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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康克佳

一片片绿色菜田，因为接
连排布的“板子”盘活了资源；
一池池粼粼鱼塘，因为熠熠生
辉的“板子”改善了生态、惠及
了民生。近年来，海南省文昌
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因地制宜加快推进农
（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建
设，通过“光伏+产业”的跨界
整合，助力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双丰收。近日，中国城市报
记者来到文昌市，探访“光
伏+”如何为老乡们带来“开
年红”。

盐碱沙地变良田

春节假期刚过，位于文昌
市东北部的翁田镇王堂村大
唐文昌龙虎山光伏电站里，呈
现出一片忙碌景象：太阳光将
光伏板照射得熠熠生辉，工人
们在光伏板下忙碌地给地里
的农作物除草、固苗，绿色的
农作物与头顶的光伏板在蓝
天映照下更显生机勃勃。

实际上，在2022年前，这
里并不如现在这般土壤肥沃、
充满生机。

“这里以前是沙质盐碱土
壤，肥力不足，种植的作物产
量低。为提高土地利用率，确
保能种出菜、种好菜，提高本
地蔬菜的供应量，我们不断加
强与农业职能部门、农业科研
院所沟通，商讨改良和种植方
案；同时走访当地村庄和农
户，了解传统作物种植类型，
充分开发光伏板下经济，探索
农业种植品种经济性与适种
性。”据大唐文昌龙虎山光伏

电站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提
升土壤肥力，项目组花了1年
多的时间通过添加复合肥的
方式来改良土壤，均衡农作物
对光照的需求，在光伏板之间
种植优质红薯品种，在光伏板
下方种植白萝卜，促进项目综
合经济效益最大化。

据了解，大唐文昌龙虎山
100兆瓦农光互补+储能示范
项目于2022年4月建成投产，
不仅年均向海南电网提供超
1.74亿千瓦时的纯绿色清洁
电力，还利用光伏板下空间建
设简易大棚，将撂荒地开发成
蔬菜种植基地，既提升了土地
利用率、降低了光伏产业发展
成本，又带动了周边村民“家
门口”就业。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露天
种植区里看到，翁田镇茂山村
的不少村民正在田里劳作。
村民陈容妹边除草边告诉记
者：“我家离这里骑车就10多
分钟的路程。平时在家我自
己也种一些蔬菜，所以这份工
作对我而言可以说是信手拈
来。而且每天工作8个小时，
收入也比以前稳定多了。”

“这里的工人大部分是周
边村民。在农业种植高峰期
每天能有100多名村民前来
务工，日常每天也有60多名村
民在这里。”上述工作人员说。

如今，这片占地面积近
1700亩的光伏电站，分为农业
大棚种植区域和露天种植区
域。其中，农业大棚种植区域
有110个农业大棚，并配套灌
溉用水源工程、供电、排水及
控制系统，配置防爆滴灌带，
可实现滴灌营养液及滴灌
水，符合节能环保、绿色农业

要求。
据了解，在充分积累种植

经验的情况下，该项目将进一
步优化种植结构，引进专业种
植企业合作收益，探索农业种
植新模式，在确保农业种植收
益率的情况下，实现光伏用地
农业种植能用尽用，努力打造
现代光伏农业万吨蔬菜常年
种植基地，走出一条农光互补
新路。

千亩鱼塘奏响“渔光曲”

离开光伏电站，在翁田镇
龙南村，波光粼粼的养鱼塘上
也架起了遮阳发电的“蓝板
板”。中国城市报记者在现场
看到，水塘上方架设光伏板阵
列，光伏板下方水域进行鱼虾
养殖，光伏板阵列既可以发
电，又可以为养鱼提供良好的
遮挡作用。

“我们海南不仅风景好
看，这里的罗非鱼也是热销的
知名品牌。”正在鱼塘忙碌的
当地村民刘玉华告诉中国城
市报记者，鱼塘上架起的光伏
板不仅能减少烈日对鱼群活
动量的影响，还能降低水温，
增加鱼类活动量，使得鱼群可
以更好地生长。

