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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 月 22 日讯 记者齐慧

报道：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今天宣
布，即日起全面进入 2014 年冬季保供模
式，今冬明春将供应 607 亿立方米天然
气用于保障民生。

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今年迎峰度
冬天然气总需求为 882 亿立方米，总供
应量 820亿立方米，缺口 62亿立方米，供
需状态为超紧平衡。在今天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中国石油新闻发言人表示，通
过气田高负荷生产、高成本引进等措施，
可以向市场供应 607 亿立方米天然气。

即便如此，中国石油还要通过减压内部
企业以及可中断企业用气，优先满足民
用气需求。

冬季天然气消费的一大特点，就是
用气量显著高于非取暖季，从而形成巨
大的峰谷差。中国石油测算，2014 年取
暖季的天然气需求量，将达到非取暖季
的 2 倍。短期大量煤改气、春节后延以
及可能发生的极端天气等因素，都加大
了此次冬供的难度。

中国石油从年中即开始为冬供做预
案。在冬供高峰期，四大气区将高负荷

生产。同时，尽管进口天然气和 LNG（液
化天然气）成本较高，中国石油进口仍超
过 208 亿 立 方 米 ，均 比 上 年 增 加 10%
以上。

中国石油还投资加快储气库以及
LNG 储气站的建设。这些设施可以在天
然气用量突然增加时迅速满足需要，起
到良好的调峰作用。2014 年取暖季，中
国石油的储气库出气量将达到 30 亿立
方米。

据介绍，中国石油从入冬开始，就
有计划压减自有企业的生产用气。同

时，压减计划也会涉及非中国石油的其
他企业。历年经验显示，天然气发电、
化肥、化工、LNG 工厂等行业是配合调
峰的主要企业。尤其是在遇有极端天
气或者突发事件的时候，部分城市的政
府或者燃气公司甚至会压减小工业用
气或者出租车使用的 CNG（压缩天然
气）。

此次中国石油全面进入冬季天然气
保供模式，持续时间将到明年 3 月初。
期间，将有超过 30 万涉及天然气业务的
员工为此工作。

中石油开启冬季天然气“保供”模式
持续时间将到明年 3月初

冬季供暖事关千家万户。但每年采
暖季，不少地方会出现一些群众不满
意、企业很头疼、政府干着急的供暖问
题。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经济日报》
记者在宁夏银川市调查发现，银川市区
人口 200 万左右，供暖单位却多达 200
多个，平均每 1 万人就有 1 个供热公
司，导致标准不一，效率低下，难于管
理，推诿扯皮，已成银川市冬季供暖矛
盾的主要原因之一。

百姓期盼过暖和冬季

每到供暖季，银川市有些居民却感
到不那么自在。

“ 您 说 个 准 话 ， 到 底 哪 天 能 供 上
暖？老人孩子都冻得受不了!”11 月中
旬，当记者走进银川市住房建设和保障
局供热办时，银川市西夏区兴磷社区的
一位老大爷正在询问负责人。而此时，
银川市已开始供暖半个月。

兴磷社区是原宁夏磷肥厂的家属
院。企业破产后，由一家私人供热公司
接手供暖任务，并把小区里的供暖锅炉
房承包给个人。为省钱，该承包人暖气
经常烧得不热。小区居民拒绝交采暖
费，公司则停止供暖。如是折腾了几
年，小区居民冻得受不了到市政府上

访，市长于 2011 年春节坐镇该小区督
导供暖三天，让大家过了个暖和年。但
市长一走，一切如故。

兴磷社区的供暖难题很具代表性。
兴磷社区居委会主任李亚杰表示，“供
暖之所以出现问题，症结不是居民不愿
意交采暖费，而是供热公司服务质量
差。”

“供热公司太多，标准不一，难于
管理，服务质量良莠不齐，是造成供暖
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银川市供热办
负责人告诉记者。

供暖单位有待集中

目前，银川市共有供热单位 263
家，去年则多达 400 多家，对于只有
200 万左右人口的银川来说显然太多。
这其中，燃煤锅炉房又占到了总数的
52%，大部分是小型供热公司。

