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张 宇 焦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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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了国

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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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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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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沙特阿美酝酿3年之久的上市计划，

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11月初，沙特市

场监管机构批准了世界最大石油企业沙

特阿美石油公司在利雅得证券交易所的

上市申请。定于12月4日确定最终股价

并开始接受认购，最早12月11日在利雅

得Tadawul证交所正式挂牌。

酝酿三载
沙特阿美IPO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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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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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评

数说能源

1月~10月新能源汽车
产量同比增长11.7%

本报讯 日前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的消息称，2019年1月~10月，我国

新能源汽车产量98.3 万辆，同比增长

11.7%，行业运行存在压力。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9

年10月，汽车产销总体继续回升，但回

升的幅度仍较低。当月汽车产销229.5

万辆和 228.4 万辆，环比增长 3.9%和

0.6%。其中乘用车市场消费需求没有

明显改善，商用车在加快更新淘汰及投

资拉动的作用下，继续保持较好的增长

势头。2019 年 1月~10月，汽车产销

2044.4万辆和2065.2万辆，产销降幅比

1月~9月收窄。

（高 亢 张辛欣）

南方五省区西电东送
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度

本报讯 南方电网公司日前宣布，

南方五省区西电东送电量突破2000亿

千瓦时（度），这是西电东送连续3年突

破2000亿千瓦时。随着昆柳龙多端直

流等工程建成，明年西电东送的送电能

力将大幅提高。

来自南方电网的数据显示，2003年~

2018年，西电东送的送电通道不断扩

容，送电量随之大幅提升，从266亿千瓦

时增长至2175亿千瓦时，年均增长达

到15%。今年西电东送电量有望达到

2200亿千瓦时。

通过西电东送大平台促进资源优化

配置，不仅保障了南方五省区经济社会

用电需求，促进用电成本逐步下降，也有

力拓展了西部清洁能源消纳渠道，拉动

当地经济发展。

云南的清洁水电是南方区域西电东

送的主力军，年送电量占西电东送总电

量超过60%。今年年初，云南小湾、糯

扎渡等主要水库在高位运行，云南水电

蓄能同比多80亿千瓦时。

（吴 涛）

□ 刘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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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评论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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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辛 华

寒意初起，北方城市山西省太原

市在11月1日开始冬季供暖。一大

早，太原市晋源区晋阳堡村村民张红

兵家已是暖意融融。“昨天暖气就

通上电了，今天开了一会儿，这热乎

气已经上来了，你脱了鞋踩踩看。”

张红兵热情地招呼新华社记者。

张红兵家过去靠烧燃煤锅炉取

暖。2017年，太原市在农村地区推

行“煤改气”“煤改电”工程，张红兵

家拆了大锅炉，换上空气源热泵，还

把房间全铺了地暖。每到供暖季，专

用电网就开始供电，张红兵只需启动

自家热泵，就能像城里人一样用上

“暖气”。

伴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为

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近年来，我国供暖体系加快向

更清洁、更高效转变。

煤炭是北方冬季取暖的主要能

源。数据显示，2017年北方地区大范

围实施清洁取暖以来，清洁煤比重加

快提高，“煤改气”“煤改电”比重加快

提升。到今年年底，北方地区清洁取

暖率超过50.7%。京津冀及周边“2+

26”个城市清洁取暖率达到72%。

冬季长达6个月的乌鲁木齐，是

全国较早实现集中供暖的城市之一。

过去，因集中供暖面积大，以及

三面环山、城市狭长的特殊地理位

置，每到冬季，乌鲁木齐上空就会笼

罩着“黑帽”，群众出门一趟，鼻子、衣

服、鞋子都会蒙上一层黑灰。

为根治这一问题，2012年新疆开

始推进“煤改气”工程。2013年，乌鲁

木齐主城区实现以天然气为主的清

洁能源供热全覆盖，成为全国首个

气化城市。2014年该市环境空气

质量排名从往年重点城市的末位跃

至中游。“供暖改用天然气后，乌鲁木

齐冬天的雪变白了，天变蓝了。”市民

马春花说。

清洁供暖，让百姓同享温暖和清

洁，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但供暖是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能

源资源禀赋、管网设施、调峰储备、建

筑保温改造、资金成本等一系列技术

性问题，以及价格体制、产业体制等

深层次问题。

在我国南方，伴随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冬季供暖也成为人们越来越

关心的话题。但南方地区差异大，供

暖期短、热负荷小、负荷波动大以及

建筑未考虑保温节能等特点，决定了

不能简单照搬北方城市的供热方式。

记者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

看到，供能面积500万平方米的多能

互补型区域能源项目正在紧锣密鼓

地建设中。合肥热电集团副总经理

高永军说，该项目采用地源热泵、污

水源热泵等多能互补型能源利用方

式，绿色环保、使用寿命更长，有助于

缓解城市的能源供应压力。

越来越多的南方城市正在探索

适合其自身条件的供暖模式：浙江杭

州推出天然气家庭分户式供暖服务，

用户可以自由设置供暖时长、温度，

用热可单独计量；江苏扬州加大供热

管网建设力度，位于瘦西湖景区的多

个小区将实现集中供暖……

国际能源署发布的《中国区域清

洁供暖发展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拥

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集中供暖管网，降

低能源强度和排放已成为迫在眉睫

的重大课题。

这份报告建议，要因地制宜实

现区域集中供暖管网的优化和多元

化，通过制定增加管网密度、增加分

布式能源潜力的城市规划，大大提

升集中供暖管网的水平；长期规划

要更加系统化，并与余热产业发展

规划同步进行。

更加集约、清洁、高效的供暖方

式，中国正在探索。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亿认为，未来

清洁供热模式应把握三大原则，一是

要充分挖掘余热潜力，提高能源转换

效率；二是先近再远，在充分挖掘利

用邻近热源后，再进一步考虑通过长

输管线引入远处热源；三是要建立

“全国一盘棋”的统一规划机制，避免

投资浪费。

因地制宜稳步推进清洁取暖
——访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

清 洁 高 效 中 国 供 暖“ 版 图”嬗 变

“宜”字牌得打好

河北安平河北安平
绿色能源暖绿色能源暖万家万家
目前，北方进入供暖季。河北省

安平县热力公司全力保障正常供

暖。2018 年以来，安平县利用玉米

秸秆等农林废弃物大力推行生物质

能源供热的供暖模式，减少污染排

放。截至目前，该县城万余户居民实

现了清洁能源取暖，绿色节能型能源

走进了千家万户。图为 11月 15日，

安平县一家热力公司员工在操作供

暖循环泵。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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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贫瘠恶劣的地方，往往开出最惊

艳的花，这是达拉特旗沙漠光伏带给世

人的美好愿景。“黄沙变绿洲，蓝海驰骏

马”，随着能源革命的持续深入推进，库

布其昔日肆虐的黄沙赤日在“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理念下，正转化成清洁能

量，成为支撑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发

展的新动力。

打造现代能源经济的
达拉特旗样本

“煤改气”“煤改电”比重加快提升，到今年年底，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超过5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