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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全國農村沼氣第一大省，四川有 一系列值
得自豪的榮耀。然而突如其來的地震災難，卻

將當地幾十年來的農村能源發展成果毀於一旦。
但在3年災後恢復重建過程中，四川省的農村能源

建設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視。他們敏銳地把
農村沼氣建設作為惠及面廣、受益直接、備受群眾歡
迎的重大民生工程，作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
內容，強力推進，成效顯著，全省農村能源建設工作
呈現出發展速度歷史最快、投入資金歷史最多、建設
內容最為廣泛、多項工作全國領先的新局面。

災害損失巨大 重建難度空前
記者了解到，「5．12」汶川特大地震災害發生

前，四川全省農村戶用沼氣池保有量達403萬口，居
全國第一位，佔適宜農戶的35%，年產沼氣14億立方
米，1400多萬農民用上了清潔能源。
但特大地震造成了全省農村戶用沼氣池嚴重損毀，

受災範圍涵蓋全省20個市、州，135個縣（市、區）。
全省震後損毀戶用沼氣池多達52.41萬口，佔原保有量
的13.1%，直接經濟損失16億元。
面對災情，當局下定決心：不能讓農民再回到煙熏

火燎的日子！決不能讓災區已經傷痕纍纍的青山再遭
到砍伐！
然而，災後恢復重建覆蓋面廣、資金需求量大、技

術要求高，面臨一系列接踵而至的挑戰，四川農村能

源出路何在？

走出因地制宜多能互補之路
在3年重建過程中，四川農村能源建設走出了一條

「因地制宜、多能互補、綜合利用、講求效益」和
「開發與節約並舉」創新之路。

在體制保障上，省委、省政府審時度勢，搶抓機
遇，果斷地將戶用沼氣目標任務由200萬戶增加到245
萬戶，並列入到每年的民生工程目標任務。結合各地
的實際情況，省政府目標辦將任務分解下達到各市
（州）政府，層層分解到縣（市、區）和鄉（鎮），並
進一步強化督查，及時通報。
在制度完善上，農業廳、財政廳多次聯合發文，就

農村能源項目管理提出具體要求。四川還啟動了《四
川省農村能源條例》立法工作，歷經3年獲得通過，
為全省農村能源建設依法行政奠定了堅實基礎，也為
農村能源管理服務體系的發展壯大提供了法律支撐。
在項目爭取上，四川爭取到了中央預算內投資農村

沼氣項目、中央擴大內需新增沼氣項目、退耕還林農
村能源項目等資金，從而令「十一五」全省累計投入
農村能源項目補助資金41.39億元，是 「十五」的12
倍，資金投入總量居全國第一，爭取到的中央資金補
助量，連續5年居全國第一。

沼氣池保有量大大超過災前水平
在經費保障上，除省級財政每年安排農村沼氣項目

專項資金重點用於災區恢復重建外，很多市州、縣區
也安排了大量沼氣專項資金支持沼氣發展。特別是總
資金8047萬美元的中央統貸統還國外優惠緊急貸款災
後重建農村沼氣項目，在四川中江縣等16個地震重災
縣實施，支持受災農戶新建沼氣池155321口。該項目
在省農業廳、省財政廳、省發展改革委的共同組織
下，啟動早，建設快，質量高，受到了提供貸款的法
國開發署、國際農發基金會的充分肯定。
截至2010年底，災區重建、新建沼氣池共122.82萬

口，佔災後受損沼氣池52.41萬口的234%，沼氣池保
有量大大超過災前水平，建池技術水平和效益大大超
過災前，農村沼氣重建工作取得顯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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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總理視察四川農村沼氣災後重建

■法國開發署署長塞維利諾（左三）和有關專家到重
建農戶家中查看沼氣使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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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了解到，四川省在善用國外貸款，建
設農村清潔能源方面成果卓越。截至目前，
四川省16個項目縣利用中央統貸統還災後重
建國外優惠緊急貸款，建成農村戶用沼氣池
15.3093萬口。其中法國開發署項目建成
9.7143萬口，國際農發基金項目建成5.595萬
口。
汶川特大地震，導致四川39個極重災區和

重災區縣損毀戶用沼氣池41.94萬口。為加
快地震災區農村沼氣恢復重建，當地決心利
用中央統貸統還的國外優惠緊急貸款項目。
2009年5月，法國開發署項目全面開工，

項目總投資35020.05萬元，其中法國開發署
緊急貸款建設資金5000萬美元，佔總投資的

97.08％，由中央財政統貸統還，地方自籌
資金1020萬元，重建和新建模壓式玻璃鋼拱
蓋沼氣池97143口。
國際農發基金項目於2009年10月啟動，項

目總投資20719.6萬元，其中使用國際農發基
金貸款2897萬美元，接受國際農發基金贈款
150萬美元，重建和新建模壓式玻璃鋼拱蓋
沼氣池58178口，項目將於今年全部完工。
相關項目的實施速度和效益，得到了法國開
發署和國際農發基金的高度肯定。
「十二五」四川提出了全省實現基本沼氣

