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英

6月11日至17日，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等14部门联合举办的2011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
在全国铺开，今年的主题是“节能我行动，低
碳新生活”。

在这21个节能宣传周过后，我们欣喜地看
到，人们节约、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消费
模式和生活习惯，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
们。但是，浪费能源、高耗能、高消费的现象
依然比比皆是。

谁来督导公共场所节能

6月14日，济南公共机构节能监控中心正式
投入运行，可以对包括龙奥大厦在内的公共机
构的耗电量、用水、用油、后勤采购等进行监
控，并可进行数据的更新、对比和分析。在监
控中心，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指定的加油站、维
修点、保险网点等获得公务用车信息，在建公
共工程施工情况还可以实时进行监控。

“这样的监控系统，应该在城市广场、交
通枢纽、酒店和写字楼里得到普及。”记者从
济南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济南市的做法
在全国具有示范作用。

“现在的情况是，政府即便规定了夏季室
温设置在26度，但大多数宾馆和写字楼还习惯
于将空调设定为23度甚至更低，可谓浪费电能
的‘重灾区’”。中豪大酒店的陈经理介绍
说，作为高消费场所，星级饭店历来都是耗能
大户。按照理论标准，酒店的能耗费用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应该合理地控制在6%～8%。但实际
上，目前我国酒店业的能耗费用大部分占到营
业收入的13 . 3%左右，有的甚至高于20%。能耗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过大直接影响到酒店的经济
效益，很多酒店为此背着沉重的能耗包袱，经
济效益不容乐观。

“不少客人在离开房间前，都没有拔下插
电卡的习惯，空调、厕所照明灯和排气扇一开
就是一天。”青岛黄海饭店的管理人员向记者
表示，对住客普遍存在“反正收了费，不用白
不用”的心理，酒店方深感无奈。这种状况，
倒逼酒店自己想办法节能。如今，洗衣废水擦
地板，空调改装智能控温系统，灯具改为LED
灯，厕所照明实现智能声控……在山东，为创
建绿色饭店，“耗能大户”们各显其能。

奢侈性消费该悠着点了

与节能低碳相对应的，是高耗能高消费的
习惯，比如近年提出的“奢侈性水消费”这样
一个概念，是指那些用水量多、方式浪费的水
消费，具体对应洗浴、滑雪、高尔夫几个特种
用水行业。不过，你如果不压抑自己“追高”
的冲动，就要做好为此付出更大代价的心理准
备。

随着燃油税率的调整，在购买家庭轿车
上，人们以前考虑的多是牌子和豪华舒适度，
现在，大家关注和崇尚的则是它的节约功能。
汽车的产业结构也将发生相应变化，生产高耗
能型汽车的企业将受到抑制，效益不好的小企
业可能被淘汰。开节能型汽车，将越来越成为
社会的时尚，而那些以高耗能为代价的豪华车
将逐步远离百姓生活。

也应该看到，奢侈性消费存在炫富心理的
畸形增长，中国几乎成了“奢侈品的天堂”：
中国是保时捷全球第二大市场，一年售出14785
辆汽车；化妆品中的高端品牌雅诗兰黛去年在

华销售增长30%……“在未来3到5年内，25岁到
30岁的消费者将成为我国购买奢侈品的主力
军。”有关人士作出这样的预计时，也指出中
国奢侈品的畸形消费可能在未来3年内得到改
善，变“用名牌来炫耀”转向更为注重品牌内
涵的理性消费。

学学“老抠儿”的

生活智慧

孩子们放暑假了，单位同事上五年级的女

儿来找她吃午饭，一进门就说，“妈妈，你办
公室的空调比咱家的凉多了，快调调温度去
吧，省得你心疼电钱。”孩子的说法逗乐了大
家，“我妈啊，是做衣柜不装拉手——— 典型的
抠门儿”。“抠门儿就抠门儿，反正空调温度
不能低于26度！”接着母女俩的话题，办公室
同事谈论起生活中的节能省钱经，发现其中还
真有不少妙招和智慧。

