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8日， 工人在特许生产商的车间里忙碌。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 “冰墩墩” 近日引爆购买潮， 导致 “一
墩难求”。 位于江苏省启东市的一家特许生产商加紧开工生产， 保障冬奥会特许商品的供应， 努力满足广
大消费者的需求。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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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 在集中供暖的中国
北方， “欠供” “过供” 情况时
常发生， “顶层开窗底层穿袄”
也是常见事。 不过， 这种情况正
悄然发生改变。

记者近日在北京、 辽宁、 河
北、 山西等多地调查发现， 近年
来， 通过信息技术对传统热网进
行改造的智慧供暖， 正迎来加速
发展期。

中国城镇供热协会常务副秘
书长牛小化说， 我国现行供热尚
未完全实现商品化 ， 未来应从
“按时供热” 向 “按需供热” 模
式转变， 实现以居民末端调控为
主的智能化运行供热方式， 让老
百姓可根据需要随时取热、 舒适
供热， 推动行业早日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

她认为， 这对供热行业来说
是一个 “巨大的转变”。

多地集中供暖智能化提
速， 效率提高成本缩减

假设可以从高空向下透视，
在中国北方城市的地下， 都拥有
一个纵横交错、 规模庞大的供暖
管道网络。 隆冬时节， 这些管道
源源不断地向千家万户输送热
能。 此前， 这些管道依靠人工管
控， 有时暖气供应不稳、 室温冷
热不均。 有的同一栋楼里， 住在
顶层的人热得要开窗， 住在底层
的人则在家中也需要穿棉袄。 有
业内人士称， 全国供热系统水力
失调度超30%。

近年来， 随着居民用热需求
增加， 全国供热规模不断扩大，
传统供热模式热源不足、 温度不
均、 能耗高等问题愈加凸显。 记
者采访发现， 许多城市都在尝试
智慧供暖。 信息化技术与传统热
网结合的新型供热模式， 让用户

体验提升、 企业效率提升、 实现
节能减排有了更多可能。

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金桥东街
的顶秀金石家园， 是北京热力集
团首批智慧供热试点小区。 以往
供暖季初期， 需要大量工人手动
调节阀门， 根据经验控制每座楼
流入的热量， 不仅速度慢且往往
不准， 需反复调试。

试点后， 小区在每个单元加
装电动调节阀、 在居民家里安装
室温采集器。 人工智能热网控制
系统收集用户室温数据， 结合天
气预报预测所需热量， 通过监控
平台下发指令， 科学分配每个单
元的热量。

改造后， 居民们发现家里温
度可根据需要自动调节 。 据统
计， 改造前， 小区采暖季室温低
于20℃的用户占11.3%，高于24℃
的用户占52.1%； 改造后的第一
年， 温度在20至24℃之间的用户
达90%。 此外，同比减少30%的投
诉率，还降低成本费29万元，减少
热力站尖峰负荷17.54%。 居民张
艳玲说：“家里舒服多了， 一年也
能省大概三四百元。”

在河北， 全省从热源到换热
站的一次管网智能化已达90%以
上， 当前正加快探索从换热站到
用户的二次管网智能化建设 。
“二次管网智能化建设是实现
‘双碳’ 目标的重要途径。” 河北
省燃气热力服务中心一级调研员
徐京杰说。

河北唐山曹妃甸热力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李悦说， 与使用智慧
供热系统前相比， 曹妃甸工业区
每年能节省供热费用3750万元 ，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1.30万吨 ，
二氧化硫排放915吨， 烟尘排放
458吨。

在山西， 太原市热力集团太

古分公司枣尖梁热力站的供热范
围涉及两个小区896户。 站长苏
程飞通过手机App就可以随时查
看热力站的情况， 供水温度、 回
水温度、 压力值、 热量、 流量等
数据一目了然。

“原来每个热力站都要有人
值守， 三班倒的话每天至少3个
人， 1800多个热力站就是5000多
人。” 太原市热力集团总调度室
主任石光辉说， 现在全市无人值
守站超过80%。

居民对供暖的要求从
“到时候就有” 变成 “好不
好用”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旧矿
部小区居民沈女士说， 前几年，
家里暖气总是一阵冷、 一阵暖，
加上管网老旧漏水， 带来不少麻
烦。 安装智慧设备后， 家里温度
均衡舒适 ， 可以保持在 22℃左
右。

北京一些 “上班族” 期待用
热更灵活———白天上班时间家里
没人， 温度可以调低一点。 而写
字楼里的中央空调通常很热， 要
是每个房间都能调节温度就好
了。

家住沈阳的居民赵先生告诉
记者， 过去对供暖的要求是 “到
时候就有”， 如今变成了 “好不
好用”。

此外，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
硬约束影响力日渐强劲， 能源结
构低碳绿色化转型、 技术数字智
能化创新不断加强。 相形之下，
传统集中供热方式高延迟、 强耦
合、 多约束的弱点十分突出。

北京市城管委供热办相关负
责人尹波介绍， 集中供暖是一种
以供定需的调节方式。 由于建筑
物围护结构、 末端采暖形式、 输

配管线长度等不同， 热量通过热
力系统分配时， 容易导致水力失
调和热力失调等现象， 人工调节
难以实现热量的按需平衡分配。

李悦说， 为保证部分用户的
供热效果， 热力公司常采用整体
提高供热量的方式满足全部用户
需求 ， 造成总体热能的巨大浪
费， 也加剧了环境压力。

据李悦介绍， 按照华北地区
实际供热参数计算， 每提升1℃
将造成3.7%的热能浪费， 相当于
全国浪费约1.6亿吨标煤 ， 多排
放3.97亿吨二氧化碳 、 0.03亿吨
二氧化硫、 0.016亿吨烟尘。

