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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6点，村子笼罩在一片弥蒙之中，空气
里的刺鼻气味直呛人。这里是邢台市柏乡县西
汪镇西施庄村。为了冬季取暖，村里几乎家家户
户都配备了燃煤小锅炉，烧的多是大块烟煤。

“早起和傍晚添煤时，味道最呛人。”今年
64 岁的村民冯双玉蹲在自家院子角落的煤
堆旁，边说边用锤子敲碎大块煤撮入簸箕，转
身进屋把煤块倒进炉膛。顿时，黑烟升腾，呛
鼻的味道也弥漫开来，冯老伯赶紧关上炉盖，
叹道：“大块烟煤上火快，就是烟大味呛。”

爬上房顶，放眼望去，村里家家户户的烟
囱都在冒着烟，颜色各不相同，有黑烟、黄烟、
白烟。冯老伯说，质量好一些的烟煤能烧透冒
白烟，质量差的烟煤烧不透净冒黑烟，还有的
人家把秸秆混在烟煤中烧，黑烟中带黄烟。

为了控制农村燃煤污染排放，从 2014
年起，河北省加快了推广洁净型煤的步伐。
石家庄、邢台等地都出台了型煤销售价格补
贴政策。

洁净型煤以无烟煤粉为主要原料，加入
添加剂后经机械加工成型，其热值高、燃烧时
间长。相比原煤散烧，洁净型煤二氧化硫排放
减少 70%以上，氮氧化物减少 50%，粉尘减
少 80%以上。

“烟这么大，为啥不用洁净型煤呢？”记者

问。“型煤烟是小，可价格不便宜呐。”冯双玉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烟煤每吨 450 元至 650
元，洁净型煤每吨 800 元至 900 元，即便柏乡
县有每吨150元的价格补贴，买一吨型煤还是
比大块烟煤贵出 200 元左右。他一家 5 口人，
一个冬天大约要烧 2.5 吨煤，这么一来，一个
采暖季就要多花 500多元。西施庄村不富裕，
人均年收入 5700元左右，在柏乡县处于中等
水平，当地村民每亩地年收入大概也就千余
元，买型煤多花半亩地的收入，大家舍不得。

除了价格贵，型煤上火慢、火头小，也让
村民们觉得“不好使”。记者好不容易在西施
庄村找到一家用型煤的农户，户主是 90 多岁
的贾大娘。大娘患有喉疾，说话有些含糊，村
支书高利峰在一旁向记者介绍情况。原来，这
些型煤不是大娘家买的，是亲戚送的。

“村里人不爱用型煤，除了价格贵，还有
等半天才上火，火苗又低，没法做饭。”高利峰
说，村民烧煤大多一炉两用，取暖之外，还烧
水或煮点简单的饭菜。各户现在用的炉子都
是烧大块烟煤的，炉膛比较高，型煤火头小，
和炉子不匹配，如果要换与型煤专门匹配的
炉子，还要花个近 2000 元。“不过型煤耐烧、
烟小，大娘家用来取暖倒是合适。”高利峰说。

在邢台市沙河市中高村，由于沙河对型

煤的价格补贴力度更高，用型煤的农户多些。
村民路振保家的炉子为 7 组暖气片供暖，炉
子烧的是型煤，屋子里暖腾腾的。不过，他家
炉子边，除了型煤外，还备着一小堆烟煤。路
振保解释，烟煤是用来做引煤的，这样火旺得
快些，不过加了烟煤，烟囱就会冒黑烟。

中高村的村民告诉记者，型煤烧完的煤
渣也挺闹心的，这些煤渣很硬，踩不碎，不好
再利用，人们大多把煤渣堆在院子里，过一阵
子就当垃圾倒掉。

记者调查发现，推广时机不佳是洁净型
煤遇冷的另一个原因。邢台市 2014年开始推
广洁净型煤，因为涉及财政补贴，招投标有一
个过程，洁净型煤厂到 9 月才生产。等型煤上
市时，已过了村民备置冬季采暖用煤期。

“村民一般刚入秋就开始备煤，往往一次
都把整个冬天的煤备齐了，买得早价格比较
便宜。”柏乡县西汪镇党委书记孙志勇告诉记
者，邢台市型煤推广的任务已经分解到县和
乡镇，2014 年西汪镇推广清洁型煤的任务是
1500 吨，结果才完成 1/3 的进度。“今年推广
一定要赶早。”孙志勇盘算着。

“今年肯定要试用洁净型煤，好不好用我
都要试，在村里带个头。”西施庄村的村支书
高利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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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霾，先要抓住七寸。

