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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帖

□□ 本报记者 孙眉

时值隆冬，天寒地冻，“清洁供暖”的话题
再次“热”了起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供暖主要有这些变化：供暖面积将不断扩大，
建筑用能最终将大于工业用能；供暖质量将不
断提高，要求用能少、更舒适、更智能、更经济；
供暖环境友好水平将不断提升，最终要求污染
物和温室气体零排放。专家表示，多能互补是
今后创新的方向，应大力发展。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通过清洁供暖，可以
实现高能效性、高生态性、高便捷性、高舒适性
的取暖方式。中国能源研究会地热专业委员
会学术委员会主任郑克棪打了一个形象的比
喻，“现在的清洁能源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
能’。”他所说的八仙，即天然气、电能、生物质、
太阳能、风电、空气源热泵、地源热泵和地热。
如今，清洁供暖更加注重低碳能源、废弃资源
和低谷蓄能。比如，可利用太阳能集热器、生
物质木屑片、锅炉、空气源热泵、地源热泵、水
源热泵等多种方式实现供暖。

农村清洁取暖切莫一刀切

2017年以来，推行农村清洁取暖工作已有
三年，部分地区“煤改气”“煤改电”成效显著。
然而，一些地方在推行这一工作过程中“一刀
切”，不顾村民意愿。有的地方虽然整村推进，
但因成本高、不实用等原因，村民还是采用烧
炉子、烧炕等传统方式取暖，清洁取暖工具成
了摆设。

以汾渭平原某市调研情况为例，取暖面积
90 平方米改用电壁挂炉取暖，每日需用电
90-130度，电价每度0.489元，一个采暖季费用
约5280-7600元，由于取暖成本高，设备闲置现
象比较普遍。取暖面积同样为90平方米的“煤
改气”居民，每日需燃气 20-30立方米，天然气
每立方米 2.18 元，一个采暖季运行费用约
5200-7800元。“天然气干净方便，好是真好，贵
是真贵”是当地村民的评价。

除了成本高难承受，农村用户对煤改电、
煤改气不知情、不关心、不参与、不主动的情况

普遍存在。调研过程中有用户表示，煤改电是
村里统一要求，并非主动申请，村委会让村民
签署承诺书，承诺“煤改电”后不再烧散煤，电
暖桌政府免费发，不要白不要，领是领了，用不
用则是另一码事。

推行农村清洁取暖要兼顾环境治理与百姓
冷暖，首先应突出一个“宜”字。各地应按照“宜
气则气、宜电则电、宜煤则煤”的原则，从实际出
发，因地制宜制定合理方案。对于目前条件暂
时达不到清洁取暖要求的地区和农户，一定要
循序渐进，不能为了追求清洁而“一刀切”。

其次，推行农村清洁取暖，村民能否承受
是关键。目前发放的一些取暖设施虽说干净
卫生，但因运行成本高，部分村民直呼“用不
起”。各地应在加大财政奖补力度的同时，多
采购经济实惠的取暖工具，让村民不仅能用得
起，还要用得安心、舒心。

对一时半会还不愿意接受清洁取暖的村
民，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村民全面了解清洁取
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外，基层干部还应注
意工作方式方法，切勿采取“封堵火炕”“没收
火炉”等粗暴方式，以免适得其反。

算好“经济账”确保农民暖了炕
头热了心头

清洁取暖方式取暖效果如何？百姓能用
得起新的取暖方式吗？清洁煤取暖使用安全
吗？气、电、生物质等取暖物资有保障吗？绿
色暖冬，既要算好“经济账”，又要具有高效率。

2020年，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东港镇孙
家庄村全村进行了清洁能源改造，每户都安装
上了空气源热泵。不用烧煤，家里一下子干净
了不少，孙宝柱干脆把饭桌长期支在外屋，吃
饭总算有了个固定的地方。

