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彭 辉
本报通讯员 田常力 陈鹏

去年底，我省确定了5个农村地区供暖
试点县（市、区）和12个试点镇，威海市环翠
区在试点县（市、区）年度综合评比中得分最
高。今年10月底，全省农村地区清洁供暖工
作座谈会在环翠区召开，该区推行农村清洁
供暖全覆盖的做法引起全省关注。11月8日，
记者在环翠区进行了采访。

三年内实现

农村清洁供暖全覆盖
环翠区提出三年内实现农村清洁供暖

全覆盖，是根据城市化发展水平作出的决
策。自2007年开始，充分依托地处中心城市
的优势，环翠区棚户区改造驶入了快车道，
10年来共实施村庄改造项目49个，1 . 8万余户
农村居民搬上楼房，享受到城市供热主管网
的集中供暖。2015年年底，环翠区启动了农
村规划保留村供暖状况调查，最终确定了34
个村进行农村清洁供暖改造。

“到目前，全区已完成10个村的供暖改
造，计划2018年完成14个村，2019年再完成10
个村，完成全区农村清洁供暖的全覆盖。”环
翠区住建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环翠区农村
供暖改造资金共有三个主要来源：省级农村
供暖无偿资金支持共900万元；区镇两级安
排一块专项资金；村民个人再掏一部分。政
府补贴与村民个人负担的比例确定为6:4，群
众负担大大减轻。

为加强财政资金使用监管，环翠区规定
所有农村供暖设施均由政府公开招标采购，
随意扩大范围安装的供暖设施及安装费不
予补助，非统一采购安装的非节能环保供暖
设施不予补助。

经济强村实行集中供暖

环翠区引导经济强村实施集中供暖，让
老百姓享受更多发展实惠。在全区已经完成
改造的10个村中，经济强村羊亭镇南小城
村、贝草夼村就采取了集中供暖模式。

来到南小城村村民王秀娟家，她对村里
实施的集中供暖赞不绝口：“去年家里温度
20度左右，俺这辈子算是第一次在家里过了
个暖冬。”王秀娟的女儿前段时间刚生了孩
子，一坐完月子就回到了娘家。“马上就来暖

气了，大人孩子都不遭罪，洗个尿布也干得
快。”王秀娟说。问起暖气改造费用，王秀娟
快人快语：“安暖气俺个人没掏钱，去年供暖
村里每户收了600元的取暖费，今年每户收
1000元。”

村委委员田兆家说，全村249户进行了
供暖改造，户改造费用5000元，财政补贴3000
元，个人缴纳的每户2000元也由村里统一负
担，这样村民暖气改造就实现了“零负担”。

南小城村供热中心在村委会旁边，以麦
秸为原料的清洁燃料垛满了半个屋子，锅炉
里已填好了料，管道也已检修好，一按按钮
就能实现供暖。“我们的供暖期与城市供热
管网保持一致，城里供多少天，我们就供多
少天，根据情况还能延长。为保证全天供暖，
村里雇了4个人实现三班倒。”田兆家说。每
家每户收的取暖费，仅仅是“象征性”的，去
年村里首次供暖，连燃料费、电费和人工费，
共支出100多万元，村集体分担了大头。

分散供暖

用煤用电随意选
环翠区首批改造完成的10个村中，8个

村采取了分散供暖形式。分散供暖，一是用
煤，二是用电。用煤用电两种改造方式，造价
大致相当，各有优缺点，各村充分尊重群众

意愿，由群众自主选择。“我们村的供暖改造
分三步走：村民自愿报名，村委统计上报，镇
政府统一实施。给村民留足了考虑时间，完
全尊重村民意愿。”张村镇王家疃村党支部
书记刘伟告诉记者。环翠区规定，如果村民
条件允许，选择太阳能、空气源热泵等更为
先进的供暖设施，只要符合节能环保要求，
也给予每户最高3000元的补助。

王天强和丛树盛是王家疃村一墙之隔
的邻居，他们分别选择了用煤和用电两种供
暖方式。“我们选择的是无烟汽化炉，炉火很
旺，每天烧热水、蒸馒头不用另外烧火。一天
做饭取暖大约用40斤煤，不到20块钱。”王天
强说。丛树盛则算另外一笔账：“我们的电暖
气每个暖气片都有单独的控制器，哪屋冷开
哪屋，天气暖和就不开；人多了就多开一会，
人少了就少开一会。最要紧的是家里不脏，
也不用买煤存煤，省事干净。”

在推进农村供暖改造的同时，环翠区在
农村幼儿园、中小学校、养老院等公共服务
场所也推行清洁供暖改造。目前，全区87处
近16万平方米的公共服务场所，通过集中供
热和电暖等方式实现了清洁供暖。

从去年运行的情况来看，农村供暖设施
相比城市集中供热设施运行费用偏高，部分
群众存在不舍得用的情况。从环翠区住建局
了解到，该区将探索农村供暖用电、清洁煤

炭等能源补贴政策，确保群众安得上、用得
起、舍得用，针对农村贫困群体的改造和
使用费用减免政策也在研究制定中，让农
村供暖暖身也暖心。

农村供暖，如何暖身又暖心？
环翠区：用好政策分类推进，三年内实现农村清洁供暖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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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农村清洁供暖⑴

