阳，走在黄

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昂拉乡德吉村四通八达的
街巷里，两侧极具特色的院落，亭台楼阁，河
岸码头，以及宽阔的沙滩在黄河的臂弯里浑然
一体，犹如一幅水墨画。从空中俯瞰，覆盖在
家家户户屋顶的光伏板紧密成排，在阳光的映
照下像一汪清水泛着湛蓝的光泽。

跟随屋顶分布式光伏运维员闹日太的脚
步，来到娘毛吉家的屋顶，一块块深蓝色的
光伏电板“贪婪地”吸吮着七彩阳光，这是
娘毛吉和村民自诩的“绿色银行”。当太阳
能转化成电能，顺着一条条电线“流入”彩
电、冰柜、洗衣机、电灶和抽油烟机，结余
的电能并入国家电网，就相当于把钱存入了
他们的私人账户。

“当天发电量11.9千瓦时，总量23296
千瓦时……”挂在娘毛吉家廊檐的智能电表
实时记录着每时每刻产生的电能，这些电能
除了满足日常自用外悉数并网，由此带来的

“阳光”收入，每月20日至24日按时入账。
“虽然不是特别多，但一年下来也有几

千元。只要有太阳就有钱赚。”娘毛吉说，
今年虽然安装了封闭式采光屋顶，使得光伏
发电量有所下降，但盛夏时节每月依然能入
账近300元。

七彩阳光由30块光伏板转化成电能，经
过分别通向房前和屋后的两根粗壮的电线，
实现了“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只要我们
维护好，这些光伏板就能源源不断地给村民
带来一份额外收入，这才是一笔真正意义上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闹日太介绍，
德吉村一共设有251个并网点，上网电价
0.5074元每千瓦时，仅靠光伏发电，户均年
增收4000多元。

德吉村是尖扎县6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
安置点之一，251户村民多数来自偏远山
区。2017年完成搬迁以来，后续产业发展成
为让村民“稳得住、能致富”的关键路径。
作为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援建主阵地，华
能集团利用当地清洁能源资源禀赋，发挥

“华能所长”，实施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并
于2019年底走出了一条“分户接入，自发

自用，余电上网”的产业模式。
黄河在尖扎县达拉卡地区“留恋地”拐

了个弯，德吉村便坐落在河湾里，而河湾另
一侧，正是“黄河民宿第一村”尖扎县尖扎
滩乡来玉村。每年5月至10月，是尖扎县沿
黄各个乡村旅游点最为热闹的时候，作为全
县乡村旅游的代表，来玉村以其秀美的风光
和独具风格的民宿引得游人纷至沓来，短视
频平台、微信朋友圈处处晒来玉、唱来玉、
赞来玉。

爬上来玉村南侧坡顶，脚下99栋藏式院
落沿着河岸的缓坡错落有致，宽阔的沥青路
通往家家户户院门口，屋顶的景致与德吉村
别无二致。

“来玉村光伏于2020年底并网，采用
‘分组接入、全额上网’模式，来玉村99户
共17个并网点，上网电价0.3077元每千瓦
时。”华能集团援青干部、尖扎县委副书
记、县政府副县长蔺通介绍，德吉村和来玉
村屋顶光伏惠民模式，正在逐步推广覆盖到
尖扎县其他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从

2020年起持续为德吉、来玉、寺门3个易地
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380户居民援建屋顶光
伏，实现户均年增收约4000元。

作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来玉村在后
续产业大力发展中，形成了民宿、旅游、光
伏、采摘、服装加工“五大产业”，其中，
光伏产业成为村民年度分红中重要部分。来
玉村党支部书记才让加说：“并网不足3年，
这2034个光伏面板让我们村实现了‘阳光
红利’68万元，平均每户分红近6900元。”

“聚焦能源，努力实现全县易地扶贫集
中安置点屋顶光伏全覆盖，通过‘光伏饭’
兜住搬迁群众民生底线。”尖扎县分布式光
伏产业发展业已走出独具特色的路径，但作
为央企援青干部的蔺通，对此还有着更加长
远的打算，他充满信心的表示，将利用华能
所长，启动整县屋顶光伏建设，在政府、学
校、医院、工业园的屋顶建设分布式光伏，
同步建设光伏车棚和充电桩，助力尖扎县打
造“百万千瓦清洁能源基地”和“青海清洁
能源发展示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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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初秋，泽曲草原一片绿意，风吹草低，
一群群牛羊如珍珠般洒在连绵起伏的草山
上。登高望远，一座座铁塔绵延奔向远方，用
一条条银线，勾勒出草原无限延展的未来。

多年来，国网泽库县供电公司不遗余力服
务当地畜牧业发展，通过深化供电服务、升级
改造电网，电力成为泽库牛羊养殖、加工产业
发展最坚实的底气。

差异化服务牧民四季用电不发愁
一如每一个平常的工作日，身着“红马甲”