和“煤改气”改造方式一样，安装空气源设
备，省市县（区）三级进行资金补贴，村民自费
1000元。为了能让村民温暖过冬，孙家庄村进
行了低压、高压变电器改造，全力保障村民用
电需求。此外，村里还实行峰谷电价，确保村
民用得起、用得好。

“我们家就一个小屋，往年一冬天烧煤不

到1000元，现在用这个空气源热泵一个月花费
300 多元电费，一个冬天下来基本上不会多花
钱。”孙宝柱说，最重要的是不烧煤了也就没有
了一氧化碳中毒的危险，儿女们在外面上班也
不用时时刻刻为老人担心了。

研究显示，在清洁取暖方面，老百姓能够
接受的意愿是占全年可支配收入的 6%左右。
如果按照我国农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1.2万元
计算，也就是 720 元左右的水平。英国的能源
贫困标准大概是10%,这意味着能源消费，包括
燃料利用取暖、炊事及其他方面超过 10%的部
分，就需要政府来补贴和支持。

目前，我国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清洁能源。
但是，反观现实，实现碳达峰的任务仍然十分
艰巨。技术、经济等因素须综合考虑。农村清
洁供暖“经济账”是什么？在郑克棪看来，应该
创新更有发展优势的多能互补方案。“创新的
宗旨应该是进一步提升效益、降低成本。只有
降低了建设成本，拉低了用户费用，才会受到
用户和政府的信赖。”郑克棪说，作为地方政
府，执行清洁供暖的规划和实施，当然应该选
取技术和经济可行性高的方法，提高民众满意
度，减少财政支出。而用户有权选择时，也会
选定技术和经济可行性高的方法，图的是舒适
安全，又减少支出。

20亿元补贴 生物质能供热有
望“热”起来

日前，国家能源局对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
“关于支持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的建
议”等多项问题进行了答复。国家能源局表
示，中央财政在安排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资金
时，已考虑农村地区用户实际困难和地方财政
运行补贴压力，专门安排20亿元用于农村清洁
取暖运行补贴，并明确要求地方财政统筹安排
中央和地方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用于农村清洁
取暖运营补贴，精准施策，重点向农村特困人
群倾斜，确保农村居民用得起、用得好。继续
积极支持北方各省份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
供暖，积极支持并推动北方各省份因地制宜采
用多种清洁供暖方式，替代散煤。

有业内人士指出，我国生物质能具有极大
的发展潜力，利用生物质能供热的“煤改生”是
农村替代散煤供暖的更好选择。如今，作为县
域及农村更有优势的燃煤供暖替代方案，“煤
改生”开始受到重视。

据统计，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可能源化利
用的秸秆约有 1.2 亿吨、林业剩余物约有 2 亿
吨。不同于秸秆焚烧对环境产生污染，生物质
资源若作为燃料高效清洁利用，可就地取材，
兼具经济性和环保性。

同时，“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
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
的提出，意味着节能减排、开发利用清洁能源
将成为我国发展重点。“在此大背景下，‘十四
五’‘十五五’肯定会加大‘煤控’力度。与‘煤
改气’和‘煤改电’相比，生物质能供热成本更
接近燃煤成本。因此，‘十四五’期间生物质能
清洁供热规模将大幅增长。”中国产业发展促
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秘书长张大勇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前些年，‘煤改电’‘煤改气’之所以改不
动，核心原因在于成本过高。个别地区‘煤改
电’‘煤改气’后，老百姓用不起，所以又改为烧
煤了。”张大勇向记者透露。

据了解，国家能源局综合司曾发布《关于
做好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
有关事项的通知》（简称《通知》）称，优先开发
当地分散式和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资源，大力推
进分布式可再生电力、热力、燃气等在用户侧
直接就近利用，结合储能、氢能等新技术，提升
可再生能源在区域能源供应中的比重。