“纬度低、光照时间长强
度高、空气清洁度好，独特的
资源禀赋让文昌特别适宜发
展光伏发电。我们结合文昌

市约1700亩鱼塘资源，因地
制宜投资建设100兆瓦渔光
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将丰沛的
光照、水面资源转化为经济效
益与生态效益。”阳光新能源
文昌100兆瓦渔光互补项目
总经理李健告诉中国城市报
记者，眼下，在素有“罗非鱼
之乡”美誉的文昌市，清洁绿
电正助力渔业生态养殖发展
壮大。

据了解，该项目作为海南
多个单体容量最大的项目之
一，综合利用既有1700亩鱼
塘，针对当地渔业现代化、生
态化养殖需求，采用阳光新能
源渔光互补PowMart智慧能
源解决方案，形成板上“光伏
发电、板下养殖”立体产业，预
计年发绿电1.5亿千瓦时；集
中式电站发电量全额上网，
100%用于海南岛就地消纳。

此外，阳光新能源发挥系
统技术优势，为电站选择9度
最优倾角，9米阵列间距，既能
实现高效发电，也能给渔业养
殖预留充足空间。电站还采
用“三池两坝”尾水净化措施，
全面提升水质，实现生态养
殖。光伏阵列区预留捕捞口，
方便渔民撒网集中捕捞，开展
一站式渔业加工作业。针对
海南多台风气候，项目还全面
加强防风抗压等级，打造安全
可靠电站。

除了在技术上有所突破

外，渔光互补项目还为当地创
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从光
伏板的安装、维护到水产养殖
的技术支持，都需要大量的专
业人员。这为当地的农民提
供了新的就业选择，使他们能
够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增
加了家庭收入。

“光伏发电运维工作、渔
业规模养殖可带动当地农民
新增就业近100人，每年土地
租金可以给龙南村、锦东村新
增150万元村集体收入。光
伏发电产业还给当地带来大
量税收，多维度赋能乡村振
兴。同时可以减少大量碳排
放，为推进海南生态岛建设、
优化能源结构提供强有力支
撑，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丰
收。”李健说。

农光互补交出亮眼答卷

如何把海南清洁能源岛
建设和乡村振兴相结合？农
光互补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

“农光互补项目是一种典
型的绿色能源转型案例。在
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这种模
式有助于减少乡村对传统能
源的依赖，降低环境污染，提
升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
力。”长期从事集中式光伏电
站建设的卢洋告诉中国城市
报记者，农光互补不仅为当地
提供了稳定的电力供应，还带
动了周边的农业种植、水产养
殖和旅游业发展。许多游客
慕名而来，体验这种新型的绿
色能源模式，为乡村带来了可
观的旅游收入。

在卢洋看来，凭借海南省
天然的气候优势，在光伏电站
里发展农业，把知识转化为双
重生产力，既能缓解海南用电
高峰的压力，又能向周边提供
更多农作物和水产作物，还能
造福当地百姓。

“农光互补无疑是光伏应
用领域中的新突破，同时也代
表了农业发展的新方向。”一
位业内人士说，未来海南省可
以借助农光互补案例持续打
造集旅游观光、农业科研、农
光互补的示范项目，在研究拓
展现代化农业与校园教育、旅
游等相结合模式的同时，形成

“产、学、研、游”立体化产业。

江西金溪：设施果蔬春管忙

2月22日，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

秀谷镇丰收村设施果蔬基地，工作人

员正在为长势良好的水果番茄整枝，

加强设施果蔬春季管理。近年来，金

溪县采取“党支部+种植基地+农户”

的模式，广泛推广物联网、蜜蜂授粉、

水肥一体化等农业新技术，推动设施

果蔬产业高质量发展，并在设施果蔬

种植基地开发农事体验、观光采摘、

乡土美食、民俗文化、特色民宿等新

业态，推进农旅融合发展，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

中新社发 邓兴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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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文昌市翁田镇龙南村阳光新能源文昌100兆瓦渔光互补项目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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