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9月25日 星期一 13

执行主编 陈 郁

责任编辑 向 萌

美 编 夏 一 高 妍

联系邮箱 jjrbms@163.com

日前，全国最大的省级充电设施智能
服务平台揭开神秘面纱，该平台由“粤易
充”APP、“粤易充”门户网站以及智能监
控系统组成。目前已接入18家充电设施
运营商，拥有充电站 1819 座、充电桩
13438个，能够满足全省1/5的电动汽车
用户同时在线充电。随着更多运营商的加
入，这一数据还在不断攀升。
当天，广东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促进联盟成立。据了解，广东省充电设施
与电动汽车发展现状尚不协调，一方面，充
电设施的规模和密度仍不能满足电动汽车
出行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充电设施技术发

展“一直在路上”，尚未探索出一套成熟的
商业模式。
联盟的成立将对以上问题各个击破。

据介绍，联盟由能源供应商、充电设施制造
商、充电运营服务商、第三方机构和相关社
团组织等组成，下设技术协同委员会、充电
设施标准实施促进委员会等，将致力于研
究制定充电设施标准，推进相关技术链条
完善与畅通，促进充电运营服务规范化和
规模化发展，实现充电设施互联互通，推动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良性发展。
充电桩利用率不高是制约充电设施运

营的重要问题。由于充电运营商多且分

散，运营商与用户之间存在着“信息差”，存
量充电桩形成一个个“孤岛”，电动车车主
要么找不到桩，要么找到了桩却用不了，这
种现状导致不少充电桩自建成之日起就处
于闲置状态。
受广东省发改委委托，南方电网广东

公司负责开发建设的“粤易充”APP作为
全国最大的省级充电设施智能服务平台，
实现了充电桩的互联互通。横向上，为用
户提供不同充电运营商的选择，用户在全
省21个地级市均能找到多个可用充电桩；
纵向上，为用户提供“一键”服务，即一键寻
桩、一键导航、一键充电、一键支付，用户可

以就近搜索，也可以垂直搜索指定运营商。
此外，智能监控系统还深挖“充电大数

据”内涵，支持数据开放共享，实现了充电
设施建设布局分析、场站运营分析、用户行
为分析、服务半径分析、接入数据核查、补
贴申领等功能，可为政府决策和监管提供
有效的数据支撑。
据了解，广东省将大力推动高速公路

充电设施建设。到“十三五”末期，全省将
完成珠三角环线高速G94、沈海广州支线
S15、广澳高速G4W、广惠高速S21、莞佛
高速G94（11）服务区城际快充站建设，实
现珠三角环线充电网络的贯通。同时，打
通出省“大动脉”，完成京港澳高速G4、沈
海高速G15、广昆高速G80、长深高速G25
服务区充电网络全覆盖建设，实现广东地
区“一纵一横两辐射”高速干线充电网络贯
通，充电网络连通各地市及周边省份。
据估算，2016年至2020年，广东省充

电设施建设总投资约540亿元，预计可拉
动动力电池产值约420亿元、电动汽车产
值约2200亿元。

刚刚步入9月份，雾霾就已经给了京
津冀多次“脸色”。环保部通报称，今年秋
冬季天气形势不容乐观，重污染天气过程
相对提前，让人们对供暖季的到来更加担
忧。据相关统计，整个北方城镇中有将近
40%、农村有超过90%的地区仍然用散煤
燃烧取暖，已成为我国北方地区冬季雾霾
的重要成因之一。如何为寒冬烧起无污染
的“清洁柴火”？
今年5月份，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

部、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4部门组织开
展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
点工作。天津、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
衡水、太原、济南、郑州、开封、鹤壁、新乡12
个城市入围首批试点。

要清洁也要接地气

采取“接地气”“受欢迎”的清洁取

暖模式，要确保成本较低、效益较高，

技术上合理、经济上可行

这是一场投入巨大的探索。中央财政
根据试点城市规模大小，对直辖市每年奖
励10亿元，省会城市每年奖励7亿元，其他
地级市每年奖励5亿元。试点城市在3年
内地方财政投入约697亿元，计划吸引社
会资本超过2000亿元。
资金保障充足，但花起来却不能“任

