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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州 永 强 集 团 股 份

有限公司原办公室主任

王一平，从事水利工作

大半辈子，对温州小水

电 的 发 展 历 史 记 忆 深

刻。在他看来，早年因

为白水电站的建立，才

保住了逢雨必涝、逢干

必 旱 的 永 强 人 的 家 园 。

王一平认为，农村小水

电 原 本 是 个 绿 色 工 程 ，

在适合的地方建设并不

会造成下流脱水，影响

生态系统，出现的环境

问题大多是因为规划不

当所致。

“ 只 要 有 工 程 开 发 ，

生态平衡就会产生变化，

这并不是小水电特有的问

题。”安吉县水利局副局

长邬如锦认为，对于发展

中国家来说，小水电发展

利大于弊。目前，我国年

人均用电量不到 4000 千

瓦时，用电水平还很低，

距挪威、美国、澳大利

亚等发达国家年人均 1 万

千瓦时以上的用电水平有

较大差距，在节能降耗的

同 时 也 必 须 增 加 能 源

供应。

同 样 的 困 扰 对 风

能、核能及太阳能电站

也存在。正如一些老水

电 人 所 说 ， 建 设 与 保

护、生态与开发从来都

是一对矛盾，但这对矛

盾是可以协调的、兼顾

的，需要寻找一个平衡

点，在不同时期、不同

地点，利弊因素都会有

所 变 化 。 对 小 水 电 而

言 ， 曾 经 的 大 规 模 开

发、缺少规划，甚至不注意环境保护，都是不可

持续的。现在，生态环境要优先，摆正了这点，

小水电就找准了自己的定位。

1950 年 8 月，原燃料工业部在北京召开了第
一次全国水力发电工程会议，提出有计划、有步骤
地发展我国水电事业的方针任务。

1951 年 3 月，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新建的水
电站——福建古田溪一级水电站开工。

1953年，水利部设置了小水电的专管机构。
1956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最高国务会

议讨论通过的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中明确提
出：“凡是有水源可以利用的地方，基本上做到每
个乡或几个乡建设一个水力发电站，结合国家大
型的水利建设和电力工程建设，逐步实现农村电
气化。”

1958 年 8 月，全国第一次农村小水电会议在
天津召开，提出“以小型为主，生产为主，社办为
主”的建设方针，并倡议一个省先抓 5 个县和 100
个乡的农村初步电气化。

1969 年 10 月，在福建永春县召开全国小水电
现场会，小水电开发被正式列入国家计划。

1975 年，水电部 （75） 水电生字第 27 号文中
明确提出：“在电网供电区和电网邻近地方的小水
电，在符合经济、安全运行的条件下，在自发自用
的基础上联入电网，实行余缺调剂。”

1980 年 4 月，经国务院批准，水利部、中国
人民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在成都共同召开了全国
小水电现场会议，提出：“应继续执行对小水电

‘谁建、谁管、谁有、谁受益”的政策，在体制上
实行‘建设和管理统一，发电和供电统一’的原
则。”

1983 年 12 月，国务院批转水电部 《关于积极
发展小水电建设中国式农村电气化试点县的报
告》，除明确了 100 个试点县名单外，还对发展小
水电的有关政策和管理体制等方面工作进一步
明确。

1991 年 3 月，国务院批准水利部 《关于建设
第二批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县的请示》，对第二批
选定建设的 200个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县，要求有
关部门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给予资助和指导，到
1995 年 10 月，第二批 208 个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
县胜利建成。

2005 年 7 月，《国务院 2005 年工作要点》（国
发[2005]8号） 指出：“完善资源开发利用补偿机制
和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加快发展小水电代燃料
及农村沼气。”

2011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在保护
生态和农民利益前提下，加快水能资源开发利用，
大力发展小水电，完善小水电增值税政策。

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快实
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开展农村“低电压”综
合治理，发展绿色小水电。

（李华林整理）

在浙江，崇山峻岭、江河湖泊之间，
镶嵌着 3200 多座小水电站。如星星般散
落在山乡田野的水电站，走过不同的发展
时期，肩负不同的历史使命，既点亮了山
区百姓的生活，也为村民致富、地方发展
提供源源活力，成为几代人的记忆。

几十年风云变幻，随着经济社会条件
变化，众多小水电站，有的退出历史舞
台，有的顺势而变，绿色发展。如今，在
五大发展理念驱动下，小水电将如何转型
提升，受到广泛关注，也成为新时期摆在
小水电面前的现实考验。

