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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铁路局安康工务段
巴山工务车间位于巴山深
处，管内 82％是桥梁隧道，
集中了襄渝线最长的隧道、
最高的钢梁桥、最小的曲线
半径、最大的坡度、最高的海
拔⋯⋯。如此艰苦的环境，
却孕育出最美的“巴山精神”
和最美基层老政工——工务
车间党总支书记夏传康。

2006 年，夏传康第一次
来到巴山，成为这个大山深
处工务车间的“当家人”。他
说，做“家长”重在管“小”事
儿。每个工区的伙食好不
好，大师傅做饭怎么样，他都
要亲自吃一口；每到供暖季，
他都要挨个儿看看管道漏不
漏水，亲自摸摸每组暖气片
热不热。

夏传康的手机上记载着
每个职工的兴趣爱好，出生
日期及家庭情况。每当职工
过生日，他都会发短信祝贺。

多年来，夏传康带领党
支部一班人，始终做到职工
思想动态、家庭情况、性格特
点、业务状况、婚恋情况等

“五清楚”，坚持职工家庭出
险必慰问、职工间发生矛盾
必调解、职工成长进步必关
心等“十必须”。夏传康鼓励
职工敞开心扉指出管理中的
问题，探索开展情绪管理和
心理按摩。“事儿都不大，可
一件件小事不解决，就会形
成影响安全生产的大事。”夏
传康善于倾听。

巴山工务车间管内地质
环境和线路设备极为复杂，夏传康带领支部一班人，发扬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务实创新”的“巴山精神”，以顽强
意志和敬业奉献精神，使设备质量合格率和优良率均达
到了 100%。

2009 年，襄渝二线开通后，全长 10658 米的新大巴
山隧道养护标准等级高、维修难度大，夏传康和支部一班
人带领党员技术骨干，硬是把这段线路养护成了扣件无
松动、轨距无出分、曲线无超限的“三无”线路。

多年来，针对山区隧道维修精度高的实际，夏传康组
织巴山线路工区工长王庭虎带头组成技术攻关组，积极
探索，不断提高线路维修质量和效率。夏传康还带领巴
山职工创造性推出“工厂化”单元修、一日标准化作业、

“第三方查看分析”等专业维修方法，养护的设备全部达
到“不返修、一遍过”，合格率和优良率均为 100％，车间
创造出 36年无责任行车事故的骄人业绩。

管小事的老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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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耗的装置，哪怕牺牲效益也要关”

2013 年 11 月份，上海石化年产 14.5 万吨乙烯的 1
号乙烯装置正式停役。在场的一些老工人情感上依依不
舍，一些管理人员也唏嘘不已：“装置还在产生效益啊。”

这套我国上世纪 70 年代从日本成套引进、具有当
时世界先进水平的核心化工装置，为我国乙烯工业的发
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的建成投用，每年能生产
10 万吨化纤产品，相当于 250 万亩高产棉花田的产量，
可提供人均“的确凉”布料 3 尺，为切实解决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全国人民穿衣难问题立下汗马功劳。

虽然装置寿命已近 40 年，但由于上海石化的精细
管理精细操作，该装置每年仍有约 1亿元的边际效益。但
是，毕竟运行周期久远，装置与同行业先进水平比较，在
物耗、能耗方面都已落后。

“高能耗的装置，哪怕牺牲效益也要关！”根据上海
市有关产业结构调整淘汰类指导目录，年产 15万吨及以
下单套乙烯生产装置，需于 2014 年前淘汰。为响应政府
号召，上海石化在反复论证后，作出了提前将 1号乙烯装
置关停的决定。

随着 1 号乙烯装置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上海石化每
年可减排化学耗氧量约 2000 吨、氨氮 40 吨、二氧化硫
230吨、氮氧化物 400吨。节能减排的成效不言而喻。

其实早在 2007 年，上海石化就以“壮士断腕”的勇
气，关停了热电一站机组。这座于 1975 年建成投用的发
电厂，30 多年中，累计发电量达到 425 亿度，相当于为当
时上海每个家庭供电 1万多度。该电站停止发电后，每年
至少可减排 4000 吨二氧化硫，为上海市的节能减排作
出了突出贡献。

“环境整治的事，哪怕再难也要干”

熊熊燃烧的火炬，曾是石油化工企业的“图腾”，照亮
天际，蔚为壮观。然而，它烧掉的是资源，影响的是环境。

但是，对火炬气的回收利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特别是在炼制含硫量较高的原油时，回收利用高硫气
体，对装置设备的腐蚀性很大。