“多而小、多而散、多而旧，很难
管理。最大的问题就是供暖温度不达
标。”银川市供热办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供暖条例要求居民室内温度达到摄
氏 18 度，但由于很多燃煤锅炉房设备
旧、能耗高，为了省钱，供热单位舍不
得烧煤，因而温度不达标。而实际上，
即便供热单位尽心烧锅炉，由于小型锅
炉房负责的都是老旧社区，供暖管道老
化、房屋保温性差，也很难烧到标准温
度。交了同等标准的采暖费，却得不到
同等标准的服务，居民不满意。

记者就该问题咨询了市供热办的工
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政府目前不
能全部取缔这些小锅炉房，因为集中供
暖还没有延伸到这些区域。”

以兴磷社区为例，截至记者发稿
时，社区干部和居民代表多方奔走求
助，但该小区仍然没有供上暖气。为不
使供暖管道冻裂，供暖公司只是每天早
晚各烧一次锅炉。目前，经政府做工
作，小区居民正在补交以往拖欠的采暖
费。

专家表示，在市政供暖设施不足的
情况下，多方供暖确实很大程度上缓解
了当地供暖难题，发挥了重要的民生保
障作用。然而近年来，随着居民生活水
平的普遍提高，集中供暖的普及和环保
理念的深入人心，供暖单位过散造成效
率低下、浪费资源、污染严重和难以管
理等缺点日渐显现，改革已势在必行。

加快推进整合热源工程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从 2011 年开
始，银川市就开始制定新的供热规划，
计划分三步进行热源整合。

实施“蓝天工程”，整合热源供暖。
2013 年，银川市启动“蓝天工程”，对
全市燃煤锅炉摸底调查，重点排查锅炉
和供热管网老化严重、供热质量较差、
有并网条件的热源点。今年，全市拆除
隆源供热公司等 24 处、36 台燃煤锅炉，
涉及供热面积 175.12 万平方米，供热公

司由 2013 年的 400 多家减少到 2014 年
的263家，“瘦身”效果明显。

改造老旧小区。2014 年，银川市
投入 1.1 亿元对高台寺小区、棉厂家属
院等 6 个老旧小区实施综合整治。除进
行道路、环境改造外，还完成了楼体保
暖节能、暖网改造和供热分户改造及热
计量表安装等工作。目前，各项改造任
务基本完成。

借 鉴 先 进 经 验 ， 制 定 供 热 规 划 。
2012 年，银川委托清华大学编制了城
市供热总体规划 （2012—2020 年）。规
划的主要内容为建设“两横三纵”的大
型城市供热管网系统，利用城市周边或
者远郊大型热电联产企业的热能以及市
区内西夏热电厂一期、二期，哈纳斯热
电三厂等余热供热，通过宁东能源化工
基地余热的长距离输送技术将热量供给
城市用热，末端采用燃气分布式峰调的
方式实现银川市居民冬季生活用热。

今年 6 月，银川市热源整合迈出一
大步，两家大型热电公司的热力资产
和职责合并，成立了宁夏电投热力有
限公司。该公司最大供热半径达到 20
公里，采用远程操控、热力站无人值
守的运行方式，可为热用户提供稳定
热源。

“如果规划实施顺利，到 2020 年，
银川市的供热公司将会大幅度减少，供
暖效率及管理服务都将达到一个理想的
状态，能更好地服务和保障民生。”银
川市供热办负责人表示。

日前，《经济日报》 记者跟随国家海
洋局组织的“海疆万里行”活动，走进
青岛西海岸、舟山群岛、珠海横琴三个
国家级新区，探寻发展海洋经济、引领
经济转型升级的轨迹。

高达 90 米的四根桩腿像擎天柱，
60 米长、40 米宽的巨大船身像一座海
上移动城堡，可以起降直升机⋯⋯ 《经
济日报》 记者走近这个由青岛海西重机
有限责任公司自行研制的我国第一个四
桩腿自升式多功能海洋生活平台，不禁
为 海 洋 工 程 装 备 的 雄 伟 魅 力 所 倾 倒 。

