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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日内瓦 12 月 7 日电 记者
陈建报道：世界贸易组织第九届部长
级会议 7 日上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闭 幕 ， 会 议 发 表 了 《巴 厘 部 长 宣
言》，达成“巴厘一揽子协定”。这是
世贸组织成立 18 年来首份全球贸易
协定，标志着多哈回合贸易谈判 12
年僵局终获历史性突破。世贸组织总
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在闭幕式上表
示，“世贸组织历史上首次迎来真正
成果，”而这“强化了支持增长与发
展的努力。”

这次巴厘岛会议的谈判进程一波
三折。由于世贸组织是基于共识原则
的谈判场所，再加上巴厘岛一揽子文
本的整体性，只要任何一个成员对任
何一个条款不满，协议就无法通过。
正是因多个成员无法就系列议题达成
一致，原定 6 日下午闭幕的会议被迫
延时。

在这次会议上，最大难点在于印
度和美国在农业补贴问题上的严重分
歧。阿泽维多和大会主席印尼贸易部
长吉塔·维亚万紧急召集成员代表磋
商，终于使美印在 6日夜间弥合分歧。
这份“巴厘一揽子协定”总共包括 10
份文件，内容涵盖了简化海关及口岸
通关程序、允许发展中国家在粮食安
全问题上具有更多选择权、协助最不
发达国家发展贸易等内容。

在贸易便利化方面，协定决定尽
快成立筹备委员会，就协定文本进行
法律审查，确保相关条款在 2015 年
7月 31日前正式生效。各方在声明中
同意尽力建立“单一窗口”以简化清
关手续。在农业方面，协定同意为发
展中国家提供一系列与农业相关的服
务，并在一定条件下同意发展中国家
为保障粮食安全进行公共储粮。在棉
花贸易方面，协定同意为最不发达国

家进一步开放市场，并为这些国家提
高棉花产量提供协助。在发展议题方
面，协定同意为最不发达国家出口到
富裕国家的商品实现免税免配额制；
进一步简化最不发达国家出口产品的
认定程序；允许最不发达国家的服务
优先进入富裕国家市场；同意建立监
督机制，对最不发达国家享受的优先
待遇进行监督。

与会成员还规划了“后巴厘工作
计划”框架，表示将协助世贸组织贸
易谈判委员会在未来一年内就多哈发
展议程遗留议题建立清晰的工作计
划。这些工作首要关注农业和最不发
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并以这次会议所
达成的协议为基础。与会成员认为，
世贸组织的未来工作将优先处理那些
声明中不具法律约束力的议题，一些
在巴厘岛会议中尚未完成的谈判还将
在未来继续。

多哈回合谈判迎来历史性突破

世贸组织达成首份全球贸易协定

“暖气费降低了，室内温度提高
了。”家住甘肃兰州市榆中县西关三
区的郭维进欣喜地说，“去年暖气费
节约了 770 元，房子里的温度比前些
年高出 3摄氏度。”

2010 年，老郭家所在的小区完
成 了 供 热 计 量 改 造 。 今 年 11 月 30
日，记者在郭维进家里看到，两室
两厅的房子里，每组暖气片上都装
了 一 个 温 控 阀 和 计 量 表 。 老 郭 说 ：

“ 家 里 没 人 的 时 候 ， 可 以 把 阀 门 关
了。用多少热量交多少钱，这样的
改造科学合理。”

榆中县供热站站长罗志荣告诉记
者，这项“老百姓非常认可的改革”
当初是迫于无奈实施的。2003 年，
榆中县面临热费收缴率低、供热单位
亏损等问题，全县供热采暖欠费户达

600 多户，热费收缴率不到 60%，
严重影响供热企业的正常运行。“那
年应收暖气费 1500 万元，欠费高达
600 多万元。”罗志荣说，一方面不
得不实行“一户欠费、整楼停暖”；
另一方面，供热管网老化导致热损
失很大，使供热质量不达标。

为破解这个难题，榆中县大胆
进行供热分户计量试点，2004 年选
择两个住宅小区和一个公建单位进
行供热分户计量改造，取得明显效
果，避免了因少数住户不缴费致使
整栋楼停暖的现象，收费率明显提
高。从 2005 年开始，榆中又投资
3.67 亿 元 ， 在 热 源 建 设 、 管 网 改
造、供热计量、节能暖房、信息化
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

榆中县将原有地沟敷设管道更
换为直埋式保温管，不仅提高了管
网的安全性，还大大降低了管网热
损失。同时，在干管、支管回水管
网上安装全自动温度调节阀，解决
了管网平衡问题；在建筑物热力入

口设置了静态水力平衡阀，保障整个
供热区域温度处于均衡状态。

记者在榆中县供热站监测大厅看
到，大屏幕上滚动显示着所有供热管
网的运行情况；进入供热计量管理系
统，可以看到每个住户的用暖详情。

既有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遇
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不足。榆中县
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实行供热企
业和热用户“资金共同筹措、利益共
同分享”：改造费用由供热企业先垫
付，实施计量改造后节省下来的热费
由用户逐年向供热企业返还。“按每
户 100 平方米计算，一户居民承担了
800 元改造费用，而经过供热计量改
造后，一个采暖季平均每户节约取暖
费 400 多元。”罗志荣算了一笔账，