在美国生活一年多的小马告诉大家，外国
人也不乏“老抠儿”智慧，比如美国人，其强
烈的节能意识体现在很多生活细节上。在购买
食物环节，尽量选择产地较近的产品，这样可
促使商家增加从邻近地区进货，从而节省运输
中消耗的能源。在烹饪食物环节，美国人的能
源账也算得一清二楚：假如每天3次、每次将1
升20摄氏度的水煮开，那么用中火煮比用高火
煮每年可节省2 . 38立方米燃气。

日常生活中，进行一些低碳节能行动并不
难，在家里，随手关灯、拔插头；不坐电梯爬
楼梯，省下大家的电，增强自己的体质；在办
公室里，每张纸都双面打印，关掉不用的电脑
程序，减少硬盘工作量，既省电也维护电脑；

出差尽量少使用一次性牙刷、一次性塑料袋、
一次性水杯……因为制造他们所使用的石油也
是一次性的；去超市尽量自带购物袋，虽然一
只塑料袋可能只是5毛钱，但它造成的污染可能
是5毛钱的50倍……

节能垂范

不怕“婆婆妈妈”

今年4月，平阴县在全县机关推广300辆公
务自行车。两个月后，省公共机构节能办公室
向24家省直单位免费发放100辆公务自行车。按
照规定，省直单位工作人员在3公里内的外出公
务活动，原则上使用公务自行车出行。节能垂
范，从政府公务人员做起，这已经成为山东历
年节能宣传周活动中的一大特色。

节约一度电，一滴水，一张打印纸这些
“婆婆妈妈”的要求，早就写入了政府文件。
2005年以来，我省启动创建节约型机关活动，
出台了一系列配套制度和措施，对年用水量、
用电量和交通费、办公费等指标进行考核。我
省还创办了政府机关能源短缺体验日活动，在
同一个工作日里，省、市、县三级机关同时开
展节能宣传、节能知识竞赛等活动。同时，我
省将把组织能源短缺体验日活动形成制度，每
年开展一次，建立机关节能的长效机制。政府
带头践行勤俭节约的美德，已经成为国际社会
达成的共识。为推行“绿色增长”兴国战略，
韩国政府规定，所有公共机关必须使用能耗最
低的产品，在规定期限内将白炽灯改为节能
灯，在选购公务车辆时，优先购置小排量汽车
和混合动力车，使之占年采购量一半以上，同
时设置小排量汽车和混合动力车的专用停车

场。
“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

进程中，各级政府机构发挥带头作用，建设崇
尚节约、厉行节约、合理消费的机关文化，无
疑会发挥出一个节能榜样的作用。”济南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教师任晓敏说，像机关、高校这
些“公家”单位，用水、用电并不受平民的消
费意识主导，一旦没有约束机制，很容易产生
浪费现象，希望目前进行的公务人员垂范节约
的活动，能够变成一种常态。

宣传周成效

有待建立评估机制
作为引导公众响应国家节能号召的载体，

每年一度的宣传周活动，让公众了解低碳，尝
试接受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品，为建设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而亲历亲为。有专家建
议，在这样一个持续的效果上，政府应该趁热
打铁，借鉴国外经验，建立起宣传周收效的评
估机制。

据山东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孙奉仲教
授介绍，日本可谓全民节能活动最为频繁多样
的国家之一，除节能日(每月第一天)、节能月
(每年2月)要在全国开展节能技术普及和推广及
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外，日本还规定每年8月1
日和12月1日为节能检查日，主要检查评估节能
活动效果及生活习惯的变化。

日本经验也可以这样理解，要达到节能减
排、低碳环保的效果，政府须采取强有力的措
施，变宣传月、宣传周或者是体验日为一年365
天都要节能减排，过低碳环保的绿色生活。如
果能做到这些，节能减排、低碳环保的普及就
做好了大半。

生物质能源

不应再坐“冷板凳”

