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上白泉山凤凰楼瞭望塔，内蒙古乌
兰察布市集宁区全城面貌尽收眼底。

“城市中心的白泉山以及相邻的老虎
山、卧龙山，海拔高度达到 1680 米，使山城
集宁处在风口。”集宁区房屋征收登记办公
室副主任贾润明遥指半山腰处的棚户区
块，神色有些焦虑，“这里的居民每年冬季
都是生火炉取暖，脏累不算，还要预防煤气
中毒。”

要彻底改善取暖等群众生活条件，关
键是加大城市棚户区改造力度。集宁区委
常委、副区长孙明德告诉记者，集宁的棚户
区非常集中，经过多年改造，截至 2013 年
底，该区共计完成 6 万户、430 多万平方米
的棚户区改造工作，但仍有近 5 万户、340
多万平方米的危旧平房，任务量约占内蒙
古自治区的十分之一。

“要温暖‘山坳上的集宁’，就要同时做
到‘双增双减’，利用棚户区改造的契机，同
步推动供暖改造。所以，我们在设计新小
区的时候就增加了绿地，增加公共服务承
载能力，以此减少危旧房数量，减少城市污
染。”孙明德说。

任务如此之重，时间又如此紧迫⋯⋯
白泉山黄叶翻飞，10 月底的最低气温

已降到 5 摄氏度。白泉山西侧区块拆迁户
曹平忍不住寻回旧地。以前，他家正屋只
有 64 平方米，经过折算，再加上规定期限
内签订拆迁协议的奖励，他在异地安置区

“家合欣苑”补偿了 98 平方米。虽然还没
拿到新房钥匙，但曹平夫妻对暖洋洋、亮堂
堂的新生活充满了期待。

76 岁的赵琦大爷同样在“家合欣苑”
分得了一套 87 平方米的新居，也迎来平生
第一个不生火炉的冬天。

“早先在白泉山上住的时候，每年冬天
我就哮喘，没想到上了楼就好了。”赵大爷
摸着热乎乎的暖气片告诉记者，“原来在山
腰上的平房里生活难呀，冬天很冷，烧煤又
脏，现在都过去了⋯⋯”

采暖季的集宁让人感到暖意。
在百旺家苑，低保户李风安心照顾着

她生病的父亲。集宁城市供热管理中心
对像她一样的低保家庭进行照顾，一般人
家每平方米每月的供暖费为 4.32 元，而低
保家庭只需负担 2.88 元，其他全部由财政
补贴承担。民政部门对那些还在棚户区
内的居民，尤其是在籍常住的 60 周岁以
上农村低保户、五保户、三无人员及贫困
农户，每户发放 600 元取暖用煤补助。

离开老虎山、白泉山棚户区的居民，
在霸王河畔的高楼里开始了新生活。融
融的暖意里，他们依然看得见山、望得见
水，留得住乡愁——乌兰察布市、集宁区
两级政府去年完成了老虎山周边 32 万平
方米的棚户区拆迁还绿工作，新建的休闲
广场以及园林小品将老虎山公园与白泉
山公园连为一体。同时，供暖管网铺设及
供 暖 设 施 建 设 工 作 也 在 紧 锣 密 鼓 地 推
进中。

不久的将来，这里将成为一个全新的，
集田园景观、城市景观、生态自然景观于一
体，宜居舒适的“人间天堂”。

11 月初，记者来到位于河北唐山新华
西道的光明西里小区。供暖锅炉房院内，没
有发现工人像往年那样进行供暖前的检修
准备，而以往总是堆满煤炭的院子也被全部
腾空。在院北侧已经挖出的深槽中，几名工
人正在铺设管道，准备把关停后的老厂房的
供热管道转接到新建成的热电厂管道上。

“锅炉供热污染实在太大，我家就在锅
炉房旁边，散落的煤灰与冒出的浓烟弥漫天
上地下，对小区居民危害极大。现在取缔燃
煤锅炉，改用热电厂供暖，我举双手赞成。”
光明西里居民杨梅女士对记者表示。

