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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让延庆“亮起来”

特约通讯员  ★赵海江★  本刊记者  ★李 颖  方震海★

记
者来到北京市延庆县采访，正赶

上刮大风，却一点没有风沙弥漫

的感觉。在大榆树镇东桑园村，满眼看

到的是整齐宽敞的新能源民俗接待户，

干净平整的柏油路，摇曳的柳枝和鲜

艳的花朵。完全没有看到北方一些农

村那种秸秆和玉米芯儿杂乱地堆放在

房前屋后、尘土飞扬的脏乱景象，也没

有饲养牲畜家禽带来的刺鼻气味，更

没有四处弥散的炊烟。

在 16号民俗院，女主人指着院子

一角的太阳能光板告诉记者：“靠太阳

能发电，就是阴上两三天，点灯、看电

视都没问题！”村里已经安装了 112盏

太阳能路灯，全村20多家民俗接待户全

部配上了太阳能节电设备，村民们用太

阳能灶烧水做饭，通过太阳能光板蓄电

看电视、照明，家里的电费可节约1/3。

在村里生物质气化站内，堆着小

山似的干玉米芯儿。“可别小瞧这些棒

子，全村做饭烧水全靠它呢！”村支书

介绍说，村里208户村民家家户户都用

上了清洁能源——秸秆气，现在是“一

人烧火，全村做饭”。每天只要烧三四

个小时的生物质气化炉，够全村每家

每户做饭。家家都有表计数，1立方米

气收费 0.25元，每户每天花 1块多钱

就够用了。有的农户把自家田里的秸

秆和玉米芯儿拿到生物质气站换气，

基本上用不着交燃气费。每月可节约

煤、液化气等燃料开支600多元。“我们

村推广新能源以来，每年至少可以节电

2.4万度，节省电费 1万多元；每户平

均年节煤2吨、节电 1200多度，节省开

支 1350元。我们早就是北京市的生态

节能示范村啦！”村支书很是自豪。

其实在2005年，东桑园村就已经

在国家商标总局注册 “新能源第一

村”，成为全国第一个新能源综合利用

民俗示范村。“不见炊烟起，但闻饭菜

香”、“休闲参观新能源，度假感受新农

村”成了民俗旅游的金字招牌。去年全

村接待游客5.5万人次，收入超过百万

元，村民的口袋也一天比一天鼓起来。

这只是延庆县立足区域优势，大

力加强新能源建设，带来乡村新变化

的一个缩影。

可再生能源建设方兴未艾

延庆县是北京市生态涵养发展区，

是密云水库、官厅水库和十三陵水库

上游的水源涵养保护区，是北京城区

的天然绿色屏障。为了更好地实现首

都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功能定位，在市

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延庆县坚持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调整思路，

从大局出发，统筹考虑，紧紧围绕北京

市可再生能源示范县、国家级生态县建

设，全面支持实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

有效开发和利用了太阳能、秸秆气化、

沼气、地热、风能等清洁能源，成功保

持了首都西北的一片净土、净水、净气，

空气质量连续多年排在全市第一。延庆

县已经顺利通过了 ISO 14000环境质量

体系认证，被批准为国家示范区，成为

北京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区县，这标志着

延庆的环境管理已经同国际接轨。

延庆县常务副县长胡耀刚介绍说，

延庆处于延怀盆地的东部，独特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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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地势和地质结构，使延庆拥有充足

的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特色能源。

据检测，延庆全年日照时间在 2600小

时以上，是北京地区太阳能资源最丰富

的地区。目前，延庆县可再生能源建设

已经初具规模，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的利

用量在全市位于前列，已经成为全市利

用太阳能规模和数量最大的区县。

漫步在县城的公园里，走在乡村

的小道上，一盏盏太阳能灯成为延庆

独特一景。延庆从 2003年开始大规模

推广使用太阳能灯具，仅县城各大公

园就安装太阳能灯400盏，草坪灯、装

饰灯、照明灯都用上了太阳能。截至

2006年底，全县已安装太阳能灯7400

盏，全年可节电约 270万度。

康庄镇小丰营蔬菜基地安装了太

阳能杀虫灯，夜晚远远地就可以听见

啪啪的响声，害虫扑向光亮时即刻被

高压电击毙。据统计，使用太阳能杀虫

灯每年可节电3万多度，减少农药用量

40%以上。目前，全县已经安装太阳能

杀虫灯210盏，蔬菜和果树物理防治取

得明显效果。

另外，全县农村安装太阳能热水

器 7000台，太阳能灶 400台，太阳能

温室354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

生明显改变。

延庆是农业大县，玉米种植面积

35万亩，年产秸秆27万吨，种植果树

7万亩，果树枝修剪量每年10万吨，为

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提供了丰富的原

料。全县通过饲料加工秸秆气化，年处

理秸秆 12万吨，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60% 以上。目前全县已建成大型生物

质气化站12处，能够为2550户农民提

供清洁炊事能源，累计推广农户用生

物质半气化炉 1万台，并建成旧县镇、

大榆树镇两个乡镇生物质型煤集中供

暖工程，供暖面积达到 17.2万平米。
“可再生能源的广泛利用，大大降

低了能耗，节约了资源，有效地保护了

生态环境，对于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造福子孙后代具有深远的战略

意义，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胡

县长如是说。同时，他认为尽管可再生

能源推广利用的前期投入较大，但随

着人们观念的改变、环境质量的好转

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逐步增强，经济

社会发展会越来越有后劲。“可再生能

源在新农村的广泛利用，在一定程度

上也改变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方式，提

高了生活质量，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

告别‘生火做饭、烧柴冒烟’的时代，

享受着现代生态文明的新成果。”