反思、抉择，提升、转型，浙江小水
电绿意盎然。

源起潺潺溪流，穿过几代乡村

电灯，在 80 岁刘佰喜的记忆中最为
深刻。

刘佰喜家住浙江嵊州市长乐镇石砩
村，一个百来户的村子，两面环山，长乐
江自西向东，穿村而过。刘佰喜的童年，
是伴随着煤油灯长大的，“一到晚上就摸
黑”。做过多年村党支部书记的刘佰喜记
得，上世纪 50 年代以前，常见的照明工
具就是煤油灯，一个盛有煤油的玻璃瓶，
插着灯捻，点燃后发出昏黄的灯光。

村民对“光明”有着深深的渴望。
1951 年，嵊州市水利局派工作人员到石
砩村勘察，动员村民引长乐江水蓄成水
库，利用地势落差，修建小水电。县里支
持，村民投工投劳，有的挖渠，有的搬
砖。缺乏资金，就地取材：水轮机是木制
的，松木挖空就成了压力管，引水渠道抹
上黄泥防渗。当年底，嵊州市第一座水电
站，装机容量 12千瓦的太白水电站建成。

每家每户迫不及待装上了电灯泡。刘
佰喜说，由于能量有限，15 瓦灯泡，晚
上能亮两三个小时，八九点钟电就没了，
拉闸限电是经常的事。尽管这样，“光
明”的石砩村还是成为远近羡慕的村庄。

“晚上照明，白天还可用电碾米，邻近村
的大米都拉过来碾，石砩村比其他村提前
近 20年走进现代化。”刘佰喜回忆。

石砩村水电站的诞生印证了新中国小
水电的足迹。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适应农
业合作化、农村用电需要，国家很重视农
村 小 水 电 发 展 。 1956 年 1 月 ， 中 央 在

《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中提出，“凡是能够发电的水利建设，应
当尽可能同时进行中小型水电建设，结合
国家大中型电力工程建设，逐步增加农村
用电”。

四面高山环绕、水资源丰沛的嵊州市
从此大力兴建小水电站。嵊州市水利水电
科科长王平说，自 1953 年起，嵊州实行
民办公助，挖山塘、造水库、建涵闸，在
条件许可的地方积极兴建小水电站。至
1978 年，嵊州建成小水电站 203 座，总
装机 15184 千瓦，年发电量 2150 万千瓦
时，居全省前列。“靠山吃山，靠水吃
水。”王平说，高峰时期，一条河流，从
上至下，有 10多座水电站。

时间在流淌，环境在改变。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国家电网慢慢进入山村，
早前农村自建的小水电站，“有水就有
电，没水就没电，设备简陋，可靠性差，
淘汰了一大批”。王平认为，优胜劣汰，
大电网的逐渐推进，第一次为小水电站抬
高了“闸门”，留下一批有实力的电站继
续发力。

1983 年，国家启动农村水电初级电
气化试点建设，在中央政策支持、资金扶
持下，地方以自力更生为主开发小水电，
建设配套电网，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 40
多个区域电网，600 多个县以小水电供电
为主。安吉县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掀起
小水电站第二波发展高峰。“全面规划，
综合治理，这一时期的水电建设讲究有序
开发，追求经济效益。”安吉县水利局副
局长邬如锦说。

这期间，安吉小水电站可谓各显神
通。背靠西苕溪，面临安吉城，修建于
1968 年的老石坎水电站是安吉县水利局
下属国营电站，财力较好，经过几次改造升
级，成为当地小水电中的老大。3 年前才
到老石坎上班的范一华告诉记者，他爷爷
爸爸都是安吉水电人，“老石坎起初就是给
附近村民照明，技术改造后，电输送进大
网，现在一年发售电收入上千万元”。

不过，更多的安吉小水电站由于财力
有限，大都属于股份制。“百姓自己筹
资，乡镇拿一点，国家再补贴一点。”邬
如锦一算，到上世纪 90 年代末，全县共
有小水电 110 座，总装机容量 5 万多千
瓦，安吉由此成为“小水电之乡”。

同一时期，嵊州的小水电站达到 123
座，最大的装机容量 14000 千瓦，高峰
时候，一年的发电量几乎占全县用电量的
50%。“工业开始发展，城市用电不足，
这给了小水电新的发展机遇。”嵊州市水