“它能容纳 150 人在上面生活、工作，
设施达到三星级宾馆标准。”海西重机
副总经理朱声凯自豪地说，“除发电机
之外，所有的设备都是我们自己制造
的，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国产化率
达到了 90%。”

以传统的造船业为例，2008 年国际
金 融 危 机 爆 发 后 ， 造 船 业 开 始 下 滑 。

2012 年，随着以前的订单消化殆尽，造
船业坠入了行业“冰点”。如何在危机中
求生存？

“现在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是生产、
生活都在一起，事故中很容易造成重大
人员伤亡。我们从中看到了潜在的市场
需求，萌发研制多功能海洋生活平台的
想法。”朱声凯说，为了研制新型平台，
海西重机投入了大部分自有资金，可谓
破釜沉舟。

功夫不负有心人，平台处在试制阶
段时，前来看货的客户就已经络绎不
绝。“我们又接到了 10 台订单。”朱声凯
庆幸他们走对了路。在造船业低迷的大
环境下，海西重机危中寻“机”，在海工
装备市场上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凭借的
是对市场的敏锐嗅觉和自主创新的开拓
精神，通过及时转型升级，迎来企业发
展的又一个春天。

同样希望通过转型升级摆脱行业困

境的不止是海西重机。今年青岛西海岸
新区正式成立，成为一大批传统企业转
型升级的主战场。董家口循环经济区工
委副书记、管委副主任封洪海告诉记
者，青岛钢铁、青岛双星等一批青岛市
区的老企业即将搬迁到这里。

这种搬迁绝不是“换汤不换药”的
异地重建，而是伴随着“腾笼换鸟”式
的产业升级。紧邻董家口港的 40 万吨级
矿石码头，青岛钢铁现代化精品钢铁生
产基地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负责人介
绍，这里将主要生产汽车子午线轮胎用
钢等产品，目标瞄准汽车、高端装备制
造等产业，向特钢转型将带给青岛钢铁
走向新生的动力。

善于从危中寻“机”的，还有浙江
舟山群岛新区的船舶交易市场。面临航
运业的“寒冬”，浙江船舶交易市场通过
完善配套船舶服务体系，将服务领域从
单一的船舶交易拓展到整个航运产业

链，涵盖船舶设计、船舶评估、船舶勘
验、船舶工程、船舶进出口代理以及劳
务代理等各领域，去年盈利约 400万元。

在近海渔业资源日渐减少的形势
下，传统渔业也在向“深蓝”迈进，大
力发展国际远洋渔业成为必然选择。青
岛鲁海丰集团副总经理薛波告诉记者，
目前鲁海丰集团在已有 14 艘 1200 马力
以上大型远洋捕捞船只的基础上，以印
度尼西亚项目为起步，制定了“南下南
洋(东盟)，西进印度洋”的远洋渔业发
展战略，规划建设集捕捞、制冰、修
船、渔港码头、冷藏基地、水产品加工
基地等设施于一体的国际化远洋渔业
基地。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
生物制品业、海水利用业、海洋可再生
能源业等海洋新兴产业蓬勃兴起。“向海
而兴”，发展海洋经济正成为我国经济转
型升级的突破口。

向海而兴 危中寻机
本报记者 杜 铭

12 月 22 日，河北石家庄地铁一号线人民广场站项目

工区，中铁隧道集团工人正在包饺子。当日是我国农历

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该项目工区组织一线工人一起包

饺子、过冬至，暖意融融。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饺子飘香过冬至饺子飘香过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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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科学家说，人的一生
要想在某方面真正有所建树，
其实很简单：持续专注 10 万
小时。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王仪田的研发生涯或许就
是 这 一 判 断 的 一 个 鲜 活 的
例证。