化的發展目標，同時，還計劃在生物質能、
太陽能的開發利用等可再生能源和農村節能
等方面取得更大進展。

善用國外貸款 建沼氣池15萬多口

記者從省農村能源辦了解到，四川省農村沼氣重建數量不但大大超過
了震前，而且建池技術水平和管理效益也大大超過震前。目前，四川戶
用沼氣大規模推廣模壓式玻璃鋼沼氣池等高效新產品，爐灶推廣新型高
效低排生物質爐，大中型沼氣工藝水平已達到歐洲發達國家水平、甘孜
州太陽灶實現普及、全省建成的城鄉生活污水淨化沼氣池約佔全國的
2/3、持證沼氣技術人員居全國之首⋯⋯
省農村能源辦強調，災後恢復重建絕非簡單意義上的複製，而是要為

提升四川省農村能源的發展水平，革新農村能源的技術工藝，探索出一
條創新發展之路。
為配合現代農業產業基地建設和現代畜牧業發展，四川大規模開展了

養殖場沼氣工程建設。「十一五」新建養殖場沼氣工程1940處，比「十
五」多建1485處，累計建成2541處。示範工程工藝技術實現5個轉變：從
地下式轉為地上式、從常溫發酵轉為中溫發酵、從低濃度發酵轉為高濃
度發酵、從單相發酵轉為完全混合發酵、從沼氣單一利用轉為「三沼」
綜合利用，技術水平高，建設管理規範，達到了歐洲發達國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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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能源工程效益佳
農村能源重建和提升的工作，已連續五年作為四川省委及

省政府的重大民生工程強力推進。目前，全省累計農村戶用
沼氣池525萬戶，已佔到適宜建池農戶915萬戶的56.8%，總
量居全國第一位。成都、攀枝花、遂寧3個市和九寨溝等41個
縣（市、區）沼氣池總數已超過適宜建池農戶的75%以上。
建成養殖場大中型沼氣工程2113處、生活污水淨化沼氣工程
340萬立方米，藏區安裝太陽灶13萬多台，藏式高效低排生
物質爐4萬餘台，全省1660萬農牧民用上了清潔可再生能
源。
尤其可喜的是，四川農村能源建設還獲得了相當高的經濟

效益。每年生產沼氣18億立方米，價值18億元，加上減少薪
柴和沼氣綜合利用節省的支出，每年為農民節支增收50億
元。
而且，這項工程的節能減排效果明顯。經測算，全省現有

農村能源每年可替代標準煤610萬噸，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1050萬噸，減少薪柴消耗1000萬噸，減少水土流失1000萬立
方米。四川省還利用國際「清潔發展機制」(CDM)和當前
力發展低碳經濟的機遇，主動與發達國家聯繫，將德陽市1.7
萬口災後重建沼氣池銷售給挪威買方後，又先後與德國、瑞
士等西方發達國家相關組織草簽了合作協議，將全省150餘萬
戶沼氣池打捆出售。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專家表示，此舉既能讓受益農村百姓用

上清潔能源，又能增加其收益，同時也可緩解挪威二氧化碳
減排壓力，所謂「一舉數得」。

按照「因地制宜、多能互補」的指導方
針，四川省全力推進藏區「一灶一爐」溫
暖工程、「富民安康」太陽能利用工程。
「十一五」期間，甘孜州太陽灶實現了普
及。
與此同時，當地還積極開展新農村衛生

新校園建設，全省建成處理城鄉生活污水
的淨化沼氣池400萬立方米，約佔全國總量
的2/3，年處理生活污水5億噸，農村生活
污水淨化沼氣池在城鄉環境綜合治理重點
區、鄉村清潔工程示範區、新農村集中居
住區、城鄉一體化示範區廣泛應用。
此外，四川還積極開展高效低排生物質

爐和秸稈能源化利用等試點示範。雙流、
蓬溪、安縣和部分退耕還林重點縣，開展
了秸稈成型燃料與高效低排生物質爐試
點；新津縣、雙流縣建成了秸稈沼氣集中
供氣示範工程。
此外，當地積極創建國家綠色能源示範

縣，2010年，九寨溝、射洪、蒼溪、德
昌、安岳、犍為等6個縣被國家能源局、財
政部、農業部授予「國家首批綠色能源示
範縣」稱號。

沼氣技術人員數量居全國之首
四川還嚴格實行職業資格准入制度，大

力實施高技能人才「金藍領」計劃，培訓
持證沼氣技術人員2萬多人，數量居全國之
首，形成了年建池超百萬口的能力。
此外﹐農村能源基層服務體系逐步建

立，年新建鄉村沼氣服務網點1190個，累
計建成6742個，數量全國最多，服務範圍
涵蓋37%的沼氣用戶，服務裝備不斷完
善，服務能力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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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農村能源實現跨越式發展

四川的災後重建是否上水平，是否真正能

讓人們安居樂業，而且還能按照綠色、環

保、節能、低碳的要求，讓新農村建設再上

一個新台階？熟悉內情的專家向本報記者介

紹說：光看其中一項指標就能在相當程度上

說明問題，那就是「農村能源」。別小看這簡

簡單單的4個字，它為農民生活、農村發展

帶來了巨變。

據測算，四川全省目前年產沼氣18億立方

米，已有1800萬農民用上了清潔能源，14萬

多藏區農牧民用上了太陽能和高效低排生物

爐，1400萬農戶用上了省柴節煤灶，每年為

農牧民節支增收50億元。清潔的能源，讓農

民告別了煙熏火燎的日子，令農村生態環境

明顯改善，實現了可持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宋濤

■四川省農業廳任永昌廳長視察農村沼氣災後重建

■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長鍾勉(左五)參加四川
省災後重建暨拉動內需沼氣項目啟動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