□周文林

在保护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
标之下，发展新能源已成社会各界共识。业
内专家表示，生物质能源是具有良好发展前
景的新能源，但目前在研发和投入方面均存
在不足。在全球加强新能源布局的大背景
下，中国必须加大政策扶持和经济支持力
度，让生物质能源不再坐“冷板凳”。

近日在京召开的中国生物质（能源）产
业展示会上，两院院士石元春教授表示，
“十一五”期间国家对新能源的关注度更多
地集中在了风能、太阳能领域，相比之下，
对生物质能源的发展关注较少。“生物质能
源坐了冷板凳。”石元春院士说。

记者从展示会上了解到，“十一五”期
间，我国的生物质能源产业在甜高粱燃料乙
醇制取、木薯燃料乙醇制取、生物质直燃发
电、牧场废弃物沼气发电等方面取得了长足
进步，产业体系日趋成熟。我国新近更是提
出，要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
高到11．4%，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
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6%和17%。

但另一方面，生物质能源的发展仍未能
形成声势。

有业内专家表示，虽然目前国内的燃料
乙醇产业还部分处于以粮食为原料的阶段，
但国家通过的政策调控，已完全避免了燃料
乙醇“与民争粮”的情况，而且正在积极鼓
励发展将纤维素转化为燃料乙醇的最新技
术。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我国开发生物质能
源，不仅可以持续提供清洁能源和改善环
境，还可以通过发展能源农业，转变农业产
业结构，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扩展农
民增收渠道。

“资源是新的、产品是新的、产业是绿
色和可持续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新经济增
长点。”石元春院士针对生物质能源的发展
说。

资料显示，目前全球许多国家都在争相
发展生物质能源。巴西燃料乙醇汽油总产量
约占全球该类消耗总量的1/3。美国计划
2020年使生物质能源和生物质基础产品较
2 0 0 0年增加1 0倍，达到能源总消费量的
25%，2050年达到50%。欧盟也提出，到2020
年，运输燃料的20%将用燃料乙醇等生物燃
料替代。此外，日本制订了“阳光计划”。
印度制订了“绿色能源工程计划”。加拿
大、法国、瑞典、德国、墨西哥、韩国和泰
国等，均有发展石油替代产业的计划，并有
不同规模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已意识
到，以燃料乙醇产业为代表的先进生物质能
源利用将在未来人类的新能源布局中占据重
要地位。

“不过从技术上看，我们与国际一流的
生物质能源技术仍有差距。”石元春院士
说。据悉，如全球最大的工业酶和工业微生
物制剂生产商诺维信公司近年来大力发展以
取自农作物秸秆等纤维素的第二代乙醇生物
燃料技术，目前该技术已开始初步商业化。
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在过去２年中，诺维信
将生产纤维素乙醇所需酶的成本降低了约
80%。诺维信预计全球纤维素生物燃料的成
本还会进一步降低。目前诺维信正在通过与
全球生物燃料工业的众多企业合作，加速纤
维素乙醇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开发和实施，进
一步降低纤维素乙醇生产用酶的成本。

多位业内专家表示，新能源是事关未来
中国能源安全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
证。数据显示，我国国内原油消费继续快速
增长，石油安全面临的形势趋于严峻。

“我们希望政府能制定更进一步的政策
来推动新一代生物质能源的发展。”石元春
院士说，“同时应加大研究包括财政补贴在
内的多种经济激励手段，促成政府、企业、
技术研发机构产业链上各环节的合力，加快
战略布局，推动中国新一代生物质能源尽快
缩小与国际一流水平的差距，为中国在未来
新能源时代获得优势地位打下扎实基础。”

节能低碳，你开始行动了吗？
——— 节能宣传周过后的思考

□庄丽 报道
在节能宣传周里，像这样的咨询场面随处可见。图为6月16日山东能源集团在新泰市设立的一个咨询站现场。

□本报记者 李振
本报通讯员 陈宜勇

提到煤矿你会想起什么？矿井下的世界是
什么样子？煤是如何从地下几百米甚至上千米
采到地面上来的？

带着这些问题，6月下旬，记者来到了位于
兖州市的山东能源临矿集团古城煤矿，深入到
地下850米的2203综采工作面，探秘这个黑色的
地下王国，看看煤矿工人这些“地下工作者”
的工作环境究竟如何？