硕士毕业，走进工厂；一
个 人 ， 一 种 岗 ， 24 年 不 变
样。正是这种在外人看来简单
到几乎毫无“变量”的职业经
历，成就了王仪田在透平压缩
机技术领域的杰出与卓越——
24 年间，王仪田主导或参与
研制的各类首台套和先进高效
轴流压缩机组逾 1600 多套，
创造产值近 270 亿元，每年为
国家节电逾 63 亿度；先后两
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一身深蓝色的工装，遮掩
不住王仪田身上那种技术专家
的学术气质。在陕鼓动力和业
界，王仪田持之以恒的两项

“爱好”人尽皆知：一是常年
不辍记专业笔记；二是专精至
上撰写论文。整日忙碌在项目
一线，却能够把项目实践与学
术研究融为一体，这是作为企
业工程师的王仪田的过人之
处。多年来，王仪田先后发表
专业论文 43 篇，其中 3 篇刊
登在国际专业期刊。“师傅在
工作中对细节非常重视，在作
报告时对文字和格式极尽完
美，近乎苛求”。在王仪田的
徒弟，陕鼓动力公司工程师许
靖眼里，严谨、专精的师傅就
像一个科学家。“师傅很善于
大项目的统筹，我国首套国产 0.6 米连续式风洞压缩机
组、宝钢湛江 5050 立方米高炉鼓风机组等，在师傅带
领的团队攻关下，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牵头的这些
项目，每一份技术方案报告都是厚厚一本，不只思路清
晰，内容饱满，单论结构条理、文字格式，几乎可以直
接打印出版了”。

冬日的阳光斜洒在王仪田的办公桌上，刚完成的
“2.4 米连续式风洞驱动用主辅压缩机设计方案”等三
大本总计逾 1500 页的项目研究报告，凝结着王仪田团
队 3200 个 日 夜 往 返 于 实 验 室 、 车 间 、 项 目 现 场 的
辛劳。

连续式跨声速风洞是飞机、导弹等航空航天飞行器
空气动力学研究的重要装置，由于布局形式的需要，风
洞动力系统必须采用轴流式压缩机。这样的机组由于技
术难度大、工艺复杂，过去一直被国外进行技术封锁。
9 年前，陕鼓动力公司和王仪田扛起了这个国家重大装
备技术攻关的重担。

9 年时间，王仪田和他的研发团队不知放弃了多少
个节假日和与亲人团聚的日子，图书室查资料、实验室
检测气动性能、项目现场往返奔波⋯⋯有人说，中国高
端制造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心差距在于材料和工艺，
而王仪田认为，其实还有一个短板：至诚专精的态度。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2014 年 3 月，王仪田和他
的团队在先后攻克气动、结构优化、油气密封、防腐
蚀、低雷诺数下防喘振、转子动力学、高转速控制精度
等多项跨学科技术难题后，国产第一套生产用 0.6 米连
续式跨声速风洞压缩机组在用户现场运行成功，性能完
全达到或超过各项设计指标要求。不仅填补了国内空
白，打破了国外对该项技术的垄断，而且在世界风洞领
域展现了中国制造的智慧与精诚。

采访王仪田，他递过来的名片上头衔非常简单：
高级工程师、专业技术总监。没有任何行政职务。

“我们企业一直施行‘人才双通道’，无论在待遇还是
工作环境等方面，企业都会专门着力保障和倾斜，以
确保研发技术人员安心创新”。

作为国内轴流压缩机技术领域市场占有率最高的
领军企业，近年来，陕鼓动力公司研发投入占到销售
收入始终保持在 8%以上。安心才能创新，专注与持恒
成就了一位杰出的行业高技术专家，而这样的品质不
仅源自个人品质，同样也离不开企业鼓励创新的文化
环境。

由陕鼓动力王仪田的研发团队承担的 5050 立方米
级高炉鼓风机组不久将在试车台位上进行各种性能测
试。“陕鼓已经设计和制造了 1600多套各类型轴流压缩
机替代进口，如果全部进口这些压缩机，要花的外汇将
超过 100 亿美元。同时，我们现在已经出口到国外 40
多套轴流压缩机，并创汇近 10 亿美元。”说起成绩，王
仪田挺自豪。