光明西里改变采暖方式，正是唐山改变
供热体系，促进区域大气环境好转的一个缩
影。随着华北地区供暖日期的临近，唐山正

在大力实施改进传统的供暖方式，推进“无
污染供暖”的多项改革措施，力求今年冬天
使全市区域大气环境有明显好转。

近年来，我国京津冀地区常常被雾霾笼
罩，河北最大的工业城市唐山也是其中的受
害者。尤其进入供暖期后，由于大量采用燃
煤，雾霾愈演愈烈。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唐
山集中采取了 3 种措施，全面推进城乡供暖
方式改革。

——大批量取缔燃煤锅炉。市区内浓
雾 不 断 ，分 散 供 热 的 燃 煤 锅 炉 是 最 大 元
凶。记者从唐山市供热总公司了解到，为
改善市区空气质量，唐山市政府从年初就
做出统一部署，一方面加快新建唐山热力
发电厂，力争在冬季到来之前投产。由于

采用了先进技术，该设备在提升供热能力
的同时，大幅降低了环境负荷。其排放的
粉尘与废气，仅相当于燃煤锅炉的五分之
一。另一方面，唐山在市中心区全面展开
老旧燃煤锅炉及小锅炉的取缔工作。通过
这一行动，今年全市城区有超过一半的锅炉
供暖小区变为集中供暖，市区面源污染有望
大幅降低。

——大面积开展减煤换煤。城乡居民
燃煤散烧同样是大气污染的重要源头。为
使这种情况得到改善，今年唐山市政府下发
了《洁净型煤生产配送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制定了洁净型煤补贴政策。目前，唐山市中
心区 4 家洁净型煤生产配送点已经建成并
投入使用。“洁净型煤热值高、燃烧时间长，

与散煤相比，综合节煤效果至少可达 50%，
二氧化硫、烟尘等污染物排放量可降低 70%
左右。”唐山市丰南区科丰有限公司经理张
厚领告诉记者，洁净煤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市
场的欢迎，目前已卖出 200 多吨。

——大力度推进替代能源。为实现节
能减排，唐山市 还 利 用 自 身 优 势 ，采 取 电
锅炉代替煤窑炉，在居民社区推广地源热
泵供暖，利用电能替代优化能源结构，减
少城市大气污染。在唐山乐亭县，记者看
到，秸秆能源化利用已经形成产业优势。
乐亭县庞东村村民洪泰祥告诉记者，自从
家里用上了生物质直燃炉，院里院外都干
净多了。“有了这台新炉子，加上用地里的
玉米秸秆置换来的两吨多压块，我这三间
大正房里的暖气片一冬天都烧得暖暖和和
的。秸秆压块耐烧又不冒烟，而且一冬天
下来还比以前买煤取暖省了七八百块钱。
现在，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这‘新鲜玩意儿’。”

据唐山市供热公司测算，通过供暖改
造，唐山每年将减少燃煤使用 16.65 万吨，减
少烟气排放 13.1 亿立方米，减排灰渣 5.5 万
吨、烟尘 0.09 万吨、二氧化碳 43.6 万吨、二氧
化硫 0.53万吨、氮氧化物 0.15万吨。

唐 山：

供 暖 不 忘 减 排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回佳佳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

昔日棚户变模样
本报记者 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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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在即，辽
宁大连市区居民，
特别是老旧小区的
居民都在关注大连
市委、市政府正在
实施的“暖房子工
程”，以往困扰一批
老 旧 小 区 居 民 的

“透寒”、“漏水”、
“外立面脱落”等采
暖期问题都将随着
这一工程的实施得
到解决。

位于大连中山
区山屏东街的一处
小区，始建于上世
纪 80 年代，因墙体
保温效果不好和老
化等原因，居民家
里的冬季室温一直
难达标。11 月初，
记者在山屏东街看
到，这里道路两旁
的 老 旧 小 区 完 全
变了模样，新装修
好 的 加 厚 墙 体 和
统 一 更 换 的 塑 钢
窗 让 一 栋 栋 居 民
楼焕然一新，就连
原 来 破 旧 的 路 面
也 换 上 了 新 的 红
地砖。

在山屏东街一
侧的双号楼前记者
看到，这里已经进
入施工尾期，墙体
加 厚 工 程 已 经 完
工 ，工 人 们 正 在 认 真 地 喷 涂 墙 体 外 层 涂
料，楼前还摆放着不少新的塑钢窗。等窗
子安上，工程就彻底完工了。

今年 81 岁，家住 2 楼的于绛露老人每天
早上散步回来，都要在楼下看看自家的房
子。她对记者说，“这个‘暖房子工程’就像给
房子穿上了新衣服，房子暖和了，小区漂亮
了，这是办了件大好事！”