每人一条红腰带

“穿短袖在井下冷不冷？”下井前，一身
夏装的记者问随行的工作人员。

“下井不能穿便装的，要穿统一的工作
服。”工作人员介绍，由于井下可能存有瓦
斯，遇火星会引发事故，所以矿工的工作服都
是不易起静电的棉质服装。工装的裤子上也没
有普通的腰带，而是系着一条红色的棉布绳
子。红色代表着平安吉祥，下井前矿工每人系
一条红腰带来讨个吉利。

换好一身橘色的工作装，头戴矿灯、腰背
应急包，脖子上缠着一圈白毛巾，全副武装后
起身站起来，行动立刻就不那么随意了，再加
上一双及膝的黑色雨靴，感觉走路都变得沉重
了。

“井下一定注意安全！”得知记者下井的
消息，家人立刻发来了叮嘱的信息。偶然一次
下井，家人尚且如此担心，对于数年甚至数十
年如一日下井劳作的矿工，他们的家人要经受
怎样的担心？对于很多从未到过煤矿、未下过

井的普通人来说，提起下井首先想到的就是
逼仄黑暗的巷道、满身煤尘的矿工和新闻里
时常冲击公众心理的矿难。井下究竟安不安
全？水深不深？粉尘大不大？气温低不低？
站在下井的“罐笼”里，无数的疑问浮出记
者的脑海。

乘“猴车”有技巧

所谓“罐笼”，其实就是从地面直伸到地
下的升降机，下井的工人站在“罐笼”内部的
两侧，随之直降到地下。黑暗中，“罐笼”向
着地下500米快速下降，四周一片黑暗，除了
“罐笼”摩擦轨道的轻微声响，在逐渐下沉的
地下王国里只有一片寂静。不到五分钟，“罐
笼”闸门打开，眼前一片灯光，宛如白昼。

走出“罐笼”，便来到井下的主巷道。主
巷道宽约四五米，两排整齐的靠椅置于巷道两
侧，白色拱形廊顶镶嵌着一排射灯，灯光打在
白色的瓷砖地面上，显得干净、宽敞、明亮，
顿时颠覆了记者以往对于矿井狭窄、黑暗、粉
尘漫天的固有印象。主巷道也是井下的安全文
化长廊，墙壁两侧悬挂着一幅幅精美的牌板，
图文并茂地展示着一条条安全常识，让上下井
的工人们在途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安全生产知识
教育。

通过主巷道，就进入了相对窄小的巷道
口，风也变得大了起来，凉嗖嗖地从耳边呼啸
而过。“地下这么深怎么会有风？”工作人员
解释说，这是为了防止瓦斯积聚，井下安装有
24小时的通风设备。这里离工作面还有350米的
垂直距离，需要换乘“猴车”才能到达真正的
采煤现场。

所谓“猴车”，原名叫架空乘人装置，一
人一车，由缆绳固定在巷道顶部的轨道上，沿
巷道斜向下或向上。如果说“罐笼”像购物商
场里的直梯，那“猴车”就有些类似斜坡扶
梯，只不过扶梯是站着乘，而“猴车”则要坐
着乘。因为坐上去的姿势如同猴子扒住树干，
所以矿工们就把这种乘人装置叫做“猴车”。

乘“猴车”还是件颇讲技巧要领的事。上
车时先要跟随“猴车”滑行的方向和速度向前
助跑一段，然后把住中间竖直的铁杆，右脚踩
住踏板，找准平衡后左腿一跨就能稳稳地坐在
座椅上了。不过说来容易，对于从未乘过“猴
车”的记者来说上下车确实不易，尤其是穿着
肥大的工作装和沉重的雨靴，追赶“猴车”时
跺得地面啪啪直响，还错过了好几辆，好不容
易爬上车，不是钩到裤子就是重心不稳左摇右
晃，逗笑了现场的矿工。