一位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相关人士告
诉记者，现阶段，农村地区推广分散式生物质
能取暖，既符合有关规划“坚持因地制宜、居民
可承受”原则，又符合《通知》的要求，是实现农
村地区清洁取暖的现实选择。

“‘十四五’期间，如果北方尤其是农村地
区大面积推进清洁取暖，那么，生物质能肯定
是首选。”张大勇表示，如果把优惠政策向“煤
改生”延伸，将对整个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和农
村地区碳减排作出巨大贡献。

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已达65%——

多能互补下的“绿色暖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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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按

清洁供暖一直是社会关注、人民关切的重大民生工程。回顾“十三五”期间，我国北方农村地区清洁供暖水平显著提
升，清洁供暖试点城市空气质量大幅改善。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12月，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已达
65%，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清洁取暖率达80%以上。但清洁取暖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亦暴露出诸多短板。
根据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预测，到2025年，我国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将达到80%。“十四五”时期，我国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将
有哪些新举措、新方向？本期将围绕农村清洁取暖的难点和痛点，以及各地补贴政策进行解读。

□□ 本报记者 孙眉

近日，财政部发布《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大气污染
防治资金预算的通知》，附件明确 2021 年北方地区冬季
清洁取暖试点补助资金试点城市名单及资金额，2021年
总计安排清洁取暖试点补助资金73.4亿元。

近几年，“煤改电”等清洁取暖方式在减少冬季大气
污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背后，是中央财政数百亿
元的投入和地方政府接近3倍的财政补贴加持。按照相
关文件规定，补贴持续三年，三年后，如果没有额外改造
任务，中央财政补贴将退出，地方政府自行承担补贴。目
前，部分城市已延长清洁取暖运行补贴政策，降低用户取
暖成本，确保清洁取暖长效运行。
天津市

《关于天津市2020年至2023年居民冬季清洁取暖有
关运行政策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居民冬季取暖运行补贴
政策。通知指出，“煤改电”运行政策，采暖期不再执行阶
梯电价，执行每日20时至次日8时每千瓦时0.3元的低谷
电价。同时，给予每千瓦时 0.2元的补贴，最高补贴电量
每户达8000千瓦时。
河北省

河北省财政厅日前发布《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
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用于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
暖试点）预算的通知》，涉及邯郸、邢台、沧州、张家

口、定州、辛集六市共 13.6 亿元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
市补助资金分配。现行运行补贴到期后，省级再补
贴 2 年，为巩固农村清洁取暖改造成果，推动清洁取
暖可持续发展。
吉林省

吉林省财政厅公示《2021年度电清洁取暖教育示范
县试点城市入围名单》，入围的试点城市（市、县、区）将开
展阶段性（预计 3-5年）示范县试点工作，省级财政对入
围试点城市将给予定额补助，原则上每个市（州）支持
1200万元，每个县（市）支持 800万元。如此计算，8个试
点将获财政支持资金共7200万元。
山西省运城市

《运城市 2020 年冬季清洁取暖工作实施方案》中指
出，在运城市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三年示范期（2018
年8月-2021年7月）内，按如下补助标准执行：中心城区
及县城“煤改电”项目，市级财政一次性改造每户补助
2000 元，县级财政一次性改造补助 2000 元；农村“煤改
电”项目，市级财政一次性改造每户补助2100元，县级财
政一次性改造补助2500元。
山东省济南市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明确我市冬季分户
式清洁取暖运行资金补贴的通知》明确延长运行补贴
期限至 2022-2023 年采暖季，补贴资金由市、区两级财
政按照 7∶3 的比例承担。电取暖补贴政策：对采用电取

