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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
山东将建1000个生物质能等开发利用的绿色能源发展标杆村

 近日，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农业农村厅、市场监督管理局、统计局、畜牧兽医
局、乡村振兴局八部门联合印发《山东省“百乡千村”绿色能源发展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方
案》中提
到，农村清洁取暖
户51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40%，其中
，天然气取暖265万户，电力取暖155万户，生物质、太阳能等其他取暖90万户
。农村清洁能源发展实现
快速增长，全省户用分布式光伏58.5万户，装机容
量1041万千瓦；
农林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183万千瓦，年利用农作物秸秆及林业剩余物等1800多万吨；沼气发电装机规模9.5万千瓦，
其中，利用畜禽粪污制沼气发电装机规模2.5万千瓦，年利用畜禽粪污557万吨。全省农林生物质资源能源化率不足30
%；散养户和养殖专业户点多面广，畜禽粪污以低成本就地就近肥料化还田利用为主，能源化利用水平偏低。

 发展目标

 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多能互补、提质增效的总要求，“十四五”期间，建成100个左右特色鲜明、多能互补
、生态宜居的绿色能源发展标杆乡镇，
1000个左右开展太阳能、地热能、生物
质能等开发利用的绿色能源发展标杆村，打造绿色低碳、宜业宜居美丽乡村山东模式。

 建设条件

 一定的资源禀赋和开发利用基础。区域内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开发潜力较大；已经
建成一定规模的绿色能源开发利用工程，并在重点村、社区进行了推广应用，取得较好成效。

 一批带动力强的支撑项目。统筹区域内光伏、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资源，科学谋划产业发展布局，积极培育
和建成一批绿色能源开发、储运、应用重点项目，提升绿色能源开发利用水平。

 建设标准

统筹推进生物质能综合利用
，规范有序推进地热能开发利用，努力实现统一规划设计、集约规模开发，提升乡村绿色能源发展水平和质量。

 废弃利用资源化。聚焦农林废弃物、畜禽粪污、生活垃圾等影响村容村貌和生态环境的突出问题，建立健全收集、
运输、处置等服务网络体系，
重点推进生物质成型燃料、生物天然气和
沼气、生物质能供热等资源化利用
，杜绝农林废弃物乱堆乱放、低效直燃和畜禽粪污、生活垃圾乱排乱倒等行为，基本实现集中处理、变废为宝、综合
利用。

 乡村用能清洁化。
鼓励生活用能使用太阳能、沼气、天然
气、生物质成型燃料、绿电等清洁能源
，替代燃煤、柴薪等传统能源；推进可再生能源就近就地利用，结合实际发展相关产业，逐步实现乡村生产生活用能
主要由清洁能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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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风、光、生物质、天然气、
地热能等清洁能源多能互补、一体化开发、梯级利用
，建设区域综合智慧能源系统，提升清洁能源开发管理水平和综合利用效率。

 重点任务

 加快乡村绿色能源综合开发。根据本区域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可再生能源
开发利用，打造绿色能源“新蓝海”。结合整县分布式光伏规模化开发，充分利用学校、卫生室、村委会等公共建筑
、园区企业厂房和村民住宅屋顶资源，统筹推进分布式光伏开发建设，加快建成一批光伏小镇和光伏新村；在符合国
土
空间
、生态环
保相关政策的前提
下，支持农光、渔光等“光伏+”复
合项目开发建设，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优化生物质能开发布局，有序发展市场化生物质热电联产，重点满足工业用汽和民生采暖用热需求；在畜禽养殖密集
和设施农业发展较好的地区，规划建设一批大中型生物天然气或沼气工程，打造养殖、清洁能源、高端农业一体化融
合发展产业链。
规范有序开发地热资源，严格落实地热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稳妥推广浅层地热能供暖（制冷）和中深层地热能供暖
，开拓清洁能源新的增长点。
积极推动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储能等多种能
源融合发展，拓展农村绿色能源开发利用空间，培育去中心化新业态、新模式，推动清洁能源协调互补、高效利用。

 推动乡村用能清洁替代。结合当地能源资源条件、经济可承受能力、生活习惯等，不断拓展乡村清洁能源应用领域
与范围，持续提升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推进用能绿色低碳转型。实施乡村电气化提升工程。通过推广电能替代技术、
特色用能项目、新型用电产品等方式，持续提升农业生产、乡村产业、农村生活电气化水平；围绕分布式光伏规模化
开发，鼓励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推动就近就地消纳使用绿色电力，降低综合用电成本。实施乡村清洁
取暖替代工程。充分利用生物质热电联产
、核能余热等供热资源，推动集中供热管网向中心乡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延伸，具备条件的优先实现集中清洁供暖；坚
持分类施策，推进生物质成型燃料
、地热能、太阳能等清洁能
源供暖，构建多元化清洁供暖方式，有效替代农村散煤
取暖。实施乡村炊事用能改善工程。
推进生物质成型燃料、液化天然气、沼气利用，着力解决偏远乡村清洁用能问题，提升乡村整体用能清洁化水平，进
一步提高清洁能源在农村炊事用能比重。

 提升乡村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大农村电网基础设施投入，加快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建设，优先推进标杆乡
村电网和农业生产供电设施改造升级，满足大规模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接入需要，提升电网供电可靠性，巩固提升电力
保障水平。推进燃气下乡，有序推动天然气基础设施向乡镇和农村延伸，提高农村地区管道天然气普及率，推动城乡
公共服务设施一体化发展。
支持符合标准的生物天
然气并入城镇燃气管网，鼓励生物天然气企业
与用户进行市场化交易。
完善田间收集、打包、运输等环节配置，创新秸秆、畜禽粪污等原料收集保障模式，加强生物质原料收储运体系建设
。强化绿色能源开发利用综合服务能力，建设具备生物质成型燃料加工
、电动汽车充电服务等能力的乡村能源站，提高乡村能源公共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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