坐定，“猴车”带着记者匀速向下滑行，
向前看、向后看，其他人都坐在离自己八、九
米远的“猴车”上，周围的灯光暗了下去，风
从背后吹来，还颇有些凉意。对面相向而行的
是一个个下班的矿工，疲惫地向前倾靠在把杆
上。这时，耳边响起了熟悉的乐声，王菲的
《红豆》、周杰伦的《七里香》……一首首年
轻人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从巷道的扩音器中传
来。原来，这是为了营造井下温馨轻松的氛
围，巷道里不停地播放音乐，让矿工们在繁重
的劳动后得以愉悦。

一个班切三刀煤

乘“猴车”行驶十几分钟，再步行一段时
间后就来到了位于地下850米的综采工作面。这

里就是煤的海洋，树立在眼前的煤层有七、八
米厚，头顶、脚下、两旁，目之所及全是乌黑
的煤，在灯光的照射下泛出金属般的光泽。55
根液压支柱整齐地排列，支撑着这个狭小的空
间。停放在一旁的是一台长长的采煤机。据介
绍，采煤机从工作面的一头切到另一头叫做一
刀，如果工人不停操作采煤，一个班可以切三
刀煤，产量近3000吨。采下的煤直接送上传送
机，筛选过滤后，就能直接送到地面。老电影
里煤矿工人弯着腰、猫在不足一人高的小洞里
一铲一铲地把煤铲进竹筐的场景早已成为过
去。

在作业面没多久，乘坐“猴车”时的凉意
就被闷热所代替。狭小的作业面通风不像巷道
那样顺畅，记者只是站着，身上的工作装就很
快被汗水打湿了，作业工人的辛苦可想而知。
这时，一辆矿车从身边经过，一阵水雾从头顶
倾然喷下，带来了一丝清凉。原来这是安装在
工作面顶部的光电喷雾装置，每当有矿车经过
时，喷雾装置就会自动感应喷洒出水雾用以降
尘，怪不得置身想象中煤尘飞扬的工作面，空
气仍相当湿润干净。

返程的路如来时一样，不过感觉却难走了
很多。步行的一段由下坡变成了上坡，还要时
刻当心脚下潮湿的煤泥，留意两旁密密麻麻的
支架、电缆，闷热、疲劳、黑暗，以及狭小空
间带来的压迫感，让人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
觉，脚步也慢了下来。而这，对于矿工来说却
是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

或许对于我们每一个可以随意享受阳光的
“地上工作者”来说，今后当上下班路上抱怨
车多路堵、抱怨车上位少人多的时候，想到他
们，你的心里便会带着感恩。

记者走进地下850米深处……
控制能源消费总量

方为缓解“电荒”之本
□王优玲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
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近日表示，今年迎峰度夏
形势复杂而艰巨，通过结构调整和产业升
级，实现节能减排和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是
缓解当前能源供需矛盾、缓解“电荒”的治
本之策。

刘铁男指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能
源企业采取针对性措施，增加有效供给，煤
电油气运生产供应在去年较高基数的基础
上，继续保持了两位数增长，全面保障了抗
旱、春耕、“三夏”等煤电油气运的重点需
求，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今年以来国民经济运行平稳，煤电油气
运需求得到较好保障。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９．７％，全国有２８个省份的地区生
产总值超过全国平均增速，有１２个省在１３％
以上。

“在任何时候都要把居民生活等重点用
电，摆在突出位置，全力予以保障。真正把
不合理用电限下来。”刘铁男强调。

刘铁男说，今年迎峰度夏的总体要求
是，坚持保障重点与抑制不合理需求、推进
节能减排、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相结合；坚持
企业内部挖潜和必要的政策支持相结合，在
确保安全前提下，实现煤电油运供应平稳增
长；坚持远近结合、标本兼治，在确保迎峰
度夏平稳顺利的同时，也要着眼于电力工业
未来的良性发展，着力解决深层次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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