暖的用户，按照每户 1200 元的标
准 ，在 采 暖 期 前 一 个 月 内 ，以 村
（居）为单位，统一采购电量，并充
入用户电卡内。
陕西省宝鸡市

设备购置安装补贴：对达到替
代标准要求的初装建设和设备购
置费用给予一次性补贴，补贴标准
为煤改气每户 1300 元，煤改电每
户 1000 元，农户只能选择一种替
代方式享受补贴。运行费用补贴：
对完成农村清洁能源替代改造，签
订了《农户清洁能源替代协议书》，
并实际运行的农户，可选择一种补
贴方式，给予运行费用补贴。补贴
标准为每户每年 300 元，补贴时限
暂定从 2019 年 10 月底至 2022 年 10
月底止。

清洁取暖如何让百姓用得起？

每当采暖期来临，农村采暖安全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据统
计，由于前期的忽视和疏忽导致取暖安全事故较多，安全警钟年
年敲，安全事故年年有，在安全问题上容不得麻痹和侥幸，必须防
范在先、警惕在前，安全无小事，切勿疏忽大意，让悲剧重演。

采暖前要注意哪些事？
1.炉具严禁安装在卧室，若装在与卧室相通的房间，一定要

做好隔离，并加装对外通风口。
2.烟囱要顺向套、密封好，烟囱出口一定不能逆风，必须安

装风斗或三通，谨防烟气倒灌。
3.炉具使用前，要检查炉体是否完好，如发现破损、漏气等问

题要及时修补或更换。
4.采暖炉、火炕使用前要预热，把烟道中的烟尘和二氧化碳

排净。
5.炉具点火前，一定要检查管道系统是否结冰或堵塞，确保管

道畅通后方可点火。
6.炉具点火前，仔细查看防爆阀，若防爆阀破损或爆裂，应第

一时间更换。
7.炉具点火前，检查是否安装了大气连通管，确保采暖炉在常

压下工作，防止采暖炉承压爆裂。
8.火炕使用前检查炕体、炕缝是否严实，炕洞是否堵塞，谨防

烟气不畅、漏气发生安全事故。
使用中要注意哪些事？
1.经常查看炉体、炉盘、炕体接缝是否密封好，谨防烟气泄漏。
2.经常检查烟道是否畅通，烟囱、烟道、炉体要常清理，防止烟

气堵塞。
3.晚上睡觉前要检查炉盖是否盖严、炉火是否封好，谨防煤气

中毒。
4.室内要设通风口，如遇极

端寒冷天气，室内一氧化碳浓度
会增高，更应注意开窗通风。

5.有条件的用户在室内加装
一氧化碳报警器。

6.使用火炕取暖，一定要经
常检查炕体、炕缝的密封情况，
确保不漏气，排烟顺畅。

7.使用炭盆取暖的用户，不
应放在室内，若放在室内一定要
保持适当通风。

（《农村安全取暖大喇
叭：三项八条要记牢》视频
二维码）

江西省南昌市：
常年秸秆综合利用总量163万吨

近日，在位于江西省南昌县蒋巷镇的南昌大田农社秸秆
综合利用中心，工人在利用秸秆生产有机肥料。收储打捆好
的秸秆在“农业废弃物肥料化利用自动化生产线”上，经过揉
丝机处理后，再和畜禽粪便等在储料罐中按一定比例混合，便
能成为优质的有机肥进行还田肥地或栽培基质。

“我们每年可以产1万吨有机肥，一方面解决了秸秆焚烧
带来的污染问题；一方面可以变废为宝，为乡村振兴带来经济
价值。我们年产1万吨秸秆，大概可以产生2000万元的产值，
管理得好的话，大概会有200万元的效益，而且秸秆综合处理
回收每亩地能给到村集体带来 20 元的收益回报。”南昌智慧
大田总经理邹泰晖算了一笔秸秆综合利用的经济账。

近年来，江西省南昌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推进农田秸秆利
用工程，通过秸秆还田和饲料化、燃料化等多种途径合理利
用，有效解决秸秆露天焚烧带来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问题，
助力当地农业绿色发展。