“环境整治的事，哪怕再难也要干！”上海石化领导
班子形成共识，于 2009 年，全面打响了“消灭火炬”的战
役。从上到下，公司通过装置消缺、精细管理、燃料优化、
设施改造等措施，当年就回收利用火炬气两万多吨，相
当于节约了 2.8 万吨标煤。至今，已有逾数十万吨火炬气
作为燃料气使用。

乘胜出击，2010 年，上海石化又向占企业燃动能耗
23%的蒸汽消耗宣战，仅用半年时间就基本解决了蒸汽
损失的历史难题，将蒸汽“吃干榨尽”。以往乱跑乱窜的
蒸汽“小白龙”，如今在上海石化生产现场已比较少见。

2011年，上海石化发起了难度更大的“消除异味”行动。
“规模如此庞大的石油化工企业，怎么可能没有异味？”目标
刚刚提出时，一些干部员工表示不相信。

但是，在环保整治上的知难而进，已经成为上海石
化的主流。公司把“两年内消除生产区域异味”的行动纲
领写进了职代会报告，并通过了职工代表的审议。

于是，一场“消除异味”的战役打响。上海石化发动
全体员工开展查漏堵缺工作，分区、分片，每根管线、每
个角落，开展地毯式检查。他们还引入先进检测和修理
技术（LDAR 技术），一个又一个平时用肉眼难以察觉的
泄漏点被“逮”了出来。此项技术，上海市走在全国前列，
而上海石化又走在上海市前列。在堵住有形的泄漏点
时，还要堵住管理上的漏洞。公司在大规模的设备大检
修中，严格把住“油不落地、气不上天”的关口。设备退料
后，在氮气吹扫前，增加蒸汽蒸煮和热水冲洗过程，把剩
余物料送至含油污水系统回收利用，整个过程全部密闭
排放。如在 2 号乙烯装置在检修停车中，回收加氢尾油、
石脑油、裂解汽油等 13 种物料达 1268.98 吨。在开车中，

乙烯装置创新地采用在线开车理念，不仅缩短了投料后
产品合格的时间，而且有效避免了 200 多吨裂解气的放
空损失。

在此基础上，上海石化通过组织媒体看石化、市民
看石化等形式，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使消除异味成为一
项长期有效的工作。

上海石化还狠下苦功，成功打好清洁油品的质量升
级战。早在 2009 年装置规模小、技术等级低的不利条件
下，为完成上海世博会沪Ⅳ标准汽油的保供任务，开展
技术攻关、改造工艺流程，最终全面实现清洁油品的保
供目标。如今，公司已经具有年产欧 V 标准汽油 265 万
吨、欧Ⅳ和欧 V 标准柴油 600万吨的生产能力。

“环保项目的钱，哪怕再多也要投”

上海石化十分重视环保的投入。在 2012 年底全面
建成投产的炼油改造工程中，仅环保项目就占了总投资
额的 10%以上。这些环保装置，都是“废物回收利用”的

“能手”。如 18 万吨／年碳二回收装置，可通过变压吸附
分离组合净化工艺技术，将以往被当作燃料烧掉的催化
干气中回收粗乙烯，再送到烯烃部作为原料，每年可回
收粗乙烯 8～9万吨。

2013 年至 2015 年期间，上海石化将以 3 年时间实
施“碧水蓝天”环保行动计划，首批 23个环保整治项目拟
投资的金额就高达 6亿元。

“环保项目的钱，哪怕再多也要投！”上海石化领导
班子的话掷地有声。

此轮环保行动计划，是上海石化有史以来规模空前
的环保整治战役。项目重点围绕污水、废气、固废物的总
量减排和达标改造，使污染物得以综合利用，变废为宝，
进一步保护好杭州湾畔的生态环境，为企业可持续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

在污水治理上，一方面，通过清污分流和提高单位水
质，有效减少源头污水。另一方面，建设污水回用第二阶
段工程和污水提标改造项目。污水经过升级达标后，化学
耗氧量将下降到 50PPM 以下。以前只用作消防水、灌溉
水、冲煤灰水的回用水，将升格为可供装置生产使用的工
业水。把污水制成工业水后，将大幅节约新鲜用水。