利局副局长金建宇总结小水电再次受追捧
的原因。

他介绍，上世纪 80 年代，厨具、电
机产业在嵊州兴起，并很快形成产业集
群。快速成长的工业，没有电怎么办？嵊
州人选择了“就地取能”，将占全市土地
面积 5.1%的河川充分利用，渠道引水、
梯级开发。金建宇说，现在嵊州市厨具企
业及相应配套企业近 450 家，2015 年电
器厨具年产值 80.36 亿元，机械电机年产
值 90.40 亿元。“这与小水电在产业成长
之初的支持密不可分。”

点亮生活，造福山乡

水利部数据显示，1983 年国家启动
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试点建设后，电气化
县户通电率从 1980 年的不足 40％提高到
2015 年的 99.8％，户均年生活用电量从
不足 200 千瓦时提高到 1200 千瓦时，小
水电点亮了中国农村。

曾经依靠太白水电站比周边村庄提前
20 年实现照明的石砩村，50 多年后，成
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太白水电站也更名
为石砩水电站。走进石砩电站厂房，四台
发电机组正在运转。“去年发电收入近 40
万元，占村集体收入三分之一。”刘中南
是刘佰喜的儿子，几年前接替老爸当上石
砩村党支部书记。

石砩电站是刘中南的心头宝贝，“在
山区，发展集体经济困难多，但我们村却
每年有盈余，靠的就是石砩电站”。电站
归集体所有，挣来的钱怎么花？刘中南
说，全村 1100 人，村里给每人买 200 元
医保，每人每年分红 100 元，60 岁以上
再加 100元，余下的搞基础建设，道路硬
化、自来水接入等。

小水电对嵊州市财政贡献也不小。
2015 年嵊州市小水电站总上网电量达 1.6
亿千瓦时，售电毛收入 8040 万元。金建
宇说，嵊州小水电站大多为股份制，通过
收益分配，不仅股权人每年能获得可观收
入，还带动了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和公共
设施建设，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山
村有了电、供了水、通了路、改了厨，面
貌焕然一新。

与石砩村相隔不远的金溪水电站坐落
在温州市永嘉县的群山之间，一条金溪流
经电站，放眼望去，水面碧绿平缓，翻过
堰坝，奔向大山之外。1997 年金溪水电
站一建成就担负着温州电网调峰任务，近
年又被评为全国农村水电站标准化建设样
板工程。3 年前调来担任金溪水电有限公
司董事长的戴国斌说，当时水电站不太被
重视，效益并不好，这几年通过各种努
力，机组自动化升级，添置安全设备，
2015 年创收 4500 万元，员工平均年收入
8 万元左右。同时，电站还组建了消防队
伍，专替附近村镇居民义务打捞、防火、
救急。

对于温州市永强人来说，小水电站则
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永强是温州早年

的规划区，现在位于龙湾区一带。“背靠
大罗山，有个美人瀑，高达 560 米，每逢
大雨，山洪暴发，冲房荡舍，淹没良田，
美人瀑在永强人眼里成了‘美人妖’。”浙
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办公室主任王
一平告诉记者。

为改变逢雨必涝的境况，1957 年，
永强 2万多名群众肩挑手提，生生挖出 13
个蓄水量为 1360 万立方米的水库，建成
480 千瓦的白水电站，从此洪水猛兽被关
进库区，“美人妖”收敛了脾气，良田得
到灌溉。建站后，永强再没发生过大旱大
涝，“小水电让家乡变得更美好”。土生土
长的王一平说。

告别了旱涝，10 多万永强人还解决
了生活用电。“从前点灯靠油，舂米靠
臼，煮饭靠柴，做饭时烟熏火燎。”王一
平说，村民隔三岔五得上山砍柴，天长日
久，树木越来越少，洪水越来越多。电站
建成后，柴火炉逐渐换装，现在成了电磁
炉，山上的树越来越绿了。

小水电站给一方居民带来福音。据水
利部统计，通过开发小水电站，全国初步
治理了数千条中小河流，形成水库库容
2800 多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上亿
亩，在保障城镇防洪安全、改善灌溉和供
水条件、促进山区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仅从小水电代燃料项目实
施以来，全国解决了 400万农民的生活燃
料，每年可减少薪柴消耗 670 万立方米，
保护森林面积 1400万亩。

激流勇进，绿色转型

然而，小水电站在时光流淌中也面临
各种争论。

争论主要集中在对环境影响的认识。
有人认为小水电的开发让江河变成“平
湖”，原本习惯在急流和中、浅水环境中
生活的鱼类，在库区的静流深水环境中改
变习性，而下游河床脱水、干涸，居民的
生活用水受到影响。

