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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 我家再也不用买煤生
炉子供暖了。” 在密云区河南寨镇河南
寨村村民宗洪伟家中， 记者看到了他
家供暖的锅炉房内， 一个四四方方的
“神秘装置 ” 代替了以往燃煤的大锅
炉， 接通在原有暖气设备上， 暖暖的
温度顺着暖气管道通往每个房间。

“这个供暖设备的能源是电， 跟家
里电器用电是一样的。 ”宗洪伟告诉记
者，入冬前 ，整个村子都进行了 “煤改
电”设备的安装，村民可以根据自家房
屋面积的需要， 安装不同功率的设备，
设备的价格也呈阶梯状有所不同。 宗
洪伟说，跟往年的燃煤采暖相比，电采
暖更加便利了，省去了定时关注燃煤情
况的麻烦和搬运燃煤的辛苦。

除此之外，宗洪伟也算了一笔经济

账，“往年，我家一个供暖季的燃煤大概
5到6吨，经济支出在4000多元钱，换成
电采暖后，供暖电费支出差不多在3000
元左右。” 宗洪伟说，“节省近千元的供
暖费用。”

跟 “煤改电” 相似， 密云区还有
一些村落在今冬的采暖季实现了 “煤
改气” 供暖， 燃气进入农村家庭供暖，
成为这个冬季又一新变化。

密云区十里堡镇岭东村是入冬前
刚刚完成 “煤改气” 设备改造的村子，
村民王海红告诉记者， 燃气入户既可
以做饭， 又可以供暖； 供暖温度可以
自行调节和设置， 锅炉房里也变得安
静又整洁了。

“费用上， 燃气供暖比燃煤供暖更
高些， 但为了鼓励大家采用燃气供暖，

从设备安装到后期使用阶梯计费上，政
府和相关部门都给予了一定的优惠。”
王海红说，“使用清洁能源是造福子孙
后代的事情，这点觉悟我们还是有的。”

据统计， 2017年， 包括 “煤改电”
和 “煤改气” 在内， 密云区完成了55
个村子取暖设施煤改清洁能源的工作，
共计压减燃煤5.68万吨。 同时 ， 对于

还没有改用清洁能源取暖的村子， 推
荐村民实用优质燃煤， 为保卫蓝天做
贡献。 而今年， 密云区还将继续实施
农村清洁能源计划， 预计在2018年底
前， 完成47个村的煤改清洁能源工程，
基本实现平原地区无煤化。

除了农村煤改清洁能源工程外，记
者还注意到，今年的供暖季，密云区城
区范围内也基本实现了清洁能源供暖。
据了解，在今冬的供暖季，密云区新城
四大集中供热中心完成“煤改气”并投
入使用， 累计改造燃煤锅炉1631蒸吨，
新城地区基本实现了无煤化。

密云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供热办主
任周楠在供暖季来临前， 接受媒体访
问时表示， “燃煤锅炉大气污染物排
放主要包括二氧化硫、 颗粒物、 重金
属和氮氧化物 。 实行 ‘煤改气 ’ 后 ，
降低了有害物质的排放， 对改善区域
环境有明显的效果。 采用天然气供热
后， 密云每年将减少27万吨煤炭燃烧，
为保卫蓝天做贡献。”

大年初六 ， 因为一些偶然机缘 ，
记者跟随老家哥嫂， 一起来到山西长
治郊区嫂子的娘家拜年。 记者跟随哥
嫂来到了嫂子的娘家， 远远望见二层
小楼， 外墙粘贴的白色瓷砖分外亮堂，
走进后 ， 大门上方 ， “家和万事兴 ”
五个鎏金大字十分醒目。

记者来到了屋内， 房子一层有150
平米大小，一共建了两层，第二层上方，
还有半层的小阁楼。 “这几年的日子
真是越来越好了。” 嫂子的弟弟龙先生
笑着说。 今年35岁的龙先生中专毕业
后，一直从事汽车维修工作，29岁时，他
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店， 店面有100多平
米，这几年修理店每年有7万-8万的收
入。2016年，龙先生拿出积蓄，将家里的
一层平房翻盖成了二层小洋楼。

