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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供暖”背后的那些事
气象部门预测， 今年冬季将

形成拉尼娜事件， 我国北方等地
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 近日，
寒潮来袭， 北方一些城市提前供
暖， 有的提前超过半个月。

“新华视点 ” 记者调查发
现， 近几年， 越来越多的城市不
再沿袭 “一成不变” 的供暖时间
表， 有些城市甚至连续数年提前
供暖或延迟停暖。

中国城镇供热协会常务副秘
书长牛小化说， 提前供暖是事关
千家万户的重要民生问题， 背后
需统筹平衡企业运营、 社会管理
等多个方面， “早供晚停” 这本
好经一定要妥善念好。

多地提前供暖， 最多提
前超半月

比常规供暖时间提前13天，
10月12日， 家住山西省朔州市朔
城区鄯阳小区的林女士家里已经
来了暖气。 “现在室内温度达到
24摄氏度 。 最近几年都提前供
暖， 入冬时不再受冻了。” 林女
士感叹。

朔州市供气供热保障中心主
任韩文告诉记者， 朔州每年正常
供暖时间为10月25日， 今年考虑
到寒潮天气提前， 自10月1日起，
辖区各县 （市、 区） 就已陆续启
动供暖， 其中中心城区自10月6
日启动。 截至10月14日， 全市各
地已全部开始供暖。

东北地区以及山西、 内蒙古
等北方较为寒冷的地区提前供暖
较为普遍。 9月中下旬以来 ， 黑
龙江省黑河、 鹤岗、 七台河、 佳

木斯、 牡丹江、 大庆等多个城市
均比原计划提前启动供暖。 有的
地方供暖提前超过半个月。 如内
蒙古鄂尔多斯的正常供暖日为10
月15日， 自今年9月28日起， 部
分市属旗区便已陆续开始供暖。

此外， 一些城市明确表示，
将根据气象条件灵活供暖。

根据气象会商研判， 今年北
京市有关部门建议采取提前供热
措施。 河北石家庄则将于10月底
前具备随时供热条件。

记者调查发现， 一方面， 提
前供暖的城市不断增加； 另一方
面， 一些城市已连续数年提前供
暖。

自 2016至 2017年采暖期以
来， 天津市已经连续6年提前启
动集中供暖 。 2016年 、 2019年 ，
北京市打破11月15日的法定供暖
时间， 提前启动供暖。

据中国城镇供热协会统计，
2019至2020年采暖季， 北方采暖
地区55个主要城市中有41个延长
供暖。 2020至2021年采暖季， 纳
入监测的76个城市中有64个延长
供暖， 平均延长14天， 其中60个
提前、 45个延后。 预计今年这一
数字还将继续增长。

决策标准与成本分担是
焦点

按什么标准决定供暖时间是
比较科学、 合理的？

记者注意到， 提前供暖的法
律依据通常来自各地制定的供暖
条例。 许多地区除了在条例中明
确常规供暖时间外， 还提出 “如

遇气温出现异常低温情况， 政府
可决定提前供暖和延期停热” 等
内容， 为灵活决策提供了空间。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在
实际工作中， 提前供暖这一决策
通常由政府召集多个部门进行气
象会商后统一做出， 由城市管理
等供暖主管部门具体执行 。 例
如， 北京市2010年开始实施天气
会商机制， 参照 “连续5天平均
气温低于5摄氏度” 的标准执行。

一些受访专家坦言， 大多数
城市相关规定较为笼统， 缺乏详
细的提前供暖标准、 触发机制、
保障措施等内容。

提前供暖会增加多 少 成 本
呢 ？ 黑龙江省宁安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项目办主任张福岐说，
全市城区集中供热建筑面积约
381.2万平方米， 刚开始供暖时，
企业日均消耗煤炭550吨左右 ，
煤炭加人工、 水电日均成本约70
万元。

大唐山西发电有限公司太原
第二热电厂发电部主任李云平
说， 当前供暖成本主要和煤炭相
关， 现在每天供热成本340万元。

因提前供暖成本增加， 一些
地方对供热企业进行补贴。 日照
市供热管理办法规定， 市、 区县
人民政府设立供热政策性补贴资
金， 专项用于延长采暖供热期限
等。

不过， 在有些地方， 提前供
暖的成本则需要企业自己承担。

黑龙江一家供热企业相关负
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当地供
热今年需要煤炭21.7万吨， 支付

