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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农村新型能源系统发展
第二十届“清华大学建筑节能学术周”公开论坛提出

近日，由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清

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清华大学乡村建设

研究院联合主办，中国城镇供热协会协办的

第二十届“清华大学建筑节能学术周”公开论

坛举行。本届学术周的主题为“面向碳中和

的农村新型能源系统”，并发布了《中国建筑

节能年度发展研究报告 2024（农村住宅专

题）》。

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

程院院士江亿在主题报告中系统阐述了农村

新型能源系统的发展方向，分析了农村如何依

靠可再生电力实现全面电气化的技术路径，指

明了农村能源系统转型对满足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清洁用能需

求、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双碳”目标的重

要作用。

江亿表示，实现“双碳”目标就是要实现目

前的化石能源向零碳能源系统转型。农村能

源作为我国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石和保障，也是我国能源

革命与低碳转型的重要引擎和抓手。中国能

源革命的核心是建设零碳电力系统和零碳燃

料产供销系统。农村具有巨大的空间资源和

生物质资源，从而可以成为重要的零碳电力和

由生物质材料加工而成的零碳燃料的供给

者。发展风、光、电等零碳能源最需要的资源

是空间，农村屋顶就是足够的空间资源，全面

开发利用农村屋顶资源做光伏发电，完全可以

满足农村生活、生产和交通的全部用能。此

外，农产品会产生大量的秸秆、残渣等废弃物，

如果农村建立新型零碳燃料产供销体系，把这

些废弃物转化为商品能源，可以增加农民收

入、缩小城乡差距。

与会专家认为，“双碳”目标给农村带来了

新的机遇，农村能源系统率先变革，从能源的

消费者转为能源的产销者，对我国实现能源革

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下一步，要加强对农

村能源示范工程运行数据的监测与评价，多方

携手推动农村新型能源系统的发展。

（李丽颖 姚媛）

阳春时节，石台县小河镇迎来一场视觉盛

宴。沿着蜿蜒的山路，一片金黄色的油菜花海

进入人们的视野。站在金色的花海里，“90后”

新农人、中硒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樊繁跟笔者

聊了起来。

“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愿意种地，但我想

试一试。目前，公司已带动当地320户农民流

转土地，实现增收，还有50人进厂务工。我们

通过科技延长农产品生产链，提高附加值。你

看这油菜花，它开了是景，谢了就是油。我们

的工作，就是要让这里的好风景变成好‘丰

景’。”樊繁说。

小河镇位于石台县西部，地势起伏，水资

源丰富。黄湓河如一条银带穿镇而过，为这片

沃土带来生机。然而，随着城市化浪潮的推

进，许多青壮年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小河镇

一些田地一度闲置。

近年来，小河镇党委、政府大力发展富硒

粮油产业，将闲置的土地转化为增产增收的

“金饭碗”。2016年，安徽过湾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入驻后，成立了中硒科技有限公司，更是为

小河镇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当时，我们面临着土地流转的难题。”

小河镇党委委员操慧回忆说，“为了打消村

民的顾虑，我们利用乡村振兴夜校等平台，

广泛宣传政策，发动党员带头签订土地流转

合同。仅用一个多月，就完成1200多亩土地

流转工作。”

樊繁作为中硒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他

带领团队在这片富硒土地上研发出了一系列

高附加值农产品。

“我们目前生产的富硒米、富硒蛋白粉等

产品供不应求。”樊繁自豪地说，“通过科技投入和产业链

延伸，我们不仅提高了产品的品质和价值，还为当地村民

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富硒粮油产业每年为小河镇的村民带来不菲的收

入。企业的蓬勃发展，也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动力。

笔者了解到，石台县针对山区种植规模小的现状，正

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耕保、撂荒地整治等项目措施，新增

耕地近1000亩，2023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达4.6万亩。

（倪讴 江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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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霍邱县城关镇花台村——