在废气治理方面，前几年，上海石化对热电二站 1至
6 号锅炉全部实施了脱硫项目改造，2013 年开始，又针
对 6台锅炉启动了脱硝除尘改造项目。按照设计要求，上
海石化脱硝项目实施投运后锅炉氮氧化物排放将优于
国家标准。目前，3 号、4 号锅炉脱硝除尘项目已经投用，
据测算，每年可减少氮氧化物排放 5000 多吨，减排烟尘
1900多吨。

林林总总的塔罐、各个灌装点、污水中的溶剂，也都
是废气治理的重点。通过项目建设后，将实现油气收集
回用、溶剂收集回炼，进而改善空气质量。

固废处理，特别是生化污泥的填埋处置，不仅成本
高，而且环保风险高。作为一项综合利用的措施，上海石
化通过含油污泥回炼项目，把污泥中的资源“吃干榨
尽”，从源头上削减了生化污泥量。

在解决了生化污泥这一固废重头戏之外，上海石化
还将对热电二站锅炉的水力除渣系统进行改造，全部改
造成干除渣系统。水力除渣，不仅产生污水，而且，残渣
容易流入沟渠成为污泥，或残留在地面化为扬尘。改造
成干除渣后，锅炉落渣进入渣井冷却，由碎渣机破碎后
通过刮板捞渣机送至渣仓储存，最后由密封罐车定期外
运综合利用。本次改造，每台锅炉设一套独立的排渣系
统，可基本消除锅炉污水排放和固废污染。

资源综合利用最大化的前景，已经清晰地展现在上
海石化面前。杭州湾畔，一定会水更碧、天更蓝、空气更
清新。

文/胡拥军

上海石化上海石化：：

节能减排助力碧水蓝天节能减排助力碧水蓝天

2013年岁末，坐落于杭州湾畔的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石化），关停
了曾为解决全国人民穿衣难作出过巨大贡献的1号乙烯装置。在下决心“关”的同时，还下狠心“治”。
同年，上海石化打响了史无前例的环保整治战役，首批拟投资6亿元的23个环保建设项目已经启动。
一系列节能减排的有力举措，对打造杭州湾畔的碧水蓝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3 年，是新一届全国政协的第一
年，提案工作有序开展，实现了良好
开局。

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以来，政
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员
会，共提出提案 5884 件，经审查立案
5403 件。经过 174 家提案承办单位的认
真办理，截至 2 月 20 日，已办复提案
5396件，办复率达 99.8%。

提案内容丰富，针对性强，许多意
见和建议被吸纳并落实到国家相关决
策、发展规划或部门工作中，为推动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建言献策，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提案工作历来受到党中央、国务院
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健全社
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战略任务，强调
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
道作用，明确了提案办理协商是人民政
协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之一。

一年来，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
位和各专门委员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使命感，积极通过提案建言献策，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是委员们关
注的焦点。民革中央、民建中央、农工
党中央、九三学社中央、台盟中央及一
些委员就此提出了相关提案，国家发改
委十分重视，将其列为重点提案进行办
理，吸收采纳提案建议。

致公党中央、全国工商联和多位委
员提出的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提
案，工信部会同有关部门吸纳相关建
议，出台了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
发展的指导意见和促进劳动密集型中小
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保监会将民盟中央及一些委员提出
的“关于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提案列
为重点提案进行办理，出台了鼓励和指
导各保险公司积极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
农业保险产品，做好农业保险理赔服务
的具体措施。

这类围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
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等方面提出的提案有 2628 件，为

国家重要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参考。
在过去一年里，政协委员、政协各

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员会更加关注民生
和法制建设，其中围绕教育、卫生、社
会保障等民生问题，提出提案 1531 件；
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
强社会治理和廉政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等方面，提出提案 1244件。

民进中央及许多委员提出的关于促
进教育公平的提案，教育部吸纳提案中
关于保障农村边远地区、西部民族地区
适龄儿童受教育权利等建议，制定了关
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

农工党中央提出的关于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加强全科医生人才培养等
提案，国家卫生计生委高度重视，组织
提案者代表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共同调
研，提案中的意见被吸纳到相关工作中。

多位委员提出的关于完善食品安全
法律责任体系的提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吸纳提案建议。2013 年
5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发布的 《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吸纳了委
员的建议，进一步完善了打击食品安全
犯罪的法律依据。

有的民主党派中央和政协委员提出
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管理的提案，
工业和信息化部吸纳委员建议，制定出
台了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
定等制度，修订完善了网络信息安全应
急预案。

