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千乡万村

驭风行动”总体方案》的通知

发表时间：2024-06-27 来源：能源发展处 阅读量：350

宁发改能源（发展）〔2024〕450 号

各市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局，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农业农村部《关于组织开展“千乡万村驭风行动”

的通知》（发改能源〔2024〕378 号）要求，加快全区农村地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壮大农村

集体经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现将《宁夏回族自治区“千乡万村驭风行动”总体方案》印发

给你们。请及时组织编制细化实施方案，于 2024 年 7 月 26 日前将细化实施和试点项目关键信

息表（附件 2）一并汇总报送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余佳帆 0951-8301962

王 丽 0951-5169882

附件：1.宁夏回族自治区“千乡万村驭风行动”总体方案

2.试点项目关键信息表

3.电网接入能力测算表（供参考）

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2024 年 6 月 2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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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为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农业农村部《关于组

织开展“千乡万村驭风行动”的通知》（发改能源〔2024〕378

号）有关部署要求，充分利用全区农村地区风能资源及零散土

地，因地制宜推动风电就地就近开发利用，促进农村能源绿色

低碳转型、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高水平建设国家新能源综合示

范区，现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深入落实“四个革命、

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锚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科学实

施“千乡万村驭风行动”，创新开发利用场景、投资建设模式和

收益共享机制，促进我区农村地区风电就地就近开发利用，推

动风电成为农村能源革命的新载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

能，为农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供有

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

因地制宜、试点先行。以农村风能资源和零散空闲土地资

源为基础，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电网承载力和

生产运行安全等，按照“能建则建、试点先行、落实条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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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推广”的原则组织试点项目建设。

村企合作、惠民利民。结合村集体经济发展，以村为单位，

以村企合作为主要形式，以收益共享为目的，充分调动村集体

和投资企业双方积极性，切实保障农民利益，使风电发展更多

惠及农村农民，赋能乡村振兴。

生态优先、融合发展。以符合用地和环保政策为前提，促

进风电开发与乡村风貌有机结合。鼓励采用适宜乡村环境的节

地型、低噪声、高效率、智能化的风电机组和技术，实现与农

村能源协同互补，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

三、建设布局

在全区选取风能资源好、具备电网接入和消纳条件、村集

体经济经营收入较低的地区组织开展 35万千瓦试点项目，其

中：银川市 5万千瓦、石嘴山市 4万千瓦、吴忠市 18万千瓦、

固原市 4万千瓦、中卫市 4万千瓦。通过试点项目建设运营，

探索形成“村企合作”的风电投资建设新模式和“共建共享”

的收益分配新机制，助力乡村振兴重点县区村集体经济经营收

益有效提高，力争每万千瓦试点项目提高对应村集体年收入不

低于 10万元。结合试点经验，适时开展后续项目布局建设。

四、组织实施

（一）确定试点项目。各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农业农村局、

电网企业，按照自治区总体方案确定的试点项目建设目标及布

局，参考电网接入消纳能力（附件 3），以村企合作机制作为

重要评价要素，组织所辖各县（市、区）确定试点项目。试点

项目以村为单位，原则上每个行政村不超过 20兆瓦，优先支

持村集体经济经营收入 20万元以下村纳入试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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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实施方案。各市发展改革委组织以县（市、区）

为单位编制“千乡万村驭风行动”实施方案。方案中应明确试

点项目建设主体、场址布局、总装机规模、以村为单位各行政

村对应规模、建设安排、土地利用、生态环保和利益分配机制

等。各市发展改革委会同自然资源、水利、林草、生态环境、

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对所辖县（市、区）“千乡万村驭风行动”

实施方案初审后，汇总报送至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三）公布试点名单。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会同农业农村厅、

自然资源厅、林草局、国网宁夏电力公司对各县（市、区）“千

乡万村驭风行动”实施方案汇总审核，并及时公布试点名单。

五、工作要求

（一）依法保障用地。项目用地选址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和国家沙化

土地封禁保护区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农村零散非耕地。对不占

压耕地、不改变地表形态、不改变土地用途的用地，探索以租

赁等方式获得。确需占用耕地的，应当依法依规办理用地手续。

（二）加强技术创新。项目应具备技术先进性，合理采用

适宜乡村环境的风电机组，技术路线、工程装备应达到业内先

进水平。鼓励使用预应力构架式风电塔节地技术等占地面积小、

不改变地表形态、不破坏耕作层的节地技术。鼓励试点项目与

农村风貌、乡村产业融合，创新实施风电+特色农业、生态观

光、清洁取暖等模式。支持风电与光伏等清洁能源形成乡村多

能互补综合能源系统。

（三）保护生态环境。扎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依法

依规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和水土保持方案制定。重点评估试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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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对所在乡村周边生产、生活、生态可能造成的影响，确保风

电机组与生产生活的安全距离，鼓励采用低噪声风电机组，优

化机组布置，有效降低机组对村庄的噪声、光影闪变影响，做

好退役设施固废处置。

（四）完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

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得以配套产业、变相收取资源费等

名义，增加不合理投资成本，积极营造公平、公开、公正环境。

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积极参与“千乡万村驭风行

动”。

（五）创新合作模式。各地要优选综合实力强、社会责任

强、企业信誉好的投资主体承担试点项目建设任务。鼓励依法

通过土地使用权入股、设置公益岗位等方式推动投资主体与相

关村集体探索形成“共建共享”的村企合作模式，建立产权清晰、

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共同参与风电项目开发建设

运营，加强运维检修管理，保障机组稳定可靠运行和项目生产

安全。

（六）强化电网支撑。电网企业应积极配合编制实施方案，

支持试点项目因地制宜确定并网接入方案，结合各县（市、区）

需求，积极开展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及配套电网建设，保障试点

项目“应并尽并”。加强机组并网安全技术管理，确保机组满足

电网安全运行条件。

六、保障措施

（一）优化审批程序。各地应优先支持“千乡万村驭风行

动”风电项目建设，结合实际提供“一站式”服务，对同一个行

政村或临近村联合开发的试点项目，统一办理前期手续，依法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加快办理项目核准、规划许可、土地使用、环评、水土保持、

电网接入等手续。

（二）加强试点建设。各试点项目所在地发展改革、农业

农村部门要切实发挥作用，完善工作机制，明确各方职责，多

方联动形成工作合力，按照实施方案扎实开展建设。自治区发

展改革委和农业农村厅认真履行指导责任，联合督查试点主体

推进各项重点工作，确保试点建设取得成效。对于前期工作推

进不力的试点项目，及时取消试点资格。

（三）保障并网消纳。试点项目由电网企业实施保障性并

网，以就近就地消纳为主。项目主体可自行选择全额纳入优先

发电计划或参与市场化交易。参与市场交易电量不参与辅助服

务费用分摊，上网电价按照并网当年新能源上网电价政策执行。

（四）强化监督管理。县级农业农村局及时了解和掌握本

地试点项目收益共享落实情况，协调发挥项目收益在壮大村集

体经济和助力乡村振兴中的作用。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和农业农

村厅加强项目监管，加强信息公开，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切实保障各方合法合理权益。

（五）适时推广建设。试点项目建成后，及时组织第三方机构

评估全区“千乡万村驭风行动”试点成效，总结试点项目村企

“共建共享”乡村能源合作模式和收益分配机制经验做法，适时

推广建设。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一、指导思想
	二、基本原则
	三、建设布局
	四、组织实施
	五、工作要求
	六、保障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