性”。“要采取‘接地气’‘受欢迎’的清洁取
暖模式，确保成本较低、效益较高，技术上
合理、经济上可行。”财政部副部长刘伟表
示。要实现“接地气”的清洁取暖，需要试
点城市结合自身发展需要和资源条件，因
地制宜设计切实可行、居民欢迎的清洁取
暖技术路径。
“试点城市清洁取暖方案一旦确定，就

将在短期内大范围推广某几种技术路线，
相关清洁供暖设施、管线等投入使用后，很
难更改。因此，从避免浪费、避免返工的角
度，在确定清洁供暖技术路线时，有必要进
行全面分析，认真选择。”国家能源局副局
长刘宝华强调。
保定市市长郭建英介绍，保定市聘请

了环科院和“千人计划小组”专家对空气污
染源进行解析，认为燃煤污染是主因，继而
确定了“治霾先治煤、治煤先治散”的基本
思路，规划了“以集中供热为基础，以气代
煤和电代煤为主要路径、以多种清洁能源
替代为补充”的技术路线。“保定将实施分
域治理，在北部禁煤区推行气（电）代煤；在
主城区重点推行集中供暖；在环主城区禁
煤区按照‘集中供热—管道气替代—液化
天然气（LNG）替代—电替代’的次序优选
路径；在其他县域及平原村，以气代煤和电
代煤为主，在地热资源丰富的区域推广地

热工程；在偏远山区村实施清洁燃料和优
质煤品使用方案。”郭建英说。
“廊坊将充分发挥气源丰富、气网发

达、燃气基础扎实的优势，以气为主、以电
为辅抓推进。”廊坊市委书记冯韶慧介绍，
廊坊构建以电力和天然气为主、地热能和
太阳能为辅的能源体系，健全清洁取暖全
链条；在布局上突出4个重点，即清洁能源
基础设施建设、清洁能源替代、建筑节能改
造、生态环境建设。

郑州市常务副市长王跃华介绍，郑州
积极打造“热电联产为主、燃气锅炉为辅、
管网互通、集中调度”的冬季采暖供热模
式，初步形成了以集中供热为主力、点状分
散供热为补充的城市供热格局。

不达标将被“一票否决”

绩效考核将分成年度考核和总考

核等多个阶段和层次，年度考核不达

标的暂缓安排奖励资金，总考核不达

标的将被“一票否决”，即取消试点城

市资格、扣回全部奖励资金

“试点城市是清洁取暖的责任主体和
实施主体。”刘伟指出，试点城市要细化实
施方案、加快分解落实，切实增强经济性、
适用性和可操作性；要创新投入机制、发挥
资金效益，理顺电价、气价、供暖价格等体
制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投入；要坚决完
成清洁取暖改造任务，3年内城区散煤取暖
“清零销号”、农村地区完成绝大多数改
造。据介绍，四部门还将组织绩效考核，督
促试点工作。绩效考核将分成年度考核和
总考核等多个阶段和层次，年度考核不达
标的暂缓安排奖励资金，总考核不达标的
将被“一票否决”，即取消试点城市资格、扣
回全部奖励资金。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易军说，各
试点城市要围绕“散煤供暖销号”和“建筑
能效提升”目标，分解落实工作任务，加强
组织领导，明确配套政策，强化绩效考核，
确保试点取得实效。要强化质量安全监
管，对清洁取暖项目的设计、施工、验收等
环节进行全过程监管，加强对清洁采暖设
备、建筑节能材料产品的质量管理。
“石家庄将清洁取暖建设纳入了政府

工作年终考核体系。”石家庄市常务副市长
李雪荣介绍，石家庄建立了试点项目库及
分年度试点项目台账，项目总数214个，今
年实施130个，明年实施41个，2019年实
施43个，实现清洁供热改造面积3.3亿平
方米。石家庄还逐步完善政策保障体系，
出台了《市清洁取暖推进实施意见》《清洁
取暖专项规划》《燃气供暖锅炉房建设技术
导则》等政策、技术文件，对清洁取暖项目