调查显示，燃煤是京津冀地区雾霾的一大元

凶。推广清洁煤，抓住了要害。煤炭是中国的主

要能源，大力发展清洁能源，首先要高效利用清

洁的煤，当前及未来较长一个时期，推广清洁

煤，是相对经济又最可行的一条路径。

对于工业用煤，不少地方已采取系列管控措

施，而对民用煤造成的污染，往往容易忽视。由

于缺乏有效监管和减排设施，民用煤造成的污染

与工业用煤几乎旗鼓相当。河北推广民用洁净型

煤，对于冬季采暖原煤散烧情况较为普遍的地区

而言，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治霾，还要深耕一尺。

找准了问题的切入口，政策奏不奏效，还要

看方法对不对路，措施细不细致，这些需要在政

策执行过程中不断检视修正。

从目前来看，河北推广清洁煤取得了一定成

绩，也存在一些困难。以邢台为例，难点主要集

中在几个方面：在百姓看来，洁净型煤价格偏

高，虽烟少耐烧但上火慢、火头小，炉具不匹配

更增添不便；在供煤企业看来，政府补贴力度还

不够，百姓对洁净型煤认知度不高，去年投产晚

错过销售期，推广有难度；在政府部门看来，现

行的价格补贴已让有限的地方财政吃紧，未来资

金缺口会更大，另外，推广洁净型煤有具体举

措，但限制村民燃烧劣质散煤却缺乏有效手段。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调整思路、细化措施，

政府、企业、公众三方齐给力。

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落实制度

安排，可将民用清洁煤推广纳入大气污染防治财

政专项资金使用范围，使各地补贴力度、财政负

担大体均衡；要明确民用燃煤污染排放的监管部

门，推进管理形成合力；要注重政策的前瞻性，

对接市场需求，把重点放在制定清洁煤的标准上

而不是限定某种具体产品；要适时调整政策思

路，把财政补贴企业生产、居民消费的模式，变

为用引导资金撬动全产业链综合利用、构建循环

发展生态的模式，把对终端产品的补贴，变为对

关键中间环节的投资，真正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供煤企业则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要意识

到，政府扶持只是催化剂，必须注重自我“造

血”而非依赖政府“补血”。一是加快转型步

伐，抢抓政策窗口，拥抱市场、培育市场；二是

变单兵作战为强强联手，通过丰富上下游产业

链，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经营成本，赢得市场。

社会公众也要逐步转变观念，不断增强环境

保护人人参与人人有责的意识，共同为改善空气

质量贡献出一份力。采访中有一点印象很深：在

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老百姓是愿意多花一点钱购

买清洁煤的，利人也利己。

治霾，

抓住七寸深耕一尺
潘笑天

推广清洁煤，供煤企业又如何看呢？
为此，记者来到西汪镇一家规模较大

的煤场采访。该煤场负责人老翟说，当地老
百姓冬季取暖大多还是用烟煤，烟煤有市
场，主要因为价格便宜。不过他也明显感
到，并不是价格越低销路越好。

“劣质煤价格是便宜，但烟太大，老百
姓也不愿买。”老翟摆着手说，他现在进货
虽然还是烟煤，但质量要好一些。

为何不卖清洁煤呢？老翟说，去年以来
煤价走低，清洁煤价格高销路不好，他叹了
口气，“去年拉的白煤还赔了 4000 多元。等
洁净煤有市场了，能赚钱了，我再转型。”

说到转型，河北焱鑫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先走了一步。“洁净煤是未来趋势，我看
好这个市场。”邢庆刚说。他在北京学的是
酒店管理，后来到邢台一家酒店搞销售，去
年到沙河市，当上了公司销售副总经理。

焱鑫能源通过竞标，成为沙河市指定
的洁净型煤生产企业。厂区位于沙河市十
里亭镇，年生产能力 20 万吨。生产车间自
动化程度较高，给料、搅拌、成型、装袋等形
成一条流水线，由机械手完成。厂房里，绿
色编织袋装的洁净型煤成品整齐码放着。
记者拿出一块型煤端详着，扁圆形的型煤
表面光滑，硬度很高，踩脚下也不容易碎。

邢庆刚说，目前洁净型煤销售价格约每吨
850 元，邢台市和沙河市两级加起来每吨
补贴 250 元，农户凭身份证购买享受优惠，
实际购买价格为 600 元一吨，企业凭销售
凭据再向当地政府部门申请补贴款项。