的供电员工赵怡、汪生成从县城来到热旭日村
牧民项知的夏季草场。两人此行是为了给项
知宣传安全用电知识和推广“网上国网”的实
际应用操作。“德毛（藏语意为‘你好’）！我们
可以替你在手机上下载‘网上国网’应用程序，
方便了解家中用电情况。交电费直接在手机
上就可以操作了。”一见面，赵怡就忙着给项知
介绍。以往，每年5月，项知一家人会赶着300
多头牦牛转场到夏季草场，夏季草场没有定居
点，一家人会搭起帐房，用电全凭光伏板发
电。帐篷里陈设简单，仅有的家电是灯泡和手
机充电器，赵怡和汪生成两人细细查看帐房里
的线路和插座，叮嘱大人和孩子一定要注意用
电安全。为保障转场牧民用电需求，国网泽库
县供电公司每年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深入牧
区开展“差异化”供电服务。夏天，队员们在夏
季草场宣讲安全用电知识，推广网上国网
App，协助牧民检查用电设备是否存在安全隐
患。到了秋季，针对牧民长期没有回家居住的
实际情况，队员们会主动上门，检查定居点牧
民家中的安全用电情况，义务检修线路、开关、
插座等设备，并留下附有联系方式的“爱心服

务卡”，保障牧民用电需求。
电网升级改造牛羊养殖电力足

“瓜真切（藏语意为‘谢谢’）！你们又来检
修电力设备和线路啦，有你们的守护，我们啥时
候用电都放心。”记得那是6月16日，泽库县多
禾茂乡加仓嘉杨隆哇有机黑牦牛养殖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旦正多杰，对主动上门服务的国网泽
库县供电公司员工杨金文等人，当面表达了谢
意。当天，供电员工帮助合作社排查了用电隐
患，并指导大家安全、科学用电。自泽库县创建
并推广“拉格日模式”，养殖合作社改变了以往
分户养殖的传统模式。如今实施的牧业股份合
作制集中养殖新模式，实现一村一合作社，带动
牧民群众共同致富。加仓嘉杨隆哇有机黑牦牛
养殖专业合作社就是其中的一个，800余户牧
民集中饲养牦牛，科学管理和现代化养殖减员
增效，牧民群众收益逐年递增。今年3月，为推
动合作社养殖电气化、智能化，旦正多杰新购置
了一台铡草机，还用上了电气化饲料加工设备、
冷链保鲜设备，效率比之前提升了60%，还减少
了人工成本。据了解，2021年，国网泽库县供
电公司在多禾茂乡开展电网改造工程，新建及
改造10千伏线路7.64公里、0.4千伏线路1.62
公里、0.2千伏线路60.84公里，不仅解决了159
户牧民用电问题，也为当地养殖业发展输送源
源不断的电力。据统计，泽库县现有各类牛羊
养殖合作社180余个，为此，国网泽库县供电公
司超前谋划电网布局，结合地方产业发展状况，
实施电网升级改造工程。如今，位于泽库县幸
福山11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如火如荼地建设
中，工程新建110千伏变电站一座，110千伏线
路近12公里，计划于今年年底竣工投产。此项

工程建设，将进一步提高泽库地区的供电能力
及供电可靠性。

用一流的电力服务助推一流企业效益
近日，国网泽库县供电公司员工师睿等人

来到青海西北弘有机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征求
供电服务方面的意见建议，并对制冷操作间用
电设备进行检查。“牛羊肉切割、加工、冷冻等各
环节都是电气化的，每一道工序都离不开电。”
该公司经理刘旺明说，“多年来，你们的供电服
务一直不错，电力台区经理定期上门服务，我们
用电方面的诉求，供电公司也会一一及时解
决。”该公司生产高峰在每年9月至12月，年
加工、出售牦牛1万余头。公司厂区里有3台
变压器，总容量1915千伏安，主要用于生产、
生活及办公用电。为保障该公司用电无忧，
国网泽库县供电公司进一步深化“网格化”供
电服务，台区经理定期进企业巡视检查配电
线路及设备，开展测温测负荷，排查专变设
备，指导客户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不仅如此，
该公司自2018年新建后，安装700千瓦量子
能电锅炉进行冬季供暖，国网泽库县供电公
司进行“点对点”服务，在长达九个月的供暖
期内，党员服务队每月巡查供暖专线，主动为
企业用户排查安全用电隐患，确保冬季取暖
无忧。据悉，自2022年以来，国网泽库县供
电公司走访服务青海西北弘有机资源开发有
限公司共20余次，得到公司经理及员工的一
致好评。如今，在充足的电力保障下，该公司
生产线马力全开，依托线上线下互动营销和
快速配送，让泽库有机牛羊肉产品走出青海、
走向全国。

（来源 /青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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