雨露计划促乡村振兴
近年来，六安市霍邱县城关镇花台

村通过做实乡村振兴“雨露计划”工作，

让“雨露计划”能像细雨般滋润着脱贫家

庭，让他们切实享受“照顾”，通过读书改

变命运。

接县镇通知，成立由村“两委”干部

负责的领导小组，责任划片，目标到人。

全村18个网格的网格员走访摸排信息，

其中有5户6名学子符合申报条件，共补

助0.9万元。按程序提供学籍证明、填写

申请表，将雨露计划学生花名册进行公

示并报镇审批，做到群众监督、责任落

实，将雨露计划政策做到“一人不落，一

户不少”。

（李娜）

乡村既是农业生产的空间载体，也是

广大农民的生活家园。加快建设彰显徽

风皖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通过“千村

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建设，激活乡村空

间、赋能乡村产业，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

展，是推进安徽省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

号工程”，也是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的“基

础工程”。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中，

我们要做好农文旅场景融合“大文章”，从

村业、村治、村居出发，坚持特色化、本土

化、品牌化导向，不断拓展乡村场景，丰富

乡村功能，让乡村的文化特色更鲜明、整

体风貌更协调，产业业态更吸引人。

激活地域文化，打造乡村文旅消费

新场景。当前，旅游消费正从景点观光

向休闲度假、深度体验转变，更加注重精

神文化享受。在体验型消费中，消费者

对于目的地独特文化价值符号的认同和

互动是消费行为能否持续产生的关键。

因此，乡村旅游必须整合乡村文化资源，

提炼乡村文化内涵，挖掘乡村独特文化

符号，打造个性化文化品牌，在场景消费

与体验中实现乡村特色文化品牌与游客

的互动，进而引发游客对品牌的认同。

挖掘具有当地特色的如绣花、编织、流水

席、集市、比赛等乡村活动场景，通过文

化民俗活动激发农村居民和游客的情感

共鸣，提升乡村特色文化品牌的吸引

力。引入艺术展、动漫节、音乐节等多元

文化活动，扩大当地特色文化品牌影响

力，增强当地特色文化趣味性。

赋能数字科技，升级乡村治理智慧

场景。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镇化

水平不断提高，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

刻变化，农民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客观

上要求乡村治理不断创新方式、提升现

代化水平。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既能

为提升乡村治理科学性、时效性等提供

科技支撑，也能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

新的方法路径。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

打造“强阵地、强服务、强治理”的未来乡

村党建场景，以“党建+”为统领，将党建

工作与乡村治理、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结合起来，通过打造村级党建联盟、党员

服务站等，诠释以当地乡村精神为特色

的党建新内涵。依托数字乡村建设，集

成现有乡村服务平台，建设“邻里中心”

线上线下平台，形成邻里交流、互助、活

动、服务的生活圈，打造“远亲不如近邻”

的未来乡村社区邻里场景，营造安定有

序的乡村社会环境。

融入美学元素，构造乡村特色风貌

场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既要能够

让年轻人愿意回乡，让老年人、儿童在乡

村快乐生活，也要实现城市居民家门口

的“归园田居”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在保证村落特色风貌的同时，还应改

善居住条件、生态条件，更好满足人们对

于美好生活的需求。这就要求在乡村建

设中把传统乡村的生活方式与现代美学

理念相结合，形成“一户一处景、一村一

幅画、一线一风光”的发展图景，使美学

价值渗入乡村肌理。在尊重乡村生活脉

络的基础上，围绕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

利用生态廊道等美学设施，实现生态园

区、旅游景区、产业园区、生活社区“四区

联动”，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伍红玮）

做好农文旅场景融合“大文章”

“美丽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4 月 9 日，在阜阳

市颍东区新华街道吕

寨村一处花卉种植基

地内，花农正在管理

大棚花卉。 近年来，

阜 阳 市 颍 东 区 瞄 准

“花”产业，做好“花”

文章，因地制宜大力

发展“美丽经济”，通

过 培 育 花 卉 龙 头 企

业、建设花卉产业园、

加 强 科 技 帮 扶 等 举

措，推动花卉产业规

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

营，促进当地农业增

效、村民增收，助力乡

村振兴。

通讯员 宿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