以督促办，推动提高提案办理质量

提案办理的过程亦是充分协商的过
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着力完善
人民政协制度体系，规范协商程序、增
加协商密度、提高协商成效，对提案工
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国政协形成
了行之有效的提案办理机制，将协商民
主精神贯穿了提案办理工作的全过程。

过去一年，提案委员会紧紧围绕事
关大局、委员关注、涉及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的重大问题，遴选确定重点提案，
认真组织开展重点提案督办工作，充分
发挥以督促办的作用，推动提高提案办
理质量。

全国政协运用调研协商、视察协
商、会议协商、走访协商等多种形式，
推动提案办理协商有序开展。

通过开展重点提案调研督办。各民
主党派、政协委员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方
面的相关提案 480 多件。全国政协提案
委员会经过选择，以加强森林草原湿地
湖泊保护为切入点，围绕加大自然生态
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开展重点提案调研
督办。调研提出的“划定并严守生态红
线”等建议，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
决定中得到体现。

通过组织委员视察督办。围绕科技
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主题，全国政协提
案委员会与办公厅联合组织视察团，赴
辽宁进行重点提案视察督办。形成的视
察报告报送党中央、国务院，党和国家
有关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批示。科技部等
部门高度重视，并拟在贯彻落实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具体政策中吸收采纳相关
建议。

通过召开提案办理协商会进行提案
督办。主题为“加强城乡污染防治，改
善城乡人居环境”的办理协商会，60 位
政协委员、8 位承办单位部级领导出席
会议。通过协商增进了完善城乡污染考
核评估指标体系、统筹协调区域灰霾污
染治理工作等共识。2013 年，全国政协
举办 7 场提案办理协商会，共有 124 位
委员、25 家承办单位负责人参会，进行
面对面的协商与交流。

上门走访，当面沟通协商，进一步
促进了提案办理工作。例如，发改委对
提案人提出的新的意见建议进行办理，
并形成专题报告反馈提案委员会；人社
部就办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当场向提
案人表示重新办理答复。

一年来，全国政协各专门委员会组
织开展重点提案调研督办 19 次，提案委
员会与全国政协办公厅联合组织委员视
察 督 办 1 次 ， 召 开 提 案 办 理 协 商 会 7
场，上门走访提案承办单位 4次。

改革创新，开创政协提案工作新局面

2013 年 10 月 22 日，主题为“分析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全国政协双周协
商座谈会召开。这意味着，时隔 48 年，
这一民主协商的重要形式又重回公众

视野。
随后，主题为“建筑产业化”、“发

挥人民政协的界别优势，为维护职工群
众切身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言献
策”、“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提升原
始创新能力”、“加强汽车尾气治理、减
少城市大气污染”、“核电和清洁能源发
展”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先后召开。

双周协商座谈会是人民政协的优良
传统，最早可以溯源到第一届全国政
协。1950 年 4 月，各民主党派、无党派
民主人士联合发起召开双周座谈会，参
加人民政协的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
派、各人民团体推举的代表及全国政协
常委为主体参加。

在新形势下，为进一步发挥好人民
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政
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在继承的基础上
有所创新，建立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
通过定期邀请各界别委员主要是民主党
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座谈交流，听取意
见和建议，使双周协商座谈会成为沟通
思想、增进共识、协调关系、凝心聚力
的协商平台。

突出重点、开拓创新，是过去一年
提案工作的突出特点。一年来，政协提
案工作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提
高质量、讲求实效”的工作方针，不断
加强提案工作理论创新、工作创新和制
度创新。

为进一步发挥重点提案督办的示范
带动作用，提高提案办理工作整体水
平，全国政协第十一次主席会议审议通
过了修订后的 《全国政协重点提案遴选
与督办办法》，于 2014年 1月印发。

《办法》 以精简重点提案数量、提高
重点提案督办质量、完善重点提案督办
程序为原则，在保持总体框架不变的基
础上，进行充实和完善。其中，重点提
案的数量由原来的占立案提案总数 1.5％
左右修改为 1％左右，更加注重提案的
质量；同时强调，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
国工商联参与重点提案遴选与协商，参
与重点提案督办活动。

《办法》 从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各民
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政协各专门
委员会参与力度等方面，进一步完善重
点提案遴选和督办工作机制，为提高重
点提案督办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政协提案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本报记者 苏 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