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方地区清洁取暖改造
约1700万户，对空气质量
改善贡献大

问： 近年来我国北方地区
清洁取暖改造总体进展如何 ？
清洁取暖对改善空气质量贡献
如何？

答：近年来，北方地区清洁
取暖改造工作取得了积极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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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今年采暖季前预计完
成约 700 万户， 总计 1700 万
户左右。

实践证明， 推进清洁取暖
改造工作，加快散煤治理，能够
有效解决北方地区大气污染问

题， 实现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
善，人民群众获得感明显增强。

从河北省 10 个全域完成
散煤治理的区县和 10 个没有
开展散煤治理的区县持续进行
跟踪监测分析结果看， 完成治
理的地区 PM2.5 平均浓度较未
实施改造地区低 30%左右，
PM2.5 平均浓度下降幅度要高
出 18 个百分点，大气污染物浓
度和空气质量改善幅度明显优
于未实施改造地区。 综合来看，
散煤治理对本地 PM2.5 平均浓
度改善和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改
善贡献率均达三分之一以上。

同时， 散煤治理还是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举措，实
现了农村清洁便利炊事和取
暖， 农村居民告别烟熏火燎的

煤炉取暖方式， 生活品质得到
极大提升， 人民群众获得感明
显增强。

多措并举做好改造后电
源、气源等能源保障

问：稳定的电源、气源供应
是保障清洁取暖顺利实施的前
提， 请问生态环境部在督促各
地落实能源保障方面采取了哪
些措施？ 如何保障群众用得起、
用得好？

答：今年秋冬季，为把清洁
取暖这件为民造福的事办好，
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地
方人民政府、央企，不断加强电
源、气源供应保障。 主要采取了
以下措施：

一是合理确定年度散煤治
理任务。 指导各地根据气源电
源等落实情况，“自下而上”确
定散煤治理任务。 根据各地上
报，2019 年 10 月底前，京津冀
及周边“2+26”城市完成散煤替
代 524万户。

各地散煤治理任务中，坚持
因地制宜、多元施策，宜电则电、
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热则热。
其中，“煤改电”、集中供热、地热
能等方式替代比例超过 50%，
更加突出多种方式替代，以较大
程度缓解天然气保供压力。

二是全力做好气源、 电源
供应保障。 生态环境部配合国
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等
部门持续抓好天然气产供储销
体系建设，加快 2019 年天然气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点工程建
设，加快储气设施建设步伐。 优
化天然气使用方向， 采暖期新
增天然气重点向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等倾斜， 保障清洁取暖与
温暖过冬。 指导地方完善调峰
用户清单，夯实“压非保民”应
急预案。

三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冬季清
洁取暖试点对“2+26”城市做到
全覆盖，全面加大支持力度。 供
暖季期间， 一律不得开展居民
用气价格调整工作。 督促各地
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农村居民天
然气取暖运营补贴政策， 对低
收入群体和“煤改气”家庭给予
适当补贴， 确保农村居民用得
起、用得好。

四是加强监督检查。 10 月
9日起，生态环境部组织对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 汾渭平原等 39
城市开展“煤改气”专项排查。
对所有燃气公司开展全面摸
排， 排查气源指标逐级分配落
实情况，督促供、用气单位提前
落实气源，确保“煤改气”项目
气源充足。 对 39 城市 2019 年
308 万户“煤改气”改造户逐村
入户抽查，排查 2019 年新增改
造工程进展情况。 对排查发现
的重点问题，纳入督办函，及时
交办地方政府，督促限期整改。

“双保险”
避免“一刀切”问题

问： 此前个别地方出现没

有供气就拆除锅炉导致群众受
冻的现象，请问如何避免“一刀
切”问题？

答： 我们始终坚持统筹协
调温暖过冬与清洁取暖， 以保
障群众温暖过冬为第一原则，
坚决反对新的采暖设施不到位
就拆除群众原有取暖设施的

“一刀切”问题。
在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中明
确要求，坚持“以气定改、以供
定需， 先立后破、 不立不破”，

“先规划、先合同、后改造”。 坚
持以气定改， 根据采暖季气源
供应情况， 完成农村散煤治理
定村确户工作， 并做好用气保
障。 坚持先立后破，在未落实气
源电源、不具备供气条件下，或
未经过一个采暖季检验的新改
造用户， 原有取暖设施不得拆
除，并预备洁净煤兜底保障“双
保险”。

在“煤改气”专项排查中，
地方落实“先立后破”情况也是
排查工作的重要内容。 对入户
排查发现的不落实“先立后破”
等重点问题，纳入督办函，及时
交办地方政府，督促限期整改。

进入采暖期后， 生态环境
部也将密切关注涉及供暖保障
方面的信访投诉等信息， 第一
时间派工作组现场核查核实，
对问题属实的督促解决， 确保
群众温暖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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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推进清洁取暖
技术路线

问： 冬季清洁取暖是一项
民生、民心工程，同时也是能源
生产和消费革命的重要内容。
在清洁取暖方面， 国家能源局
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