成于

﹃
专精

﹄
贵在

﹃
恒
﹄

—
—记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专业技术总监王仪田

本报记者

张

毅

（上接第一版）

由粗变精突破过剩关

12月 6日，唐山渤海钢铁有限公司与
丰南区政府及金融机构签署项目合作协
议，正式开启丰南钢企联合重组暨城市钢
厂搬迁改造工程。据介绍，这个由丰南区
10 家钢铁企业重组而成的钢铁集团，将
搬迁至距离丰南区 40 公里的渤海沿海地
区，企业投产后，丰南区将实现净压减炼
铁产能 355万吨、炼钢产能 536万吨。

重组减量置换，是唐山市化解产能过
剩的重要手段之一。突破产能过剩，是唐
山正在跨越的又一道关。

化解产能过剩，唐山规划了四条路
径：“强制关停一批，环保标准倒逼退出一
批，市场变化淘汰一批，重组置换整合一
批”。目前，唐山自行提高标准，把 450 立
方米以下高炉、40 吨以下转炉确定为相
对落后，提前强制关停；运用经济杠杆，实

行差别电价、水价，把一些环保条件差的
企业挤出市场；实行钢铁产能交易、排污
权交易、燃煤量交易，运用市场手段使一
部分钢铁企业退出市场。截至今年 10
月，唐山市已削减钢铁产能 1792 万吨，预
计到年底将完成削减任务的一半；削减水
泥产能 74.1万吨，占削减计划的 56%。

钢铁产能过剩其实是结构性过剩。
依托原材料产地这一优势，唐山钢铁大做

“精”字文章，投资 44.2 亿元的唐钢高强
度汽车板及高强度管线钢、高磁感取向硅
钢、高强度抗震钢筋钢等一批精品钢材产
品先后投达产，带动钢铁行业利润水平明
显止跌回升。2013 年钢铁工业完成工业
增加值 1004.3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32.8％，较“十一五”末下降 9.6 个百分点；
但实现利税 68.8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
的 32.8％，较“十一五”末提高 11.8 个百
分点。

为了把资源“吃干榨净”，今年以来，
唐山谋划实施投资 60 亿元的天地矿业采

选煤装备制造等亿元以上钢铁深加工项
目 143项。今年 1至 10月，全市钢铁深加
工产业消耗本地钢材已达 1376 万吨，占
全市钢产量的 18.9%，如首钢公司，依托
本地钢材资源，发展 50 吨到 240 吨的大
型载重汽车。目前他们的产品不仅被国
内 60 多个大中型矿山广泛采用，同时远
销越南、俄罗斯等国家。

由旧变新突破转型关

为了消减压产能给唐山带来的“钱袋
子”压力和就业压力，市委、市政府瞄准战
略性新兴产业谋发展，突出狠抓技改提
升、规模集聚、创新创造三项工作。

抓技改提升实现“有中生新”。三年
来，实施投资千万元以上技术改造项目
1395 个，累计完成技术改造投资 2665.2
亿元，年均增长 35%以上。技改提升使唐
山轨道客车公司、开诚集团、百川集团等
多家企业已成为高端装备制造龙头企业。

没有规模经济，就不可能有规模效
益。唐山狠抓发展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
两个重点。围绕陶瓷、奶业、自行车零部
件、电子元器件、矿山机械等行业培育产
业集群 35 个，集群内企业 2147 个，配套
企业 884 个，相关三产企业 739 个，年实
现营业收入 4239.3 亿元，从业人员 44.9
万人。年营业收入百亿元以上产业集群
达到 11 个，省级示范产业集群 3 个，公共
技术服务平台 17家。

抓创新创造“无中生有”。截至目前，
唐山市共建设了市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创新研发平台 105
个，省级技术中心 79 家，使得高端装备制
造、抢险机器人、片式石英晶体元器件、超
声仪表和弯管流量计、铅酸蓄电池等产品
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2014 年，全市
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123 项，总投资
1194 亿元，年度投资 150 亿元。其中在
建项目 87 项，总投资 542 亿元，对增强唐
山发展后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银川：求解供暖不“集中”难题
本报记者 拓兆兵 许 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