永嘉县碧莲溪水电站沿碧莲溪流脉而
建，一条水泥拦河坝将碧莲溪拦腰截住，
拦河坝上游，常年蓄水成湖，但下游一到
枯水季节，河床干涸、卵石裸露。永嘉县
水利局水库管理站副站长谢先仟说，当地
有人把河流脱水归咎于水电站的拦截，

“其实主要是季节性降水影响，如果不建
坝，可能上游连水面都难看到”。不过，
他坦言，碧莲溪水电站由于利益关系，高
峰放水发电，低谷关闸截水，对河流生态
流量带来影响。

碧莲溪水电站是股份制民营水电站，
如何整治是个难题。“县里在探索各种可
行方法。”谢先仟说，永嘉县水利局准备
用属下的水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和碧莲溪
水电公司进行股权置换，控股碧莲溪后，
再进行生态调整，比如严控最小泄放流
量，增设生态机组，将水生态保护放到经
济效益的前面。“当然，这得一步步来。”

争论使认识逐步统一，生态效益与经

济效益渐渐汇流，许多小水电站由此走上
关停、整改、提升的道路。2015 年，安
吉县存续 21 年的上培电站退出历史。这
座曾经装机 200千瓦的小水电站，日前记
者在现场看到的是一片平地，机组、管道
已全部拆除。邬如锦说，“十三五”期
间，浙江以“改造一批、提升一批、报废
一批”为目标，开展生态水电示范区建
设，计划建 50 个生态水电示范区，生态
修复 300 座水电站，有序退出 150 座水
电站。

记 者 在 安 吉 县 10 里 长 的 递 铺 港 看
到，刚刚治理完的河道整洁、飘逸、美
观。递铺港的水源主要来自上游凤凰水
库，一旦凤凰水库不放水发电，水源得不
到补给，递铺港环境就会变差。总库容
2112 万立方米的凤凰水库，坝下有发电
厂，坝上有水厂，去年仅供水就达 1000
万立方米。原安吉县小水电管理总站站长
杨 绍 征 说 ， 发 1 千 瓦 时 电 ， 需 要 25 吨
水，即便按高峰电价 0.568 元/千瓦时计
算，1 吨水的价值只有 0.023 元，而作为
饮用水，1 吨原水的价格就有 0.2 元。如
果只讲经济收入，缺水干旱时，凤凰水库
就会只供水不发电。

“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要兼顾。”杨
绍征介绍，为缓解发电、供水和河道生态
用水矛盾，现在凤凰水库电站在坝下增设
一台装机 75 千瓦的小机组，保持 24 小时
发电。就是这股生态流量，让递铺港常年
流畅、水清。

安装生态机组、增添放水口、修建堰
坝，是常见的生态改造手段。为鼓励企业
积极主动转型，浙江省将小水电生态改造
列为增容扩效的前提，并对生态示范区建
设进行补偿，省里补贴总投资的 35%，市
里、县里再补贴一部分。

金溪水电站的转型走在了前面。除安
装生态机组保证生态供水，这两年，金溪
水电开始谋划发展方式的转变。

“生态要变好，效益从哪里来？”董事
长戴国斌的目光投向了旅游业，库容近
2000 万立方米的金溪水库地处崇山峻岭
之间：峰险、洞幽、岩奇，蜿蜒几十公里
的金溪串起沿途的村镇，是一块尚待开发
的旅游宝地。2016 年 8 月，以金溪水库
为核心的黄檀溪被评为国家级水利风景
区。借此契机，金溪水电站着手整治环
境，先是修复 6 公里河道生态，又增加生
态放水口，24小时不间断给下游放水。

“转型完成后，景区至少能拉动两个
乡镇的经济发展。”如今，戴国斌将金溪
水电站定位为“生态水电”，发电只是功
能之一，而生态旅游是大方向，“我们将
打造一个休闲度假式的生态旅游区。以往
说起生态保护，觉得是种负担，现在换个
方式，其实是种资源”。戴国斌很有信心。

与此同时，永强白水电站在完成 10
多万居民照明、防洪、灌溉的历史任务
后，已发展为产权多元、管理现代、业
务多种的企业集团。“两座小水电站的发
电量现在只占公司供电的 0.5%，而电气
设备等其他业务开始反哺小水电。”王一
平说，小水电站曾造福一方山区，如今
面对新时期新问题，如何使绿色能源更
绿色，提升转型势在必行，要从重经济
效益向重综合效益转变，重开发向重管
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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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安吉县老石坎水

电站修筑的生态堰坝。

图② 嵊州市长乐镇石

砩水电站厂房。

图③ 永嘉县碧莲溪水

电站的拦河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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