的立项、规划、设计、施工、验收、运营等各
环节进行全面规范。
天津市武清区区长戴东强介绍，针对

“无煤区”建设的大量手续工作，武清区成
立手续办理专项工作组，发挥“一颗印章管
审批”的优势，建立项目绿色通道机制，创
新采取“以函代证”“容缺后补”等方式，全
面提高手续办理效率。
郑州市出台了《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

市工作考核评价办法》，明确进度考核、资
金考核、成效考核等相关内容。同时，还建
立了清洁能源利用项目建设定期督查、工
作例会、观摩评比、信息报送、督导考核等
工作机制。
廊坊市全程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专

业队伍实施监管，强化督导考核。市级成
立督导组，县级成立工作组，乡镇设立指挥
部，村街设立协管员。目前，市级已开展大
规模督查30余次，对各类问题予以公开晾
晒。同时，建立清洁取暖应用监督考核机
制，明确各成员单位和相关负责人在清洁
取暖应用中的责任以及奖惩标准。

“清洁柴火”来自“创新树”

试点城市积极探索有利于清洁取

暖的电价、气价、热价机制，合理疏导

增加的成本，推动供暖体制改革，深化

能源服务市场改革，探索构建安全、稳

定、高效、适用的清洁取暖体系

创新渗透于这场“蓝天保卫战”的各个
环节。刘伟介绍，中央财政在支持政策上
进行了创新，从“全面撒网”到“重点突破”，
以城市为单位给予奖励，进行整体推进；同
时，明确目标任务、突出地方责任、强化绩
效考核，督促地方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政策
措施、探索试点经验，引导企业和社会加大

资金投入，构建“企业为主、政府推动、居民
可承受”的运营模式，实现试点城市散煤取
暖“销号”和清洁替代，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要推进技术及管理创新。”易军强调，

试点过程中要推广新型清洁取暖、建筑节
能技术、材料、产品，加快编制和修订相关
标准规范，积极探索合同能源管理、能源托
管、特许经营等市场化机制。
试点城市纷纷加速探索，着力进行多

层次创新。在技术创新上，石家庄采用热
泵和大温差管网输送技术，将城市远郊热
电厂及工业余热作为城市热源，实现节能
减排，提高供热保障能力；在投融资创新
上，保定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
杆和引导作用，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收益奖励等市
场化模式进行投融资；在管理创新上，廊坊
实施严格的施工资质准入机制，建立约谈
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施工质量不合要求
的坚决清退。
“创新树”应枝繁叶茂，体系化生长。

试点城市也在积极探索有利于清洁取暖的
电价、气价、热价机制，合理疏导增加的成
本，推动供暖体制改革，深化能源服务市场
改革，探索构建安全、稳定、高效、适用的清
洁取暖体系。
当前，大部分城市城区清洁取暖比例

较高，而农村地区基础差、底子薄、欠账多，
清洁取暖率普遍较低。“中央财政支持清洁
取暖试点是要集中力量打攻坚战、歼灭战，
实现散煤取暖‘销号’。要实现这个目标，
重点在城市，难点在农村。”刘伟介绍。这
次试点以城市为单位整体推进清洁取暖，
城区内必须实现散煤取暖的销号清零，并
辐射带动广大农村地区，大幅提升农村地
区的清洁取暖比例。据了解，试点城市提
出，到2020年4月，农村地区清洁取暖率
目标均达到90%以上。

北方12城市首批开展冬季取暖试点——

为寒冬取暖烧上“清洁柴火”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董碧娟

建“一纵一横两辐射”电动车充电网——

广东实现充电设施“孤岛”互联互通
本报记者 张建军

供暖季即将到来，人们开始

担忧空气质量状况。今年5月

份，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环

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4部门组

织开展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

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工作。天津、

石家庄、唐山、保定、太原、开封、

鹤壁、新乡等12个城市入围首批

试点。日前，4部门召开会议对

试点工作进行动员部署，一场中

央及地方财政撬动、社会资本广

泛参与的大规模“蓝天保卫战”

