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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千乡万村驭风行动”助力辽宁
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市及沈抚示范区发展改革委（局）、农业农村局，各市供

电公司：

为进一步加快推动全省清洁能源高质量跃升发展，在农

村地区充分利用闲置土地，推动风电资源就地就近开发利

用，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农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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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按照省政府工作部署，结合我省工作实际，现就开展

“千乡万村驭风行动”助力辽宁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工作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通过实施“千乡万村驭风行动”，推动风电产业成为农

村能源革命的新载体、助力乡村振兴新动能，为农村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建设辽宁美丽乡村提供有力支撑。统筹风能资

源、接入能力、乡村基础条件，按照“能建则建、试点先行、

条件成熟一个就实施一个，不一窝蜂、不一哄而上”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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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2024年，在全省范围内优选“千乡万村驭风行动”试

点项目，单个试点项目装机规模不超过 2万千瓦，全省总规

模不超过 30万千瓦。

二、有关申报条件

（一）落实项目建设条件。试点项目布局科学合理，与

美丽乡村建设深度融合，符合所在地区城乡发展规划，鼓励

结合当地特色产业发展、设施农业等进行项目布局。当地风

能资源较好，能够满足开发利用合理收益，原则上以拟选机

位 140米高程年平均风速超过 7米/秒优先。项目需满足采集、

监视、执行电力调度机构指令的要求，并鼓励配套建设储能

（储热）设备。

（二）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地点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要求，微观选址确定的风机点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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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程

度降低对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影响，充分利用农村零散土

地，依法依规办理项目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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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就近接入条件良好。项目由省电力公司组织实施

保障性并网，能够利用现有条件或自通知印发之日起 18 个

月内有电网增容改造计划，满足并网点 66 千伏上端可开放

容量超过 2万千伏安。同时，各级电网企业应积极开展农村

电网改造升级及配套电网建设，保障相关项目“应并尽并”。

（四）市场化优选投资主体。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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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优选项目投资主体，综合考虑投资能力、运营经验、资质

信用、技术优势等因素，采取竞争性配置等市场化方式确定。

原则上，投资主体在全国范围内持有独立运行风电场规模不

小于 20 万千瓦，使用上级有关资产、业绩等条件的下级公

司，须取得相应授权；企业资信良好，未被列入“严重违法

失信企业名单”“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

（五）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在不增加政府债务的前提下，

投资主体和村集体可以按照“村企合作模式”进行试点项目

开发建设。科学制定分配机制，尊重遵循群众意愿，鼓励依

法以土地使用权入股等方式，共享风电项目并网后收益，并

建立村集体对收益资金长效使用机制。项目并网后收益分配

情况需报送农业农村部门，并依法依规实施监管。

三、申报工作流程

1.县级申报。县级能源主管部门会同农业农村部门编制

申报方案，明确装机规模、建设地点、投资主体及相关支撑

材料、风机点位选址坐标和设备选型、建设时序、电网接入

意见、合作开发模式、收益分配模式等，经县级政府研究同

意，提交市级研究论证。

2.市级论证。各市能源主管部门会同农业农村部门要对

县级申报方案进行研究论证，并充分征求有关单位意见建

议，确保建设条件成熟，收益分配制度合法合理。

3.省级实施。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省电力

公司等部门，组织对申报方案进行评审，符合条件的纳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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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方案，有序做好推动落实。

四、有关工作要求

1.请各市（沈抚示范区）高度重视本项工作，组织各县

区开展申报工作，按要求完成市级论证工作后报送省发展改

革委。各市、沈抚示范区及国家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可报送

不超过 2个试点项目，单体项目规模不超过 2万千瓦。

2.请各市（沈抚示范区）认真编制形成试点项目初步实

施方案（见附件 1）并填写申报汇总表（见附件 2），于 XX

月 XX日前正式报送省发展改革委。

附件：1.XX市“千乡万村驭风行动”实施方案编制大纲

2.申报汇总表

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2024年 12月 日



附件 1

XX市“千乡万村驭风行动”实施方案

编制大纲

一、总体目标

实施“千乡万村驭风行动”试点总体思路、原则和目标。

二、基本情况

（一）项目所在行政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地理位置、

土地规模、生态环境现状、人口及分布、村集体近三年收入

情况、集中连片特困村情况等。

（二）项目所在行政县（市、区）新能源生产及消费情

况，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情况、风能资源禀赋、土地条件、

电力系统及市场条件、全县近三年用电量及负荷情况等。

三、投资主体信息

包括企业持有风电场装机情况和具有独立运营风电场

相关经验；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相关证明；投资主体与地方政府签订投资协议情

况等。

四、试点项目概况



（一）基本情况。包括项目拟建设地点、风机基础中心

点位经纬度坐标、风机选型、装机容量、建设条件落实情况

等;风机点位资源条件，原则上以拟选机位 140米高程年平均

风速超过 7米/秒优先，可提供测风塔数据、县级气象部门数

据或 10 公里内集中式风电场数据，风机点位不涉及基本农

田和生态红线等。

（二）接入系统情况。包括项目消纳和接入系统方案，

能够利用现有条件或自通知印发之日起 18 个月内有电网增

容改造计划，满足并网点 66 千伏上端可开放容量超过 2 万

千伏安。

（三）资金来源情况。项目投资及资金筹措方式。

（四）建设时序安排。项目建设时序安排，运营维护方

式等。

五、开发模式和收益分配机制

具体说明实施模式，包括但不限于村企合作内容及权责

关系、土地作价入股、收益分成等具体合作路径等。提出具

体实施步骤,说明推进过程中的有关要求，压实各方管理责

任。

六、保障措施

县级政府协调推进和后期监控管理工作情况。经县级政

府同意的项目收益分配情况，需提供企业制定的项目收益分



配具体方案，承诺村集体的最低年收益等。

七、相关支撑要件

1.拟选风机点位的相关数据材料，数据来源为测风塔为

期一年连续观测数据、10公里内集中式风电场全年风速数据

或县级以上气象部门提供的相关数据材料。

2.投资主体持有运行风电场核准文件、并网验收文件和

独立运营风电场的证明材料，相关资信证明，上级公司授权

文件（如需）。

3.县级以上供电公司出具的项目并网点 66 千伏上端容

量不小于 2万千伏安及并网点距离的相关证明材料。

4.县级以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出具的风机点位

未占用基本农田及未进入生态红线域内证明材料或对风电

场选址的支持性意见，意见须明确拟选风机点位坐标。

5.村集体同意项目建设的支撑性文件，包括村集体按照

“阳光三务”原则通过的集体决策材料、村民代表签字等。

6.其他需要说明或提供的相关材料。



附件2

申报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县/村）

业主企业名称
项目规模
（万千瓦）

项目总投资
（亿元）

建设周期
（年月-年月）

备注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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