邢庆刚说，目前厂子实际销售型煤约 2
万吨，正在农村推广试用，2014 年覆盖了
沙河市的 6 个乡镇，今年将覆盖整个沙河
市。“村民对价格比较敏感，即便有补贴，型
煤价格还是偏贵，另外，炉子不匹配也叫人
头疼，公司准备专门定制 1000 多套型煤专
用炉，打折配给村民。”

厂区一旁，新的办公大楼和车间正在
建设中。“公司计划上马 100 万吨的洁净煤
生产线，主要瞄准沙河市玻璃企业，希望能
替换排放量比较高的工业用煤。”邢庆刚
说，目前，洁净煤只补贴民用，盼望政府能
扩大补贴范围。

嗅到商机决定转型的还有邢台市泰岳
工贸有限公司。该公司总经理刘万印说，公
司原先主要从事机械零部件加工、煤炭批
发、洗精煤加工、冶金炉料批发零售等，现
在把宝押在了兰炭洁净型焦上。

兰炭型焦以优质块煤炭化后的兰炭末
为原料，按一定比例添加除硫剂、黏结剂、
助燃剂后加压烘烤成型。外形和型煤相似，

貌如鸡蛋般大的圆球，但重量较轻，表面粗
糙有细微小孔，便于充分燃烧。

刘万印说，兰炭型焦含硫小于 0.3%，
仅相当于原煤的 1/3，与原煤散烧相比，可
减少黑烟排放 95%，颗粒物减少七到九成，
二氧化硫减少 90%，热效却是原煤的 1.2 倍
以上。另外，兰炭型焦夜间封火燃烧时间长
达 12 小时以上，热量释放均匀稳定性好，
夜间不用起来添煤，特别适合居民取暖。

目前，真正掌握兰炭型焦生产工艺的
企业并不多。“内蒙古汇能煤电集团是为数
不多的一家，这正是我们寻求他们作为合
作伙伴的原因。”刘万印说。

“我们已经把生产兰炭型焦的工艺配
方给了泰岳公司，希望借助他们打开邢台
市场。”内蒙古汇能煤电集团总经理助理安
金胜说。他把记者带到两台炉具前，一边是
普通炉具烧着散煤，另一边是专用炉具烧
着型焦。记者撮了一簸箕散煤倒进普通炉
子，瞬间黑烟直冒。再往专用炉具里添上型
焦，几乎没什么烟，几分钟后，火头旺了起
来，火焰高度本就不低，加上专用炉具降低
了炉膛高度，不耽误生火烧水煮东西。

刘万印说，兰炭型焦目前产量小，成本
较高，每吨价格约 850 元，加上邢台市还没
有将型焦列入洁净煤补贴范围，因此推广

难度比较大。不过，刘万印倒是看得明白：
“政府补贴只是过渡性办法，最终还是要靠
市场说话。我感觉未来兰炭型焦这个产品
是有竞争力的，眼下要提升市场的认知度，
通过扩大规模降低成本。”

安金胜介绍，汇能煤电集团正在摸索
延长煤化工产业链，在块煤转化为兰炭的
过程中，还能将原先煤炭直烧时所排放的
污染物变废为宝，提取制作煤焦油、焦炉煤
气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成汽油、柴
油以及 LNG 等产品。这种综合利用大大降
低了兰炭的生产成本。转化所得的兰炭中，
直径在 3 厘米以上的兰炭块还可出售给铁
合金厂、钢厂等，剩下的兰炭末则可以成为
型焦的原料。

据了解，优质块煤成本为每吨 320 元
左右，通过这种全产业链的综合利用，每吨
煤大约能增加 100 元的毛利。这也使得汇
能煤电集团能以每吨 250 元左右的价格，
将兰炭末出售给泰岳工贸公司。

在刘万印看来，兰炭末的价格仍然有
些高。他希望，汇能煤电集团能在煤化工全
产业链上做足文章，不断提高中间生产环
节的增值部分，进一步降低兰炭末的价格，
以节省生产兰炭型焦的成本，“省下的钱则
用来免费送专用炉具，更好地打开市场。”

对于治理大气污染，邢台市下了很大
的决心。河北邢台市委书记张古江说，邢
台一直在处理稳增长、调结构、治污染的
关系，通过压煤、减排、降尘，发展新兴
产业，全力治理自然生态。“必须全员、
全力、全年、全时段、全地域、全产业攻
坚克难。”张古江说，要通过有力的治理
措施，淘汰落后产能，倒逼转型升级，谋
求高质量的绿色发展。