正式打响——

梯 田 流 金

金秋时节，重庆市綦江区横山镇新寨村施家山，

金黄的梯田、秀美的山川与漂亮的农家楼房交相辉

映，构成一幅绚丽多姿的田园画卷。 陈宗武摄

福建浦城：

万亩竹海变身生态观光林
本报讯 记者石伟报道：福建浦城县依托竹林

资源发展生态观光产业，在保护绿水青山的同时带
动农民通过三产增收，走出一条家门口致富的新路。
浦城县地处福建北部，是闽北著名“绿肺”。近

10多年来，当地政府鼓励和扶持农民靠山增收，大
力发展和培育高标准笋竹丰产林，给农民带来可观
的经济效益。目前，浦城县有竹林面积73万亩，毛
竹林71.2万亩。这里通过发展竹海生态观光游，去
年共吸引游客5万人次，竹海生态观光游已经成为
新的经济增长点，使全县竹林亩产值达到1500元。
水北街道际岭村是浦城县生态竹海的示范村。

夏末秋初，一拨拨游客沿着村里的竹海公园步游道
观赏竹海美景。村林业员张连弟介绍，仅今年以来，
到际岭生态竹海来旅游的游客就达到2万多人次，
村民们通过卖土特产、开办农家乐等得到了不菲的
经济效益。
浦城县林业局竹业科科长贾晓晖说，像际岭村

这样发展竹海观光项目的还有富岭镇双同村等60
多个村子，这些村子近年来相继开发竹林1.5万亩，
打造竹海观光项目。据介绍，浦城县林业局共投入
2950万元用于补助竹林丰产林建设，并帮助打造竹
海公园，建设竹林步游道、竹文化宣传栏、竹产品展
示厅等，深入开发、充分利用竹资源。目前，浦城全
县已有竹山机耕道2367公里，竹山丰产林面积33
万亩，成为闽北地区较大的连片竹海之一。

山东青岛：

北方最大生物质能源项目运营
本报讯 记者刘成、通讯员张德杰报道：采用国

产自主技术的中国北方最大生物质能源项目近日并
网运营，其所产的生物质天然气将输入青岛能源集
团燃气管道，通往千家万户。该项目位于青岛平度
市南村镇，预计10月份全部达产，可日产天然气2
万立方米。
据悉，青岛生物质能源项目是我国北方最大的

利用自有技术建设的秸秆生物天然气项目，也是国
内第一座秸秆和尾菜综合处理项目。该项目采用中
科院国有自主专利技术，以玉米秸秆、蔬菜尾菜为原
材料，通过厌氧发酵工艺，“吃进”秸秆和尾菜，“吐
出”天然气和有机肥，达产后每年可处理农业废弃物
11万吨，其中蔬菜尾菜4万吨、玉米秸秆7万吨，年
减排14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温室气体，具有良好的生
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如果其一年可消纳的玉米秸秆
全部焚烧，产生的雾霾及大气污染需要花费2000
万元来治理。
该项目由青岛华通集团和青岛能源集团共同投

资建设，与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合作，
以平度市及周边地区秸秆和蔬菜尾菜等为主要原
料。项目达产后,年可产天然气666万立方米、固态
有机肥2.4万吨、沼液肥2.2万吨，将成为使用国产
自主技术的北方规模最大、具有示范带动作用、可复
制推广的生物质能源项目。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环保网格化监管中心工作人员在处理网格员上传的案件信

息。廊坊市组织网格员对城市环境定期巡查，完成了环保管理由被动向主动的转

变。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天津市武清区正在有序推进“无煤区”改造。据测算，按照采暖季户均消耗1.5吨煤测

算，预计1年能减少散煤使用量将近30万吨。图为天津市武清区南蔡村镇三里浅村，工作

人员在农户家中安装空气源热泵，取代原先的燃煤锅炉。 新华社记者 白 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