□本报记者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王卫东

天气越来越冷，居民提及“供暖”“温度”的频率也越来
越高。

“不让一户老百姓挨冻”，是潍坊高新区向全区居民作
出的承诺。为了这一承诺，潍坊高新区提出“非供暖季抓
供暖”，全面消灭非直供热站，探索实施供热企业考核评
价机制。早在今年7月份，他们就出台《潍坊高新区非直
供热站改造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改造方案》），聚焦
居民反映最多的“非直供”问题，全力促进供暖水平再上
新台阶。

为啥要跟“非直供”死磕？家住新城街道北海社区盛华
园小区的居民高敏道出了其中缘由：“非直供就是不如直供
暖和。”盛华园周边的小区都是直供，一进屋就跟春天似的，

“人家屋里都是23℃、25℃，可我们经常19℃、20℃。花同样
的钱，舒适度却差了一大截。”

高敏所在的盛华园小区是个“年轻”小区，其二期2013
年才交房。一开始小区物业购置了上百万元的地源热泵设
备进行供暖，多算了经济账，少算了民生账。这几年，由
于供暖“短斤少两”，让居民寒了心。打投诉热线也成了
该小区居民供暖季的“必选项”。“社区一年接到十几通
投诉热线，基本都是盛华园小区的。”新城街道北海社区
党委书记谭斌说，“居民想达到的是供热预期，而不是及
格线。”

供热企业直管直供，达标供热是居民的强烈诉求。潍坊
高新区出台的《改造方案》是场及时雨，按照《改造方案》规
定，对全区57个非直供热站进行全面改造，改造费用由供热
企业和开发企业按相应情况承担。据了解，作为全区57个非
直供热站之一的盛华园小区，供热入网面积6 . 5万平方米，
直供改造费用150余万元，居民没花一分钱。

为把好事办好办实，潍坊高新区供热主管部门先邀请
第三方机构对盛华园等8个地源热泵机组供热单位进行了
评估验收，并对验收不合格的6个单位的地源热泵机组进行
了改造。盛华园小区7月底改造施工之前，为确保小区居民
改造意见统一，多部门连续多次在小区张贴告示征求居民
意见，仅《施工公告》就连续贴了四次。从7月底到9月底，2个
月的施工时间里，主管道、副管道，供热站设备调试、打压测
试依次进行。《改造方案》的落地和落实，使盛华园等非直供
换热站顺利改造实现供热企业直管直供。

百惠热力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部长柏蕾告诉记者，“非
直供换热站转换为直供，温度、服务上更有保障，如果供热
温度达不到要求，我们肯定第一时间到现场，保障用户室内
温度。”

供热“不绕弯”

温度不打折
潍坊高新区非直供热站变热企直供，

全面提升供暖水平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李伟伟 宋静 报道
本报利津讯 “快来看看我家新安装的

天然气，以后做饭就不用再搬液化气罐，冬
天不用烧土暖气了。”10月27日，利津县利
津街道大李庄村的李焕新掩饰不住心中的喜
悦，领着记者到厨房参观，“今年冬天，我
家土暖气就要下岗啦，安上干净卫生的采暖
炉，不用担心屋里被熏得黑乎乎了。”

李焕新介绍，以往他家每年冬天都是靠
土暖气取暖，一到秋末就得囤下三四吨煤
炭。拉炭车又高又宽，只能把炭卸到大门
外，还得自己用三轮车一车一车往院子里
倒，费时又费力。到了冬天院子里堆着煤块
和煤渣，每天都要早起端炭、天黑掏煤灰，
遇到天冷，半夜还要起来添煤,这一大堆麻烦
事儿真是说起来都累人。今年，利津县将燃
气村村通工程纳入全县重点工程项目，首批
222个村庄社区28804户家庭成功开通天然
气，将改变传统的“用液化气罐做饭、烧煤
取暖”的生活模式。

用天燃气当然环保，老百姓还要算经济
账。“采暖设备贵不贵，用气成本高不
高？”村党支部书记宋其亮算了这样一笔账：

“一年仅取暖一项，按3吨煤算，一斤5毛钱，就
要花3000元。而村民只需要交1000元费用，不
仅给安装品牌油烟机、燃气灶、采暖炉，还连
续3年每立方米燃气补贴1元，每户补贴1200立
方米，不仅干净卫生，价格还划算。”

“今年我们村实施了燃气村村通、旱厕
改造这些惠民工程，也是为老百姓办了一件
大事。我们村还发展了600多亩白蜡、果树
等生态苗木产业，村民越来越富了，环境也
越来越美了。”宋其亮对记者说。

李焕新家的

土暖气“下岗”了

□彭辉 报道
环翠区羊亭镇南小城村村民王秀娟对村里实施的集中供暖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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