“在改成小洋楼之前， 十多年的时
间，家里一直是平房，平房夏天热冬天

冷，住着很不舒服。 ”嫂子告诉记者。
“如今我们安装的都是无声大门，

可以减少路上噪音对家人的干扰， 这
比村里人安装的普通大门价钱贵3倍
呢。” 龙先生笑得很开心。 记者在走访
时发现， 嫂子娘家在的村子有一半人
盖了楼房。

嫂子有一个弟弟， 还有一个妹妹，
当天弟弟妹妹家都过来了， 一大家子
十多口人聚在一起很热闹。

“今年冬天是过得真暖和呀。” 嫂
子69岁的老父亲笑着对我们说。

原来， 2017年的冬天， 村里集中
供暖， 嫂子娘家人用了多年的煤炉终
于不再用了 ， 整个冬天家里更干净 ，
更温暖。

“煤炉用着不安全， 而且屋子里温
度也低， 一到下雪天， 屋子里还是很
冷， 但是村里集中供暖后， 这个问题

就很好解决了， 没想到， 当了一辈子
农民， 也能住上有暖气的房子。” 嫂子
的老父亲笑得合不拢嘴。

因为中午吃的油腻， 下午， 嫂子
的娘家人给煮了奶茶， 我们就喝了不
少奶茶。

嫂子弟弟龙先生有两个儿子，一个
9岁，一个10岁，嫂子的妹妹也有两个儿
子，再算上哥嫂的一儿一女，这六个同
龄的孩子聚在一起也是有说有笑。

晚上， 则是大团圆饭的必备———

韭菜白菜猪肉馅饺子。
“每年家里的事情都比较多， 过年

时好不容易回娘家， 能跟爸爸妈妈弟
弟妹妹聚在一起， 能吃一口热气腾腾
的饺子 ， 一年团圆的心愿也就圆上
了。” 嫂子笑盈盈地对记者说。

“这几年我们老百姓的日子真是越
来越好了。”龙先生又强调地说了一遍。

外面天寒地冻 ， 屋内温暖如春 ，
跟嫂子的娘家人在一起， 记者过了一
个温暖热闹的团圆节。

这个冬天， 少了那些厚厚的防霾
口罩， 多了上班族呼吸新鲜空气的轻
松表情 ； 这个供暖季 ， 少了前几年
“十面霾伏” 的灰雾朦胧， 多了让人久
违的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 这个春
节， 没了以往让平地浓烟四起的鞭炮
烟花， 多了份假期难得的惬意和安静。

记者了解到， 截至去年12月下旬，
唐山PM2.5平均浓度较2013年下降了
43.48%。 这个数字，是唐山向蓝天保卫
战交出的答卷。 数字降幅的背后，是错
峰生产运输、整治“散乱污”企业、全面
推进“煤改气”、冬春季机动车限行和环
保“双罚”制度等一系列围绕大气污染
防治这一核心采取的强力举措。 不过，

唐山市政府与人民也十分清醒，2017年
全国74个城市空气质量排行中，唐山依
然处于后十名中，这些向蓝天“进军”的
工作依然在扎实、稳步推进，面对充满
挑战的未来， 唐山正以 “激流勇进”之
势，对污染说“不”。

2018年初， 唐山市委在十届四次
全会上提出 ， 要着力建设生态唐山 、
实现绿色发展， 下定决心打赢蓝天保
卫战， 制定落实 “退十” 方案， 打出
“组合拳 ”， 确保大气质量明显改善 。
在又一个春节到来的前夕， 唐山市文
明办发出 “拒燃烟花爆竹过文明生态
春节” 倡议书， 号召全体市民做拒燃
烟花爆竹的宣传者、 践行者、 监督者

和示范者。 在今年的春节上， 写春联、
剪窗花、 印年画、 打锣鼓等传统年俗
代替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 让唐山的
春节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市民冯女士
表示， 以往放鞭炮， 自己家的电视机
就是开到最大声也听不见春晚， 第二

天一出门， 是满地的纸屑和呛人的烟
气。 今年春节， 街上干干净净， 空气
十分清新， 做什么心里都畅快了不少。

时代在发展， 唐山在改变。 但是，
作为一座拥有悠久历史的老工业城市，
也有一些从未改变的细节在支撑着唐
山向更美丽的形象 “蜕变”。 继承了在
地震中生死与共的团结心， 唐山人民
乐于助人的品质从未改变。 问一次路，
热心人能顺路亲自向导， 并在路上与
你结交； 自行车坏在街角， 也总有路
过的骑行者停下来帮忙修理。 相比于
大城市从早到晚的浮躁喧闹， 唐山清
晨的早点摊除了朝鲜面和鸡蛋饼的香
味外， 只有吞咽食物的声音与只言片
语的交流； 上班时与晚间汽车的鸣笛
声显得有些孤单， 更衬托了这座城市
的安静 ， 三三两两结伴漫步的市民 ，
如同这座城市缓缓的心跳。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供暖季，用清洁能源守护头顶蓝天
密云：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村里人住上了集中供暖的楼房
山西长治：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老工业城市向污染说“不”
河北唐山：

村民展示清洁能源供暖设备

孩子们在小洋楼前合影

位于唐山市中心的唐山抗震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