“与改造前相比，两个采暖季节约的
费用就基本够改造费用。”

据统计，实施计量收费后，住宅
热用户平均热费支出减少约 26%，同
时在同样的供热参数下，用户室内温
度普遍提高 3至 5摄氏度。

2011 年，榆中县被财政部、住
建部批准为全国首批 10 个“节能暖
房”工程重点县之一。榆中县加大了
对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力度，除了
安装计量供暖设备，还对既有建筑实
施了外墙保温改造。

供热改革让群众受益，也使榆中
县供热企业走上了可持续发展之路。
榆中县供热计量普及率达 86%，单位
建筑面积能耗明显下降，改造后每平
方米功耗下降 56.6%。同时，改造后
在锅炉房设施不扩容的情况下，增加
供热面积 40%左右。经测算，完成
节能暖房改造工程后，榆中县每个采
暖期可节约标煤 2.8 万吨。改造前集
中供热耗煤量占全县工业企业总耗煤
量 的 9.2% ， 改 造 后 下 降 了 3 个 百
分点。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榆中县居
民用暖习惯也发生了变化，节能意
识明显提升。大部分居民主动添加双
层窗户，供热期间取掉散热器遮蔽
罩，调节闲置房间室温。

欠费引发甘肃榆中供热改革——

活 了 企 业 暖 了 百 姓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本报讯 记者雷汉发、通讯员王德峰

黄涛报道：说起收入变化，河北邯郸曲周
县东刘庄村村民老陈心中有一笔账：全家 5
亩地，以往种棉花年收入不足3000元，加上
儿子外出务工收入 2.5 万元，年收入近 3 万
元；现在，坐享股金和分红达6000元，他本
人就近务工收入1.5万元，媳妇在合作社的收
入为 5000 元，加上儿子外出务工收入 2.5 万
元，年收入达 5 万多元。像老陈这样收入有
显著变化的家庭，在邯郸还有不少。

变化缘于土地流转。邯郸是一个有着
900 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市，加快发展农村经
济对于建成小康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实施规模化经营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为
此，近年邯郸积极探索农村土地流传制度改
革，取得了较好成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后，该市又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快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意
见》，让更多的农民从土地流转中受益。

曲周县东刘庄村就是靠土地流传带动经
济发生大变化的。这个村过去一无自然资
源，二无集体积累，三无优势产业，人均收
入低于全县平均水平。为改变现状，该村综
合周边乡镇土地流转经验，以村集体名义组
建“新农民合作社”，对全村土地进行流
转，实行规模集约经营。土地流转后，全村
108 户村民的耕地全部入社，延续了 30 多年
的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土地的局面消失了，取
而代之的是成方连片、统一规划、统一经
营、统一管理的高效农业、规模农业，实现
了农业效益、农民收入双提升。在农业提效
方面，合作社在修整水利设施、配备大型机
械的同时，破解了春棉和冬小麦不能连作的
弊病，每亩地比传统棉花种植多了一季小麦
收成，实现亩增收 800 元，全村 1020 亩耕
地总增收近百万元。

邱县县委书记乔朝英对记者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
多财产权利，这为我们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有效保护广大农
民群众在土地流转、征占、抵押登记、物权补偿等方面权益提供了依据。”
邱县是省级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时，为妥
善解决承包地块不实、空间位置不明等问题，该县利用卫星影像技术来明确
土地承包经营权关系，达到了直观准确、方便查询的目的。他们还探索建立

“成立组织—制订方案—摸底调查—入户核实登记—签订合同—编号盖章—
发证—归档”的八步方法，形成简便实用的工作流程。

土地流转工作的顺利开展，不仅促进邯郸市粮食生产 10 年增长，在全
国北方率先建成“吨粮市”，同时也建成了一批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邯郸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农业效益农民收入双提升

本报拉萨 12 月 7 日电 记者代

玲 夏先清报道：得益于西藏自治区
实施的“金太阳”示范工程、农村无
电地区电力建设及农网改造升级工
程，西藏行政村通电率目前已达到
100% ， 基 本 解 决 了 无 电 人 口 用 电
问题。

西藏自 2009 年开始陆续批复实
施包括山南地区和那曲地区班戈县村
村通电、西藏自治区自然科学博物馆
兆瓦级光伏示范电站项目等在内的

“金太阳”示范工程。西藏自治区能

源办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 年以来，
“金太阳”工程已落实资金约 13 亿
元，安装户用系统 182564 套，建设
光伏电站 62座，总建设规模超过５万
千瓦。

在“金太阳”工程实施过程中，
西藏通过村村通电的户用系统、独
立 光 伏 电 站 和 并 网 光 伏 电 站 等 形
式，主要解决农牧民用电问题。同
时，兼顾学校、教学点、寺庙、驻
村工作队及边防哨所等基层单位的
生活用电。