“暖房子工程”是大连市委、市政府为集
中解决大连市区居民反映老旧楼体“透寒”、

“漏水”、“外立面脱落”等综合问题实施的一
项重要工程。这项工程从 2013 年开始实施，
计划到“十二五”末期完成，将对大连市内中
山、西岗、沙河口、甘井子 4 区 600 万平方米
的非节能性多层居民住宅集中实施。

——针对透寒问题，大连市对楼体外立
面采用防火阻燃系数较高，安全可靠的厚度
为 70 毫米无机保温材料进行楼体外立面保
温，相当于对整个楼体加盖了一床“厚棉被”；

——针对漏水问题，大连市设计要求屋
顶采取 SBS 新型节能卷材防水材料，更换原
有的破旧落水管，确保冬雨季的防水安全；

——针对外立面脱落等问题，大连市
要求在保温工序后进行外立面真石漆及防
水涂料粉刷，确保人身安全和外观的整体
美观亮丽。

暖房子工程突出了节能主题，外墙、屋
面保温层厚度及外门窗等，均按节能 65%标
准设计。在对建筑室内采暖系统热计量和温
度调控进行改造中，使用热计量装置，采用计
量灵敏、准确的热计量表和操作简单方便、易
于调控的温控阀。

正稳步推进的暖房子工程，让越来越多
的老旧小区居民实现家里温暖舒适、家外整
洁美观的梦想。2013 年，大连全市累计完成
80 万平方米的试点项目建设任务，让 1.2 万
户家庭受益。当年试点项目完成后，改造后
的住宅室内温度普遍提高 3 摄氏度至 5 摄氏
度。而将在今年 11 月底前完工的“暖房子工
程”，又将完成 300 万平方米居民房屋改造，
让更多老百姓享受温暖舒适的家居生活。

专家表示，暖房子工程将进一步提高大
连市群众生活舒适度和幸福指数。“改造后的
住房温度调控有了节能保障。外立面保温、屋
顶防水和破旧窗户更换的有机结合，居民家
中可享受到冬暖夏凉的舒适温度，一方面，符
合国家节能政策，另一方面，也能给百姓带来
舒适的居家生活内环境。”

大

连

：

老旧小区穿新衣

本报记者

苏大鹏

“过去，一入冬，天空便灰蒙蒙的，城市上
空仿佛罩着‘黑锅盖’。”新疆乌鲁木齐市民张
宏回忆说，“住上暖屋子没问题，可看到蓝天
却不易。”

为了掀走“黑锅盖”，2012年初，乌鲁木齐
调整供热能源结构，加快推进“煤改气”工作。
现在2年多过去了，“煤改气”的成效如何？

冬日暖阳下，在乌鲁木齐市体育公园，经
常能够见到锻炼的老人们。退休职工王萍患
有慢性气管炎，“原来就怕过冬天。”她告诉记
者，“那时候不戴口罩不敢出门，现在基本用
不着。”

资料显示，2012 年冬至 2013 年春——
乌鲁木齐“煤改气”后的首个供暖季，全市减
少燃煤消耗 500 万吨，减排二氧化硫 3.5 万
吨、烟尘 1.7 万吨，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了
86%，创下 1995 年有空气质量监测记录以来
的最好成绩。

此后，乌鲁木齐又乘势而上，新建、改扩
建 80 座 燃 气 锅 炉 房 ，新 增 燃 气 供 热 能 力
5000 万平方米，由此实现减排燃煤 700 万

吨，主城区全部采用以天然气为主的清洁能
源供热。统计显示，去年，乌鲁木齐全市空气
优良天数为 304 天，优良率达 83%，空气质量
达标天数比 2009 年增加 42 天，二氧化硫等
主要污染物浓度下降 50%以上。

“煤改气”“改”出蓝天白云。对于这项工
程，乌鲁木齐市民打出高分，满意度高达
96.9%。

“煤改气”虽能“改”出蓝天白云，却也面
临着成本高昂等问题。

首先，设施改造投资巨大。2012 年，乌
鲁木齐实施“煤改气”，天然气供热占总供热
面积的比重提高到 76%，其余为热电联产供
热，改造规模、建设速度国内空前。为实施这
项工程，乌鲁木齐市筹资 121 亿元，其中政府
投资 72 亿元。去年，该市又完成投资 30 亿
元，对承担热电联产供热的单位进行了天然
气改造。

