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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美容业该“整整容”了
廖海金

供暖季已经到来，读者们来信建议——

努力确保群众清洁温暖过冬

不能硬压指标搞“一刀切”
张全林

农村清洁取暖做好“加法”
殷建光

“家门口”的医疗服务

补齐老旧小区供暖短板
周荣光

加装电梯需平衡利益关系
杨朝清

南方供暖因地制宜
朱金良

不妨弹性设置供暖时间
胡海智

北方供暖季已经到来。淘汰污染严重的传统供暖方式，实现清洁能源替代，保证冬日里看到更多的

蓝天，是采暖区群众的美好期盼。今冬以来，北方许多城市采取集中供暖和清洁供暖，南方一些城市也

在因地制宜作出供暖探索。清洁取暖该如何实现？如何处理好采暖和环保的关系？南方地区如何科学采

暖？对此，读者纷纷来信提出建议。

日前，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医疗专家王武超在黑龙

江省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族乡卫生院为当地群众义诊。为了让

群众享受更多优质医疗普惠性服务，“同心·共铸中国心”大型

公益活动组织医疗专家，在黑河市5个义诊点开展义诊巡诊、

走访因病致贫返贫家庭等活动。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11月21日，医护人员在江西省宜丰县双峰林场双木村为患

者义诊。自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来，宜丰县

组织广大医护人员深入偏远山区为行动不便患者送医送药，让

他们享受“家门口”的暖心医疗服务。 聂云峰摄（中经视觉）从去年开始，我所居住的农村取暖
方式有了很大变化，就是用天然气炉子
取暖。这的确很干净，再也不用两手黑
黑管理取暖炉，冬天农村也不再烟雾缭
绕、煤味熏天了。不过，一冬天下来，花
钱也真的不少。这两年有补贴，还可承
受得起，如果没有补贴了，还真烧不起。
这是我的担心，也是许多老乡的忧虑。

清洁取暖好，但对于农村来说的确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一是因为农民的
收入普遍比城市居民少，如果无补贴，
天然气取暖负担的确不轻；二是因为农
村房屋与城市楼房不同，多是一家一户
独立小院，取暖用天然气燃烧量较大，
成本很高。一旦农民感觉较高的投入
与实际取暖效益不成正比，难免会放弃
清洁取暖方式，走回头路。

如何让农村清洁取暖久久为功，不
走回头路？笔者认为，关键是要做好农

村清洁取暖的加法，让农民有更多取暖
获得感。其一，房屋加法。帮助农民改
造房屋设施，例如，将农村房屋加上保
暖层，帮助农民改进门窗等，提高房屋
封闭性，提高保暖效果，降低清洁取暖
成本。其二，补贴加法。就是根据原有
的补贴政策继续做加法，帮助农民慢慢
接受清洁取暖的成本。其三，服务加
法。比如，天然气等服务公司要与炉具
公司联合，每年做好对管道、炉具等的
修缮工作，帮助农民用气最少，取暖效
果最好。其四，收入加法。为农民增收
开辟更多渠道，农民收入增加了，就更
容易接受清洁取暖的成本。其五，政策
加法。就是对用天然气取暖的农村农
民制定更多优惠政策，如地方政府可以
根据财政收入为农民发放“环境贡献红
包”等。

（作者单位：河北冀州职教中心）

冬季清洁取暖，既关系广大群众温
暖过冬，又涉及农村生活方式变革。应
按照企业为主、政府推动、居民可承受的
方针，坚持以供定改，先立后破，有多少
资源，办多少事情，尽可能利用清洁能
源，不能硬压指标搞“一刀切”。

推进冬季清洁取暖，搞煤改气、煤改
电，各地出台了相应的财政支持补贴政
策，但费用负担对一些农户来说仍然较
高，这也是煤改气、煤改电的阻力所在。
据报道，有的地方煤改气供暖之后，一个
家庭冬季可能要增加几千元，甚至上万
元的支出。在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的同时，应与脱贫攻坚等政策相结合，通
过多种途径申请支持，使资金、补贴更多
向经济困难户倾斜。同时，加大执纪监
管力度，保证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坚
决杜绝补贴承诺不兑现这类现象发生。

在一些地区，农户居住分散，很多地

方未通暖气，用电取暖成本更高。在这
些地方，应大力推广新型清洁炉灶取
暖。对仍需使用煤炭供暖的农户，应注
重做好洁净煤的保障供应和保价供应，
坚决堵住劣质煤炭下乡。同时，为破解
散烧煤供暖污染大这一难题，必须坚持
散煤减量替代与优质煤替代并举，按照
因地制宜、分步实施的原则持续推进。