去年，邢台市大气污染治理投入资金
37.62亿元，其中的重头任务是压减煤炭使
用量。邢台市发改委副主任刘益民透露，去
年邢台关停拆除部分烧结机、高炉和玻璃
生产线，淘汰 10 吨及以下燃煤小锅炉 535
台，减少燃煤 90 万吨。同时，大力推广洁净
煤，一方面取缔非法煤炭经营企业 80 多
家，另一方面建设洁净型煤生产配送中心
体系，目前13家洁净型煤企业已建成投产。
去年，共推广洁净型煤替代原煤散烧 10.2
万吨，仅次于石家庄市位居河北省第二。

系列举措已初见成效。数字显示，去

年邢台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21690吨、氮氧
化物 34058 吨、烟粉尘 10450 吨，大气
主要污染物 PM2.5、PM10 和二氧化硫浓
度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18.1% 、 20.1% 、
33.6%，二级及以上优良天数达 87天，比
上年增加 49天。

不过，刘益民也坦言，目前推广洁净
型煤的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困扰，资金缺口
的难题首当其冲。据介绍，石家庄、邢台
等地都制定了洁净型煤价格补贴政策，由
于各地财政实力不同，补贴力度也各异。
例如，石家庄市每吨补贴 360 元，邢台市
仅 150 至 200 元。邢台市不同县乡的情况
也不同，条件相对较好的沙河市自掏腰
包，每吨补贴提高至 250 元，而柏乡县则
只有 150元。

相邻地区补贴力度悬殊，补贴少的地

方，百姓买洁净型煤的积极性打了折扣。而
现行补贴政策也已让财力薄弱地区感到负担
不小。据测算，若将邢台市每年 250 万吨的
民用煤需求全部换成洁净型煤，按每吨 200
元标准补贴，共需 5 亿元财政资金。“小范
围推广时进行价格补贴，地方财力还能支
撑，如果全面铺开，资金缺口就太大了。”
让刘益民直挠头的是，国家和省财政资金只
对洁净型煤生产配送中心建设给予适当补
贴，对百姓购买清洁煤没有补贴。他建议，
相关部门在严格制定清洁煤标准的基础上，
能将推广清洁煤特别是民用清洁煤统筹纳入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明确大气
污染防治财政专项资金可用于清洁煤价格补
贴；同时，根据制定较为平衡的补贴标准，
减少补贴价差。

在调研中记者还发现，农村散煤燃烧尚

属监管薄弱关节。邢台市发改委负责洁净
型煤的推广，但不负责监管农村原煤散烧。
环保局对工业排放已有管控措施，但农村
燃煤污染排放却难以纳入监控。邢台市环
保部门一位工作人员透露，环保局主要负
责监管企业排污，农村大气污染由农业局
管。据了解，邢台市为治理农村污染设立了
农村面貌改造提升工作办公室，但在“提升
办”去年主要抓的 15 件实事中，尚未包括
散煤污染治理。

采访中，相关职能部门、基层乡镇干部
和村民都希望通过《经济日报》呼吁，能尽
快补上农村大气污染的监管空白，设立专
门机构对民用煤特别是农村原煤散烧进行
监管，制定燃煤污染排放标准，加强劣质散
煤销售使用的管控力度，鼓励民用清洁煤
的推广使用。

农户：推广不畅 存在三大原因

政府：大力扶持 多方共同努力

企业：嗅觉敏锐 转型先行试水

在河北邢台市，煤炭燃烧、汽车尾气、
工业排放是 3 大污染源。其中，燃煤又是污
染 重 头 。 数 据 显 示 ， 邢 台 年 用 煤 总 量 约
2500 万吨，其中民用煤约 250 万吨，主要
用于农村冬季采暖。

由于农村散烧煤大多质量差，加之直燃

直排没有净化装置，于是，这十分之一的民
用煤“贡献”了全市一半的煤炭污染排放
量，与工业用煤制造的污染不相上下。

在采取压、减、改等举措治理工业用煤排
放的同时，为了减少农村原煤散烧造成的污
染，河北省从 2014年起加快推广一种叫洁净

型煤的民用清洁煤，石家庄、邢台等地还纷纷
出台了对洁净型煤销售价格补贴的政策。

近日，《经济日报》记者专程赴邢台蹲点
调查，广泛走访农户、企业，并与当地职能部
门座谈，一探民用清洁煤推广的成效和遇到
的难题。

无烟型煤以无烟
煤粉为原料，加入添
加剂后经机械加工成
型，其热值高、燃烧时间长。

兰炭型焦以优质块煤炭化后的兰炭末为原
料，按一定比例添加除硫剂、黏结剂、助燃剂后加
压烘烤成型。其外形如鸡蛋般大小，重量较轻，表
面粗糙有细微小孔，便于充分燃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