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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温暖过冬，又要蓝天
白云，为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
心的这一问题，近年来，我国
大力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
冬季取暖正在向清洁化迈进。

清洁取暖是指利用天然
气、电、地热、生物质、太阳能、
工业余热、清洁化燃煤（超低
排放）、核能等清洁化能源，通
过高效用能系统实现低排放、
低能耗的取暖方式。

专家表示，散煤燃烧是影

响北方地区冬季大气环境质
量的重要因素。 通过清洁能源
替代散烧煤取暖，对于改善大
气环境具有积极作用，还对改
善百姓生活和促进能源结构
转型具有重大意义。

自 2016 年底以来， 有关
部门、地区和企业积极采取有
效措施加快推进清洁取暖这
项民生工程， 通过“煤改电”
“煤改气”等方式，我国北方地
区冬季取暖清洁化步伐不断

加快。
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数据

显示， 截至上一个采暖季结
束，我国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
为 50.7%， 比 2016 年提高了
12.5 个百分点，替代散烧煤约
1 亿吨。 很多人告别了过去的
煤烟味，生活品质得到很大提
升。

“实践表明，清洁取暖是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改善空气
质量最关键的举措， 对降低

PM2.5 浓度的贡献率达 1/3
以上。 不仅改善大气环境质
量，对老百姓来讲，也可以让
他们生活得更加舒适，是一件
为民造福的事。 ”生态环境部
新闻发言人刘友宾说。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能源局等部门制定的《北方
地 区 冬 季 清 洁 取 暖 规 划
（2017-2021 年）》， 到 2021
年，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将达
到 70%，替代散烧煤（含低效

小锅炉用煤）1.5 亿吨。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

黄学农表示，下一步北方地区
冬季清洁取暖将在城镇和农
村地区因地制宜、科学选择清
洁取暖技术路线，坚持宜电则
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热
则热。 同时，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强化组织协调，有力有序
开展工作， 保障能源供应，进
一步完善配套政策。

/ 新华社

进门感到温暖、 出门看见
蓝天， 是采暖季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对此，国家从实际出
发，提出“宜电则电、宜气则气、
宜煤则煤” 方针。 寒冬来临之
际，要让群众身上不冷，心里暖
和，关键是要吃透“宜”字。

燃烧散煤给环境产生巨大
污染。 近年来我国在煤改气、煤

改电方面下了大力气， 改变了
中国长久以来以燃煤为主的取
暖格局。 据生态环境部数据，截
至今年采暖季前， 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 汾渭平原农村地区已
完成散煤治理 1700万户左右。

在取暖季，各部门、地方的
核心工作要在“宜”字上做大文
章、做实文章，立足本地资源禀

赋、经济水平和居民习惯，选择
适宜的取暖方式， 确保百姓不
受冻。 在宜电地方，要把电价补
贴落到实处；在宜气地方，要做
好气源不足预案； 暂时无法实
现清洁取暖的地方， 要充分探
索煤炭清洁化利用手段。 以此
为出发点， 广大干部群众还应
该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 广开

思路， 充分利用地热、 工业余
热、生物质能等本地特色能源，
为清洁取暖探索新的方式。

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
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
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
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
合点。 保障群众取暖与保护环
境绝不是跷跷板的两头，而是统

一在百姓的民生关切之下：进门
感到温暖、出门看见蓝天。

这个民生关切， 是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具体体
现。 这就要求各部门、地方的领
导干部从思想上深刻理解“宜”
字，时刻把“宜”字抓到手上，并
当作保障群众温暖过冬的方法
论。 /新华社

清洁取暖效果好不好？
屋外寒风萧瑟，但北京市通

州区耿楼村的马学冬家里却暖
意融融。 原来刚进10月下旬，她
和老伴就用上了家里的采暖炉，
屋子里温度基本保持在20摄氏
度以上。

“我家是用天然气取暖的，
我们年纪大了，一觉得冷了就早
点烧上暖气！ ”老人笑着说，“这
又干净又轻省，做饭、取暖都能
用！”近年来，包括北京市在内的
北方多地开始逐步推进清洁取
暖改造。耿楼村的村民成为清洁
取暖改造的受益者，2017年开
始就用上了天然气取暖。

清洁取暖是指利用天然气、
电、地热、生物质、太阳能、工业
余热、清洁化燃煤（超低排放）、
核能等清洁化能源，通过高效用
能系统实现低排放、低能耗的取
暖方式。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
取暖，关系北方地区广大群众温
暖过冬， 关系雾霾天能不能减
少， 是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农
村生活方式革命的重要内容。
2016年底，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第十四次会议这样部署。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表
示， 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清
洁化利用水平仍偏低，结构性污
染问题突出。 1吨散煤大气污染
物排放量是1吨电煤的10至15
倍。全国20%左右煤炭用于无任
何环保治理措施的农村取暖和
不能稳定达标的中小型燃煤设
施。 在2018年前后，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长三角、汾渭平原等重
点地区单位国土面积煤炭消费
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至6倍。

2018年，国务院印发的《打
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提
出， 有效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
暖。 计划要求，2020年采暖季
前， 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前提下，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的
平原地区基本完成生活和冬季
取暖散煤替代；对暂不具备清洁
能源替代条件的山区，积极推广
洁净煤，并加强煤质监管，严厉
打击销售使用劣质煤行为。

清洁取暖，正在逐步改变北
方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 截至
2018年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汾渭平原农村地区完成散煤治
理1000万户左右。 今年采暖季
前， 各地预计完成约700万户，
总数将达1700万户左右。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位于
太行山脚下。 近年来，石家庄大力
推进清洁取暖改造，鹿泉区已经实
现全域燃煤归零。