另外，深层地热利用技术值得探
索。深层地热利用最安全、最环保，且对
地层没有影响，资源量巨大，理应发挥更
大作用。如果把热泵技术和地热能利用
结合起来，可以发挥出更大效益。虽然
相关基础设施投入较大，但可以管长远，
零污染，应作为供暖更新的重要方向。
同时，有关地方还可以结合本地实际，积
极探索太阳能、生物质锅炉等小型可再
生能源供热供暖。

（作者单位：河南省淮滨县委组织部）

过去许多年，供暖似乎是北方的专有名词，
是北方人冬天的专属权利。近些年来，南方地
区能否供暖，每到秋冬季节就会成为一个热点
话题。

我国南方雨水多、湿度大，除广东、广西、海
南等少数省份，南方很多地区冬天阴冷潮湿，最
冷时不仅室外温度在 0℃以下，室内平均温度
也可能低于 0℃，家里的毛巾、拖把结冰，水龙
头打不开是常有的事。虽说南方也有少数新建
小区或一些单位启动集中供暖服务，但多数居
民家里没有集中供暖。所以说，南方一些地方
确实存在冬季供暖的实际需求。

不过，南方地区差异较大，供暖应当因地制
宜，不宜一刀切。一是在天然气资源丰富或天
然气管网建设完善的城市，以壁挂炉热源为主
分户供暖，并与地暖系统和暖气片供暖系统结
合应用。二是水源热泵。南方相比北方室外气
温要高很多，供暖能耗指标降低，供暖时间较
短，运行成本大幅减低，加上南方地下水温度高
于北方，水源热泵的能效比会大幅提高。三是
电供暖。虽然用电使用成本较高，但具有很强
的灵活性与舒适性优势，加上在城市有分时电
价政策，可以错峰用电，利用谷时电价开启电供
暖装置配合蓄能装置蓄热，在峰时关闭电供暖，
也可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四是科学环保利用
热源，有可供利用的废热或工厂余热区域，热源
应优先采用废热或工厂余热；在经济技术合理
的情况下，热源宜优先利用浅层地能、太阳能等
可再生能源。

总之，南方地区应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能
源条件、居民生活习惯和生活水平、城市布局等
因素，制定出最具可操作性、节能环保的供暖方
案。

（作者地址：湖南省桃江县松木塘镇桃锰社区）

说起供暖，群众反映意见集中、期盼
较多的，要属城里的老旧小区。老旧小
区建设时间较长，当时的建筑条件相对
简陋，供暖管道有的锈蚀老化、年久失
修，有的因乱建私盖被堵塞。多数老旧
小区或缺失物业管理，或只限于收水电
费、打扫卫生及对车辆收费等低档次服
务管理，没有能力改善和管理供暖，导
致老旧小区成为集中供暖的一块短板。

在很多老旧小区，不少原有住户已
经搬离，留下的多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及
进城打工租房的农民工。在寒冷的冬
天里，有的虽有暖气片但是不热，居民
只能在房子里裹着厚厚的棉衣打哆
嗦。为了取暖，有人开空调、用电热器，
甚至有人烧煤炉，花费不仅多，也不利
于清洁采暖。

老旧小区供暖情况复杂而具体，群
众意见又参差不齐，谋划供暖时应重视

解决操作中的具体细节，解决问题也需
要具体行动。一是政府相关部门要担
起牵头责任，组织街道办、社区居委会、
供热企业及小区物业多方合力，统筹解
决。二是要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人力和
物资，使供暖需要的人财物得到落实，
疏通管道、修缮阀门、保养服务等环节
的具体管理实施得到落实。三是要确
定小区管理供热的具体单位，选择小区
物业服务机构或供热公司直管，都要明
确责任，做到有人具体负责、具体解决
诸如各住户供热中的放气、排水等实际
问题，提高热能利用率。四是做好宣传
动员、思想教育等工作，组织建立由业
主共同参与的共建共享组织，共同管理
和维护集中供暖，补齐老旧小区供暖这
块短板。

（作者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

兴秦新村）

每到冬天，何时供暖都是百姓关注
的话题。在现行供暖标准下，供暖时间
相对固定，许多地方冬季供暖是从11月
上旬或中旬开始，到次年 3 月份或 4 月
份停暖。然而，有些严寒地区往往10月
底就很冷，如遇雨雪、大风降温等极端恶
劣天气，气温骤降，不少群众都希望能提
前供暖。有些地方春季回暖偶有提前，
可考虑天气情况降低供暖热度或停暖。