答：一是制定规划，全面统
筹部署。 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印
发《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
划（2017-2021 年）》，确定了清
洁取暖工作的总体目标， 提出
了技术路线，制定了保障措施。
督促地方做好清洁取暖工作，
连续两年在采暖季前印发相关
通知， 对各类清洁供暖方式的
发展方向， 特别是保障群众安
全温暖过冬等方面提出要求。
今年组织开展了清洁取暖规划
的中期评估。

二是因地制宜推进清洁取
暖技术路线。“煤改气”方面，加
强气源衔接， 按落实气量制定
实施方案。“煤改电”方面，组织
国家电网公司编制实施方案，

保障电供暖稳妥有序推进。 可
再生能源供暖方面， 印发指导
意见， 明确生物质供暖发展思
路， 组织生物质能供暖示范项
目建设。 印发地热能开发利用

“十三五”规划，引领推动地热
能供暖应用。

三是全力做好能源保障。
天然气方面，大力提升勘探开
发力度，加快建设天然气产供
储销体系，加强供用气合同管
理， 切实保障民生取暖用气。
电力方面，督促各省份与电网
企业充分沟通，认真完成确村
确户， 科学制定改造方案，积
极推进配套电网建设。 2017
年至 2019 年，“煤改电” 配套
电网建设累计投入超过 700
亿元。 煤炭方面，为确保群众
温暖过冬，对仍需使用煤炭供
暖的用户，做好洁净煤保障供
应工作，对于偏远山区等暂不
能通过清洁供暖替代散烧煤
供暖的，重点利用“洁净煤 +
节能环保炉具”等方式替代散
烧煤。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清洁
取暖率达 72%

问： 我国北方地区冬季清
洁取暖已取得哪些成效？

答： 截至上一个采暖季结
束， 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为
50.7%， 替代散烧煤约 1 亿吨。
在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

“2+26”城市，清洁取暖率达到
72%，其中，城市城区清洁取暖
率为 96%， 县城和城乡接合部
清洁取暖率为 75%， 农村清洁
取暖率为 43%， 均超额完成清
洁取暖规划中期目标。

实施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工
作， 取得了明显的社会和经济
效益。 一是人民群众获得感显
著提升。 实施清洁取暖以来，北
方地区冬季雾霾天数下降，空
气质量达标天数逐年增加。 此
外， 实施改造的群众家里告别
了过去的煤烟味， 生活品质大
大提升。

二是大气污染物减排效果
突出。 据统计，实施清洁取暖以

来，北方地区 15 个省份散烧煤
消费大幅下降， 减排二氧化硫
78万吨、 氮氧化物 38万吨、挥
发性有机物 14 万吨、 颗粒物
153万吨。清洁取暖已成为北方
地区大气污染物减排的重要手
段。

三是清洁取暖产业发展迅
速。 天然气供暖、电供暖设备生
产企业规模明显增大， 地热开
发、 生物质能清洁利用等技术
快速进步，“互联网 +” 等新模
式不断得到应用。

精心选择清洁供暖方式
问： 如何进一步做好供暖

季清洁能源保供工作？
答： 供暖季清洁能源保供

要深入细致地推进。 坚持“以供
定改”“先立后破”原则，确保人
民群众温暖过冬。 各方要深入
理解并正确落实“宜电则电、宜
气则气、宜煤则煤、宜热则热”
原则，精心选择清洁供暖方式。

在新的清洁采暖设施落实
能源供应、安全稳定运行之前，

不得拆除原有采暖设施。 在合
同签订不到位、 基础设施建设
不到位、 安全保障措施不到位
的情况下，不新增“煤改气”户
数。 明确分工、系统施策，全力
保障天然气稳定供应。 加快储
气能力建设， 发挥好调峰保供
作用，确保民生用气需求。

同时， 抓好系统性风险防
控，做好供暖季电力保障。 指导
电网企业、电源企业、地方企业
和用户，科学制定应急预案，提
前准备好增购区外电力、 实施
有序用电等措施， 保障高峰时
段电力供应。 针对当前电力安
全运行的新形势， 加大对电网
关键节点通道、 重要支撑电源
等电力设施的巡检频次， 做好
提前预警，及时抢修故障。

总结经验，各方合力，充分
发挥既有机制作用。 一些经实
践证明的、 卓有成效的措施要
继续实行， 如专班会的协调机
制、绿色通道的办事机制、供暖
季供需平衡的日调度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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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取暖，要温暖也要蓝天
———专访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有关负责人

因地制宜稳步推进清洁取暖
———专访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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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冬季清洁取暖，既牵着百姓温暖过冬，又连着蓝天白云。 这项民生工程的进展如何？ 取得了哪些成效？ 供暖季清洁能源的供应如何保障？ 记者近日就这些问题对国家能源局有关
负责人进行了专访。

今年冬天，我国北方地区清洁取暖改造继续稳步推进。 仅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今年就要完成清洁取暖改造 524 万户。 清洁取暖如何换回更多蓝天？ 为保障群众温暖过冬，生态环境
部采取了哪些举措？ 记者专访了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有关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