“农作物秸秆是农业生产的副产品、边角料，处理不好可
能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利用好了则能创造价值、改善生
态。”南昌市农业农村局科技教育科科长杨燕介绍，通过抓好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南昌市农业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提
高，农村火灾隐患明显减少。

数据显示，南昌市常年农作物秸秆产生量约258万吨，可
收集量 179万吨，秸秆综合利用总量为 163万吨，利用率达到
91%以上。 操端晶

陕西省咸阳市：
稳步推进农村清洁能源改造建设

陕西省咸阳市将冬季清洁取暖工作作为重大民生工程、
民心工程和环保工程来抓，采用多种方式协同推进、重点攻坚
农村的策略，稳步推进清洁能源改造建设，实施两年来成效初
步显现。

走进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于家村村民于耀辉的家，一股
热浪扑面而来。于耀辉告诉记者，采用“生物质颗粒+专用炉
具”的方式取暖，30 块钱就能达到 24 小时内 90 平方米房子
20℃室温的效果，取暖的同时连做饭的支出都省了，村民们正
在享受这种高效洁净的采暖方式带来的全新生活。

旬邑县发改局副局长侯建平表示，目前在村级安装了
9900多台，安装过程中按照“4+1+燃料补贴”的这种模式，即
设备采购费政府掏 4000元，群众掏 1000元，群众通过燃料补
贴卡到村委会领取燃料。

由于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用户众多，农村既是推进清洁取
暖的关键，也是难点。咸阳市被确定为北方地区第二批清洁
取暖试点城市以来，农村地区主要推行“电取暖、气做饭、生物
质等其他清洁能源补充”的路径。为确保群众“稳得住、用得
起、能持续”，咸阳市还进一步完善细化补贴政策，将热源改造
建设模式调整为“4+1+运营补贴”模式。同时，结合生态环境
部要求，对主城区周边 21 个重点镇清洁取暖设施进行改造，
实现 3年任务 2年完成任务，确保尽早显现改造效果。另外，
在咸阳市的长武、旬邑、三原等县充分利用果树树枝加工的生
物质资源，通过“生物质颗粒+专用炉具”方式试点，解决了群
众取暖做饭问题。

截至目前，咸阳市共完成清洁取暖改造37.4万户，其中采
用电取暖用户30.39万户，采用气取暖用户4.54万户，生物质等
其他采暖用户2.47万户。清洁取暖项目的实施，逐步改变居民
取暖习惯，降低碳排放量，进一步提高大气质量。 王爱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
秸秆回收再利用 变废为宝促增收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坚持以乡村文
明行动为契机，大力推广秸秆回收加工，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效
率，使秸秆变废为宝，富农增收，助推农业绿色发展。

乌兰浩特市卓林桑农牧业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20年，主
要负责回收农田秸秆、加工、出售和发展养殖。秸秆打包之后
以每斤 6-10 元不等的价格出售到盟内各旗县市及通辽、赤
峰、海拉尔等地，而加工好的秸秆饲料将用于村集体经济的肉
牛养殖，不仅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16 万余元，还为全镇周
边500余户养殖户发展养殖提供饲料加工便利。

合作社成立以来，不仅实现了小秸秆大利用，创造了良好
的经济效益，还每年带动农户就业 20 余人，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8人，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冬季农闲，就近来加工厂里
打工干活，还能增添一笔收入。”葛根庙镇白音塔拉嘎查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韩志刚笑着说。

从过去的“一烧了之”到现在的“变废为宝”，秸秆回收再
利用解决了农民的“秸秆愁”。据了解，葛根庙镇共有耕地面
积10万余亩，每年生产的秸秆超过2万吨以上。

孙莹 金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新和县2020年招商落地
企业阿克苏三品汇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基地内的西瓜长
势喜人，预计春节期间可以上市，届时本地群众可以吃上反季
节西瓜了，预计亩均收益达4万元。 李新林 摄

冬季取暖安全第一，谨记这些安全常识！

中国炉具协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