其次，供热成本大幅攀升。新疆广汇热力
有限公司三分公司承担着 230 万平方米的供
热任务，总经理梁文毅告诉记者，“燃料是支出

大头，使用燃煤锅炉时，每个供暖季,购煤要
1600万元，用天然气后，购气要4700多万元。”

据测算，一个供暖季下来，住户每平方米
面积仅燃气成本就超过 23 元，而目前该市热
价为每平方米 22 元，价格倒挂明显。“如果没
有政府支持，哪个企业都挺不住。”梁文毅坦
言。为缓解这一问题，去冬今春，市财政共计
筹集 13.07亿元资金，用于供热补贴。

除了每年要投入大量补贴资金，“煤改
气”后还要严防“气荒”。

应该说，油气资源丰富的乌鲁木齐基本
具备了“煤改气”的条件，但仍出现过“气
荒”。今年 4 月 12 日，虽然已过了供暖季，但
由于上游管道供气压力不足，造成乌鲁木齐
主城区出现大面积停气，当日用气缺口达百
万立方米。

有专家表示，“煤改气”面临高成本、气源
供应等问题，普及推广不易，各地可因地制
宜，选择适宜本地的清洁能源。无论采用何
种方式，清洁能源比例升上来，热能损耗降下
来，是不变的方向。

乌鲁木齐：

掀走天上的“黑锅盖”
本报记者 乔文汇

▶ 图为河北省唐山市经过供暖改造，高高的烟囱不再冒出

浓烟。 本报记者 雷汉发摄

▼ 图为新疆广汇热力公司三分公司工人正在六号供热站配

电室工作。 本报记者 乔文汇摄

◀ 图为内蒙古集宁热力公司的工人们正在维

护供热管网。

本报记者 陈 力摄

随着北京15日

起正式供暖，北方

大部地区已进入供

暖季。冬季供暖关

系 千 家 万 户 ， 是

“天大的事”。为民

生，更为环保，各

地纷纷因地制宜，

探索适合的节能供

暖方式——

北京，改造26处

“低温区”的供热设

施，更多居民使用电采暖；

新 疆 乌 鲁 木 齐 ，依 托

丰 富 的 油 气 资 源 ，“ 煤 改

气”工作走在前列；

辽 宁 大 连 ，在 老 旧 小

区推行“暖房子工程”，通

过房屋改造提高建筑保温

能力，减少燃煤消耗；

内 蒙 古 乌 兰 察 布 市 ，

同步推进棚户区改造与供

暖改造，节约改造成本；

河 北 唐 山 ，大 批 量 取

缔燃煤锅炉，大面积开展

减煤换煤，大力度推进替

代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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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自 15 日起正式供暖。经过两天
的管网升温升压，正式供暖后居民家中室
温可达 18 摄氏度。今年，北京热力集团
投入 2000 余万元对全市 26 处“低温区”
的供热设施进行改造，解决了 1.6 万户居
民室温偏低的问题。东城、西城核心区新
增 1.7 万户居民使用清洁的电采暖过冬。
目前，二环内煤改电用户总数达到 28.1 万
户，预计今冬采暖季期间可压减燃煤 28

万余吨。
今年以来，北京采取措施加大减排力

度。随着北京贵园热力有限公司、北京亦庄
物业管理中心、北京亦庄三羊供热有限公司
3 家共计 175 兆瓦燃煤锅炉的清洁能源改造
工程完成，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北京率先
建成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据了解，2014 年
3 月 15 日供暖季结束后，开发区曾经的标志
性建筑——大烟囱完成了历史使命，最后

3 家燃煤锅炉供热单位开始拆除。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出资 2.5 亿元将 3 家供
热单位原 14 台共 175 兆瓦的燃煤锅炉改造
建成 7台 29 兆瓦的燃气锅炉。目前，燃煤锅
炉改造工程已全部完工，确保今冬供暖。据
测算，这 7 台燃气锅炉投入使用后，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每年将减少燃煤使用量 3.8 万
吨，减排二氧化硫 300 余吨，减排氮氧化物
70余吨。

北 京：

1.6万户“低温区”居民温暖过冬
本报记者 杨学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