北京热力集团启动了供热系
统智慧化改造三年行动计划。 在
实际工作中， 将从基于智能算法
的快速手动平衡、 基于二次系统
水力平衡的热力站自动控制和结
合室温的精准调控等三个方面推
进工作。

存科技创新、 老旧小区
改造等难点

专家指出， 集中供热管网智
慧化， 是一项涉及科技创新、 老
旧小区改造等多领域的系统性工
程， 当前各地在探索中存在一些
共同难点。

改造成本过高是一大制约因
素。 由于供热事业的公益属性，
采暖收费价格仍是政府指导定
价。 而随着煤、 气、 电、 水等能
源价格及人工成本不断上涨， 企
业背负经营压力较大， 大规模投
资智慧化改造的动力不足。 在一
些地方， 成本倒挂导致供热企业
无力开展从换热站到用户的二次
管网智能化建设。

还有业内人士表示， 在老旧
小区占比较高的地区， 建筑围护
结构保温较差， 楼内热力管道使

用超过25年需更新的比率很大，
需持续推进建筑节能和供热基础
设施改造。

山西朔州市再生能源热力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文兰介绍， 除
资金投入有限外， 各类智慧供暖
设施质量参差不齐， 选型需大量
对比和长时间实验才能符合当地
实际， 智慧供暖平台操作、 升级
人才少。

太原市热力集团总调度室技
术员申鹏飞说， 终端测温仪设备
目前装了1万多户， 用户配合度
不高。 有用户将测温仪放在窗口
甚至门外， 测温不准确。 “下一
步希望能和通信公司及大数据部
门合作， 配合或新增更多实用性
功能服务， 以顺利拿回数据。”

在唐山曹妃甸热力有限公司
有关负责人看来， 相关部门应加
强顶层设计， 加快制定相关标准
规范， 形成统一体系， 同时需要
结合供热体制改革和供热立法工
作， 推动供热行业的科技创新和
产业升级。

业内人士认为， 一些地区的
供暖设备临近集中更新换代时
期， 应抓住这一机遇提速智慧供
暖工作， 政府可设立专项资金，
分担热力企业成本， 持续推动供
热计量收费改革和热价市场化。
居民在追求舒适之外， 也应提升
绿色用暖理念。

石家庄西郊供热有限公司总
经理杜文智建议， 新建住宅应将
供热智能控制系统纳入配套建设
范围， 由供热企业负责验收， 减
少供热企业二次投入成本 。 同
时， 扶持供热企业加快推进老旧
小区等既有建筑供热设施智能化
改造。 制定集中供热舒适温度区
间， 规范居民用热行为， 实现自
我调节温度降低能耗。 据新华社

告别“顶层开窗底层穿袄”还需多久？
聚焦智慧供暖

新华社电 泰安如意科技时
尚产业有限公司技术厂长王文
革，在工作２０余年时间里，先后完
成高端西装操作法改进、 工艺优
化、 设备革新等150余项创新。近
日， 在泰安市组织的特级技师评
审中， 她凭借出色的技术成绩和
行业影响力， 成为泰安市首位获
得 “特级技师” 资格的高技能人
才 。王文革说 ，获评 “特级技师 ”
后，对未来信心更足了。

近年来， 为提高技能人才待
遇水平和社会地位， 在不改变国
家职业技能评价框架体系的前提
下，山东优化技能人才评价方式，
坚持“谁用人谁评价”，支持企业
开展技能人才自主评价， 企业可
根据工作需要和技能人才队伍现
状，自主设立特级技师岗位，自主
开展评聘工作， 充分调动了企业
和技能人才的积极性。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副厅长侯复东告诉记者， 为指
导企业更好开展特级技师评价，
山东改变过去职业技能评价 “一
考定等级”的办法，更加注重业绩
能力贡献。 政府仅制定原则性标
准， 着重考察技能人才在创新操
作规程、解决生产难题、完成工作
任务、参与技术改造革新、传技带
徒等方面的能力和贡献， 企业可
根据实际情况， 自主制定评价标

准、评价办法、评价方式。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负责人表示， 人社部
门将人才的评价权和使用权交给
企业后，重汽集团将理论知识、技
术技能、工作业绩、演讲答辩、社
会效益及通用素质等内容纳入特
级技师综合测评， 对参与评聘人
员进行全面考察， 评出来的人才
更贴合企业发展需求。

为进一步拓宽技能人才职业
发展空间，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山
东还明确， 获得企业特级技师证
书并聘用到特级技师岗位的高级
技师， 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的正
高级工程师。此外，聘用到特级技
师岗位的人员， 不仅可以按照企
业正高级工程师兑现工资待遇，
在人才服务、 政策支持以及参与
社会事务等方面， 也与正高级工
程师享受同等待遇。

记者了解到， 目前山东已有
122名高技能人才被企业评聘为
特级技师， 并按照正高级工程师
兑现工资待遇， 实现了职业发展
与待遇地位“双提高”。“通过在企
业试行设立特级技师岗位， 拓展
了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能够
不断提高技术工人社会地位，引
领更多技能人才爱岗敬业、 钻研
技艺， 为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有力技能人才支撑。”侯复东说。

特许生产商加紧生产“冰墩墩”

山东122人被企业评聘为特级技师
一线技术工人更有奔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