财政积极支持推广利用新能源

胡县长曾经担任过财政局长，对

财政部门如何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

新能源建设深有感触。他介绍说，近几

年来，随着公共财政体制的不断完善，

财政部门积极调整理财思路，逐步树

立起科学的理财观念，财政支出结构

和资金投向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更

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投入和产出

的比重、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更加注

重走出一条经济、社会、自然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之路。财政部门在多年

来支持植树造林、保护生态环境取得明

显成效的基础上，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紧密结合，重点支持解决由于经济、

社会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和

生态破坏等问题，改变广大农民长期养

成的浪费能源、破坏山林的不良生活习

惯，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以更加积

极的态度支持生态环境保护。在可再生

能源推广利用方面的投入逐年增加，

“十五”期间总计投入不足 5000万元，

而2006年就投入7663.4万元，2007年

预计投入近 8392万元，整个“十一五”

期间总投入将达到 15亿元。

东桑园新能源民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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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气化炉

延庆县新农村建设实施了“亮起

来”、“暖起来”、“循环起来”三大惠民

工程，财政部门正是抓住这样的机遇，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注重加以引导，并

切实实施了一系列优惠补偿政策，为

可再生能源的推广利用搭建了良好的

政策平台和资金平台。延庆县经济基

础比较薄弱，本级财政收入较少，财政

部门便积极通过各种渠道筹措资金，

与县发改委、县农委、县科委等单位联

合筹划项目，争取市级资金支持。2006

年“亮起来”工程投入 2728.4万元，

安装太阳能灯4420盏（包括进村路灯

585盏，街道路灯3835盏）；水循环利

用投入212.6万元，建设了9个村的雨

水收集利用工程和 5 处中水综合利用

工程；生物质成型燃料技术推广投入

30 1 5 万元，已推广生物质半气化炉

8000台；投入 100万元，推广新型节

能高效预制组装架空火炕连灶（俗称

“吊炕”）2000铺；投入 1607万元，新

建大型沼气工程6处，秸秆气化站5处，

修复大型生物质气化站4处。以上项目

的顺利实施，全年可节电200万度，在

节约资源的同时，也间接增加了农民

收入，使广大农民群众切实得到了实

惠。为切实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管

理和监督，财政部门定期联合审计、监

察以及项目主管部门深入基层进行检

查，对资金运行全过程进行跟踪问效，

项目完成后对该项目进行绩效评价，

总结经验，查找漏洞，

逐步建立起一套事前

参与预警、事中跟踪

防范、事后审核问效

的多层次、全方位的

监督格局。

县财政局的同志

也谈到了在支持可再

生能源的推广利用方

面遇到的一些困难，

其中资金不足且使用

相对分散是亟待解决

的突出问题。目前，全县用于新能源推

广利用方面的资金主要来自市财政、

市发改委、市科委等单位，财政部门作

为一个“大管家”，对这部分资金的总

体掌控还不够，这些分散的资金在运

行过程中容易出现重复浪费现象。因

此，需要把这些资金尽量整合起来，形

成一种合力，进行统一的分配使用。此

外，资金的监管要更加严格，防止出现

挪用和浪费现象。

打造 “首都生态休闲旅游区”

延庆是首批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林木绿化率达 72%。2006年，延庆大

气环境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达

279天，占全年总天数的 76.9%，被评

为全国绿化模范县和首批国家园林县

城。胡县长对延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充

满了信心，“我们县委、县政府已确定

了实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努力打造

‘首都生态休闲旅游区’，建设生态延

庆、休闲延庆、宜居延庆、文明延庆。”

按照延庆县可再生能源“十一五”

发展规划，今年将在全县10个乡镇56

个行政村建立秸杆压块站 10个，推广

农村生物质气化炉10000个；安装太阳

能热水器7000台，太阳能灶400台，推

广节能吊炕 800铺。北京市最大的 10

万千瓦风力发电中心正在康西草原建

设。到 2008年，用 2年左右时间，在

农村普及太阳能路灯、太阳能热水器、

太阳能杀虫灯等太阳能产品；发展生

物质新型燃料，实现柴草不入户；基本

消灭原煤散烧，推广生物质型煤；乡镇

中心区全部实现集中供热，农村集中

供暖实现零突破；全县可再生能源利

用量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要达到

15%以上，农村达到30%，实现北京市

可再生能源示范县的目标。到2010年，

全县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在全县能源消

费总量中的比重将达到 20% 左右，农

村达到40%左右，创建生态工业园，扩

大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发展绿色休闲

产业，建设生态旅游景区，使资源的循

环利用再上新台阶。

太阳能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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