行政村通电全覆盖，让西藏农牧
民彻底告别了用油灯和蜡烛照明的历
史，极大改变了农牧民的生活。县达
塘乡朗钦村村民扎西一家现在用上了
电动酥油机，打酥油比以前方便和快
捷多了。各种电器也随着通电走进农
牧民的家。

据介绍，西藏还将继续查漏补
缺，建立农牧区“金太阳”工程运行
维护长效机制，通过扩大主电网覆盖
范围和电网改造升级等工程，进一步
提升用电质量和用电保障程度。

“金太阳”照耀雪域高原

西藏实现行政村通电全覆盖

让整个地球都头疼的二氧化碳，
在这里成了“香饽饽”。冬日，记者
来到了位于山东省东营市的中国石化
胜利油田，探寻这个给人类应对气候
变暖带来新希望的技术奥秘。

用二氧化碳置换石油
二氧化碳的捕集和封存,是当今

世界应对全球变暖的前沿技术。而将
二氧化碳捕集、封存、利用甚至循环
利用，则开辟了大规模利用和减排温
室气体的新途径。全球首个燃煤电厂
烟气碳捕集、驱油与封存 （CCUS）
示范工程，如今已在胜利发电厂运行
了近 5年。

眼前这套正在正常运行的二氧化
碳捕集纯化装置，如今每天生产液态
二氧化碳 100 余吨，全年能够捕集、
液化二氧化碳 3 万至 4 万吨。处理后
其纯度达 99.5%以上，可全部应用于
目前胜利油田正在开展的“低渗透油
藏二氧化碳驱油先导试验”。换句话
说，这些液态二氧化碳将被注入地球
深处，把宝贵的原油“置换”上来。
2008 年至今，胜利油田已累计向地
下注入二氧化碳 15.7 万吨，累计增
油 3.6 万吨，二氧化碳动态封存率达
到 86%。

二氧化碳减排，是全球关注的世
界级难题。胜利油田立足自主创新，
从 1998 年底开始技术攻关，形成了

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配套技术，
探索出一条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俱佳
的生态保护新路子。相关项目受到环
保部高度评价，也在国际上产生了良
好影响。

眼下，这套装置已远远无法满足
胜利油田用二氧化碳换石油的胃口。
他们在胜利电厂和同属中国石化的齐
鲁石化新建了两套新装置，建成后每
年可捕集二氧化碳 150 万吨，初期能
满足 7000 万吨储量规模的低渗透油
藏驱油开发需要。

污水废渣接近零排放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开发，胜利油

田目前已处于特高含水开发期。油田
要稳产，就要多从地下采液。对此，
胜利油田坚持石油开发与污水减排一
体化运行，最大限度地提高采出水回
注率，既消化了富余采出水，又做到
持 续 增 油 ， 实 现 减 排 与 上 产 “ 双
赢”。经过多年努力，2012 年，油田
采出水回注率达到 98%，工业污水实
现达标排放。今年年底，他们将力争
实现采油采出水零排放。

胜利油田现河和东辛两个采油
厂是邻居，两年前各自遇到了“烦
心事”：现河采油污水多处理太费
劲，东辛达标处理后的水满足不了
回注要求。于是，胜利油田统筹协
调，在两厂间铺设了一条 11.3 公里
的输水管线。运行后东辛采油厂每
天获得 2000 吨外水用于注水驱油，
现 河 采 油 厂 实 现 了 采 出 水 “ 零 排
放”。 （下转第二版）

建世界级绿色大油田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低碳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王若竹 单保江

建世界级绿色大油田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低碳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王若竹 单保江

12 月 7 日，一群大天鹅沐浴在青海湖冬日的晨光中。近年来，青海加大生态建设力度，由于生态环境的逐年改

善，来青海湖越冬的大天鹅数量逐渐增多，青海湖成为青藏高原上生机盎然的“天鹅湖”。新华社记者 吴 刚摄

本报北京 12 月 7 日讯 记者乔

金亮报道：全国秋冬种基本结束。今
年冬小麦、冬油菜面积稳中略增，播种
质量提高，播后积温足、墒情好，苗情
长势是近几年较好的一年。

据农业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全
国秋冬种面积比上年增加 600 多万
亩。其中，冬小麦面积增加 100 多万
亩。11 个冬小麦主产省中，除四川因
结构调整、山西和陕西因旱面积略有
减少外，其余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本报南京 12 月 7 日电 记者薛

海燕、通讯员陆应果报道：今天，国家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项目——连云港至
盐城铁路开工建设。连盐铁路正线全
长 232.2 公里，相关支线工程 66.9 公
里，建设工期 3 年半，投资总额 260 亿
元，设计时速 200 公里，起自江苏连云
港石桥，终到盐城。

连盐铁路建成后将连接既有陇海
铁路和新沂至长兴铁路，并与规划建
设的上海至南通铁路、青岛至连云港
铁路等一起，共同构成贯通环渤海、长
三角的沿海铁路大动脉。

全国秋冬种基本结束

连 盐 铁 路 开 工 建 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