冬季采暖是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面对气候条件和百姓生活实际需求的变
化，有必要按照实际情况动态调整供暖
时间，杜绝出现“天冷了还不供暖，天热
了还在供暖”等不合理现象，采取更灵
活、更有弹性的供暖时间，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的满意度、幸福感。

一方面，当气温突破一定限值时，各
地有关部门应及时开展提前供热评估工
作。主管部门要密切关注气温变化，根

据天气预报情况，及时会同有关部门会
商气象，研判温度形势、分析天气走向，
同时根据能耗、资金、成本等多方面因素
综合考量，会同热力公司研判是否需要
提前供热，提前几天供热等。如果各方
面都能达到提前供暖的条件和要求，就
应适时开启提前供暖模式。

另一方面，各地相关部门要提前做
好各项准备工作。供热企业要全面做好
管道检测维修和系统调试，严格落实安
全生产措施，确保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完
善应急预案，保障供热质量。监管部门
要加强对供热企业的监管力度，及时解
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各级政府机关
要落实好困难群众各项帮扶补助政策，
保障其基本采暖需求，让每一名困难群
众都能温暖过冬。

（作者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

440号卫生大厦）

据报道，浙江宁波市奉化区老小区首部成功加装的电梯，
除了政府补贴 20 万元，剩下 30 万元的加装费用由楼道住户
分摊。10户居民共同协商后，确定了分摊比例：6楼每户承担
20.5%，5 楼每户承担 15%，4 楼每户承担 9%，3 楼每户承担
4%，2楼每户承担 1.5%，1楼业主不分摊。电梯的维修保养、
电费负担也按此比例分摊。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逐渐从一种特殊
性需求向普遍性需求转变。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除了做好公
共服务之外，也离不开居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关键在于平衡好
不同居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形成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
案。比如，同一个楼栋的居民，住在不同的楼层对于加装电梯
的需求程度是不同的，从中受益的程度也不同，因此在分摊费
用上也应该区别对待。一般来说，楼层越高，承担的费用应越
多；楼层越低，承担的费用应越少。一楼居民对加装电梯的需
求最小、从中受益也很有限，如果他们阻挠和不合作，加装电
梯很可能会被搁浅。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作为一种公共事务，很容易陷入“搭便
车困境”。有的居民对加装电梯需求很迫切，有的居民觉得不
加装电梯也勉强可以应付，有的居民担心费用分摊不够公平
合理。因此，只有平衡利益关系，让居民的分歧越来越少、共
识越来越多，加装电梯才能落到实处。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2019年医疗美容违法违规典型
案件。这些案件有的是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
业，有的是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有的是超出诊疗范围等。

近年来，国内医疗美容业呈井喷式发展。可是，真正拥有
医疗实力的美容机构占比并不高，拥有医疗美容从业资质的
机构更是少之又少，短期内难以满足市场需求。于是，在巨大
的利益驱使下，一些人加入其中，以致鱼龙混杂、市场混乱。

一方面，由于个别地方相关审批不严格，有些不具备资质
的医疗机构和医生进入该行业，甚至一些医院的整形美容科
室被承包，加大了行业安全风险。另一方面，一些民营美容机
构为获得短期效益，大量投放夸大的虚假广告，对医疗美容项
目效果过度渲染，使得一些消费者非理性整容。

在 2002 年，原卫生部就实施了《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
法》。2009年，原卫生部下发《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目录》，
分级管理医疗美容技术，明确了各类别医疗机构可以实施的
美容技术范围。尽管如此，医疗美容行业的一些问题仍待解
决。首先，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医疗整形美容行业现状
调查，制定切实可行的行业规范有序发展规划。其次，应完善
和落实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统一行业技术操作方法和程序，推
动和规范临床专业技术人员提高专业技术。再次，发挥行业
协会的作用，协助做好行业规范工作，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对
不合格的机构或医生要有严格的退出机制。

（作者单位：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市场监管局）

11月26日，河北省迁安市热力总公司中心换热站职工

在忙着维修检测供热管道。迁安市坚持把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与实施民生工程相结合，实现全市集中

供热全覆盖，让群众温暖过冬。 郭 翔摄（中经视觉）

11月20日，内蒙古乌兰浩特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一名员

工正在工作，保证设备稳定安全运行。进入冬季，该公司干

部职工坚守岗位，积极工作，确保企业承担的生产区和生活

区顺利供暖。 郑志宏摄（中经视觉）

左图 今年以

来，山东省滨州市

沾 化 区 先 后 投 入

600 万元，对 2 台

热源锅炉实施技术

改造，新建了 2 条

供热主管线，实施

了小区内部管网改

造工程。图为11月

28 日，沾化汇通

热力公司工作人员

入户测温，并做好

登记。

张博统摄
（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