煤炭资金预计 2.1亿元 ， 人工 、
水电、 维修等费用约为0.8亿元，
总费用在2.9亿元 ， 收取的供热
费约1.98亿元， 在没有补贴的情
况下， 亏损约0.92亿元。 “如今
提前供暖， 亏损还会继续扩大。”
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煤炭价
格上涨， 对冬季提前供暖造成一
定影响。 据山西省大同市供热主
管部门介绍， 以4000以上大卡的
煤为例， 价格由去年的每吨330
元上涨到了每吨1250元， 提前供
暖意味着提前烧掉储备量， 各热
源电厂煤炭储量不足， 预计整个
采暖期缺口约200万吨。

针对煤价上涨给供暖用煤带
来的压力， 各地正采取措施积极
应对。 目前， 北京市已基本完成
供热设施检修， 华能电厂燃煤机
组市级燃煤储备达5万吨。 门头
沟、 房山、 顺义、 怀柔、 密云、
延庆6个区落实清洁煤16.7万吨。
黑龙江多地对供热企业煤炭储备
情况进行日监测、 周调度， 精准
掌握储煤进展情况， 及时监测煤
炭供需关系变化。

灵活精准保障民生供暖

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明确，
将全力保障供暖用煤生产和运
输， 依法打击煤炭市场炒作， 鼓
励地方对供气供热企业给予合理
支持。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
正研究建立规范的煤炭市场价格
形成机制， 引导煤炭价格长期稳

定在合理区间， 确保能源安全稳
定供应 ， 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
冬。 山西、 内蒙古、 陕西等地也
通过多措并举， 推动煤炭价格理
性回归。

多位受访人士认为， 随着极
端天气日益频繁以及城市居民对
居家舒适度要求的提高， 灵活集
中供暖将成为大趋势。

“关键是完善科学决策体
系。” 牛小化认为， 除了依据气
象部门对气候变化的研判， 还可
以增加更多作为决策参考的维
度， 如提高社会参与度， 听取市
民 、 企业和相关管理部门的意
见， 使决策过程更加公开透明，
效果更为精准。

此外 ， 要调整成本分担机
制， 完善政府储备煤制度， 解决
供热企业成本增加问题。 朔州市
供气供热保障中心供热服务科负
责人徐鸿昌建议， 明确提前供暖
中的成本分担问题， 加强煤炭供
应， 确保顺利供暖。

牛小化认为 ， 未来应该从
“按时供热” 模式向 “按需供热”
转变， 要实现以居民末端调控为
主的新型智能化运行的供热方
式， 让老百姓根据需要可以随时
取热， 满足舒适供热的需求。

“这对供热行业将是一个巨
大转变， 需要结合供热体制改革
和供热立法工作， 推动供给侧的
革命， 推动供热行业的科技创新
和产业升级， 促使行业早日实现
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 牛小化
说。

据新华社

山海环抱间， 金黄稻浪层
层叠叠。 26日， 海南三亚崖州
区 （坝头） 南繁公共试验基地
迎来晚稻测产 。 “ 1586.86公
斤 ！” 随着双季稻亩产结果公
布 ， 在湖南双季稻亩产突破
1603.9公斤九天后 ， 海南也实
现了 “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
生前提出的攻关目标。

频传的捷报表明， 我国在
保持杂交水稻研究世界领先地
位的同时， 不断攀登新的科研
高峰。 去年12月， 杂交水稻双
季亩产1500公斤攻关示范项目
启动会在三亚召开， 成立以袁
隆平为首席科学家的攻关领导
小组。 当时， 身体已抱恙的他
仍殷切叮嘱大家 “落实一下 ”
双季稻亩产1500公斤目标。