“原来烧煤，一到天冷的时
候，得一趟趟地取煤、添火，多受
罪啊！ ”家住鹿泉区东辛庄村的
薛兰福老人指着家里的燃气取
暖炉说， 告别了烟熏火燎的生
活，家里又暖和又干净。

他说，以前一封火，后半夜
到凌晨，屋里温度就慢慢降下去
了。 现在用燃气采暖炉，设定好
温度就不用管了，屋子里的温度
基本是恒定的，家里更暖和了。

记者看到，燃气采暖炉旁边
设置了警报器。“一旦有泄漏，就
会报警，燃气就自动切断了。”薛
兰福说，有专业人员上门进行定
期检查。

清洁取暖价格贵不贵？
价格问题始终是群众最关

心的问题之一。清洁取暖改造会
不会加重群众冬季取暖负担？

在薛兰福家厨房的地面上，
有一小块地方的颜色明显与周
围不同。 他告诉记者，那原来就
是安装燃煤小锅炉的地方。改造
后安装的燃气采暖炉就挂在旁
边墙上。

据了解，燃气采暖炉是石家
庄市统一招标，村里在中标企业
中选择了一家知名度比较大的
品牌给村民进行采购安装。

“采暖炉的钱总共3000多
元，除去政府的各种补贴，自己
负担了1060元钱。 ”薛兰福说。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对采
暖期用气，当地按照每一立方米
气补贴1.4元的标准， 一年最多
补贴1680元。 补贴的费用会直
接折合成气量，充值到每家每户
的燃气卡中。

“除去补贴部分，一冬天自
己大约需要负担的部分不到
2000元。还能承担！ ”他说，原来
一个冬天至少需要两吨多燃煤，
算下来费用相差不多。

据了解， 仅去年一个采暖
期，鹿泉区“气代煤”就有73580
户得到政府补贴， 补贴资金达
9872万元。“电代煤”用户一样
有补贴，每度电补贴0.2元，最高
2000元封顶。 去年全区2377户
“电代煤”用户得到补贴，补贴资
金共计164万元。

清洁取暖， 是一项民生工
程、民心工程。 如何让这项工程
真正暖身又暖心？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
友宾日前介绍，中央财政支持北
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对京
津冀及周边“2+26”城市做到全

覆盖，全面加大支持力度。 加大
价格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制定
和完善补贴政策，确保农村居民
用得起、用得好。

能源保障够不够？
此前的供暖季，个别地方出

现“气荒”等现象。 冬季清洁取
暖，对能源保障供给来说是一大
考验。

在薛兰福和他的乡亲们家
里，“煤改气”已经历了两个寒冬
考验，目前尚未出现过“气荒”问
题。

今年北方清洁取暖重点省
份新增“煤改气”用户接近320
万户，比去年有所增加，预计供
暖季新增用气需求超过38亿立
方米。

如何稳定保供给？ 专家提
出， 在推进清洁取暖过程中，注
重科学把握工作节奏和力度，坚
持以供定改，先立后破，有多少
资源，办多少事情，不硬压指标，
不搞“一刀切”。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
调节局主要负责人说，坚持“以
气定改”有序推进煤改气。 督促
各地根据签订合同落实气量，及
早确定“煤改气”规模，所有“煤
改气”用户必须先签订合同再实
施改造。今年供暖季一半以上的
新增资源供应量安排到北方清
洁取暖重点地区。

同时，确保“煤改气”用气和
群众取暖。督促各地与供气企业
紧密对接， 加强资源组织调度，
严格执行合同，保障“煤改气”用
气足额供应。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说，
在新的清洁取暖设施落实能源

供应、安全稳定运行之前，决不
允许拆除原有供暖设施，采取清
洁煤兜底保障的“双保险”方式，
守住群众安全温暖过冬底线。

面对巨大的新增用气量，三
大石油企业积极采取多方面举
措，提升保供能力。

中石油一方面加大勘探开
发力度，一方面优化储气设施运
行，储气库计划采气增加22.3亿
立方米，增幅超过三成。同时，加
强进口资源统筹， 截至10月份
累计进口境外天然气500多亿
立方米。

中石化今年大幅增加天然
气的生产供应， 重点加大北方7
省市今冬明春天然气供应量，筹
措资源88.1亿立方米，增幅达到
15%。

中海油早规划、 早筹备，力
保今冬明春资源供应，在供应量
上同比增加15亿立方米，在设施
方面将继续在天津租赁浮式
LNG储存再气化装置，可增加气
化能力1400万立方米/日。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天然气
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加快。互联互
通重点项目扎实推进，“全国一
张网”加快形成。

能源专家指出，广受关注的
“煤改气” 只是清洁取暖的方式
之一。我国是一个富煤、贫油、少
气的国家，天然气使用量增长迅
猛，进口依赖度不断提升。 各地
也在探索多种多样的散煤替代
方式。

记者注意到，今年在各地共
计约700万户散煤治理任务中，
“煤改电”、生物质能、地热能、工
业余热等方式替代比例已经超
过50%。 /新华社

我国冬季取暖向清洁化迈进

效果好不好 价格贵不贵 供应够不够
清洁取暖三问

清洁取暖办妥，“宜”字牌得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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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越来越冷，取暖成了眼下最“热”的民生话题。 今年，我国继续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工作。 清洁取暖的效果咋样？ 改造后的价格群众能不能承受？ 气源、电源保障会不会出问题？ 记
者带着这些问题进行了实地采访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