海南大学副校长曹兵回
忆， 今年年初， 在看到三亚科
研人员拍摄的早稻照片后， 袁
隆平表示 “我很满意” “如果
身体条件允许我还想到现场看
看 ”。 直到离世前不久 ， 他仍
关心各地试验田的水稻长势 。
“袁院士的遗愿实现了 ， 我们
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袁老提出的目标接连在
湖南、 海南实现， 说明了通过
技术集成创新仍然可以挖掘增
产潜力 。”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
中心栽培室主任李建武说， 袁
隆平提出的水稻高产 “四良配

套” 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湖南
创造双季稻高产纪录离不开良
种———第 三 代 杂 交 水 稻 品 种
“叁优一号 ”， 而良法 、 良田 、
良态是良种高产的保障。

试验田实现亩产1500公斤，
有何现实意义？

据袁隆平生前估算， 根据
我国的人均粮食消费情况， 水
稻双季亩产达到1500公斤， 意
味着一亩地双季产出的稻米可
以养活约5个人 。 我国人均耕
地少， 袁隆平曾反复强调 “追
求高产更高产是永恒的主题”。

“高产攻关像马拉松比
赛， 并非每个选手都能通过终
点 ， 但突破自己就是成功 。 ”
曹兵说， 各地运用不同的优良
品种、 高效栽培方式， 你追我
赶向同一目标发起冲击， 推动
了我国杂交水稻整体研究水平
的提升。 作为 “比赛观众” 的
农民高度关注， 不断刷新的纪
录让他们看到增产空间。

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
首席科学家王丰指出， 提高粮
食单产是实现 “藏粮于地， 藏
粮于技” 的重要举措。 各试验
示范点还要总结成功经验， 形
成农民容易理解、 便于操作的
方法， 集成推广高产品种和高
产栽培技术。

此外， 拥有热带自然气候
条件的三亚攻关成功， 具有独

特的示范价值。 由于环境气温
高， 水稻生育期相对较短、 病
虫害频发， 三亚水稻增产面临
更大压力 。 今年下半年以来 ，
海南台风、 暴雨等极端天气频
发 ， 对晚稻生长带来不确定
性。

“三亚克服困难实现双季
稻高产， 展示了袁院士 ‘杂交
水稻覆盖全球梦 ’ 的美好蓝
图 。”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柯用春认为， 三亚与东南亚各
水稻主产国纬度相近、 气候相
似， 实现双季稻高产对相关国
家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袁隆平生前不仅引领中国
杂交水稻技术不断突破， 还长
期致力于促进杂交水稻走向世
界。 如今， 中国杂交水稻已在
亚洲、 非洲、 美洲的数十个国
家和地区推广种植， 年种植面
积达800万公顷， 年增产稻谷可
多养活数千万人。

在攻关双季稻高产目标之
外， 崖州区 （坝头） 南繁公共
试验基地试验示范点还承担着
杂 交 水 稻 品 种 筛 选 评 价 任
务 。 科研人员种植不同品种水
稻， 进行综合评价分析， 将选
出更适宜热带气候种植、 抗性
较强的品种， 与国外科研机构
和企业合作开展示范种植和推
广。

据新华社

“双季稻亩产1500公斤”攻关捷报频传
有何现实意义？

新华社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刘康27日
表示， 截至三季度末， 已有29个省
（区、 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上
线发放职业技能电子培训券， 共计
发放 863.91万张 ， 已实际使用超
208万张。

刘康是在当天召开的人社部
2021年第三季度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的上述情况。

职业技能电子培训券是人社部
门依托电子社保卡， 为符合条件的
劳动者发放的具有认证、 结算、 管
理等功能， 并精准对接培训资源与
培训需求的电子凭证。

刘康说， 2020年， 人社部开始
启动职业培训券试点， 确定11个省
份38个地市作为试点地区 。 2021
年， 人社部将职业培训券推广纳入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并成立专项工作
组， 并部署在全国全面推广职业培
训券工作。

据了解， 人社部此举主要是为
了解决过去参训劳动者需要资金垫
付、 培训质量参差不齐， 以及部分
地区实名制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进
一步帮助、 鼓励劳动者提升职业技
能。 按照人社部此前的计划， 2021
年全年将发放职业培训券1000万
张。

我国已发放职业培训券超800万张

10月27日14时19分， 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快舟一号甲运载火
箭， 成功将吉林一号高分02F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
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我国成功发射吉林一号高分02F卫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