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冷来临，供暖关乎民生。每年的这个时候，供暖都会成为各方关注的热
点，也是一个难点。供暖的背后，潜藏着怎样的纠结？连日来，本报记者深入市
民家庭、供热企业和相关部门，倾听各方声音，查找问题症结，探求解决方案。

从今日起，本报将陆续推出这组调查报道———《冬日问暖》，敬请关注。天
冷了，让我们一起努力，让市民过个暖冬。 ——— 王娟

建议1：

提前规划

现在有的开发商只顾开
发建设，却不提前考虑配套
建设，最后空地都建成住宅
小区，却没有热源厂的位置。
以后入住的居民多了，才考
虑再建热源厂，却选不出合
适地址，希望相关部门能把
热源厂建设列入规划。小区
开发同步规划热源厂。

建议2：

建环保热源厂

市民的供暖需求不断增
加，热源厂还是要建设的。如
果考虑到环保问题，可以采
用先进的脱硫除尘设备，避
免污染环境，争取做到热源
厂与周围环境和谐相处。目
前浆水泉和莲花山两个热源
厂可以达到这个标准。

建议3：

热源与管网同步建设

热电厂的热源建设与供
热管网建设应该统筹规划，
实现同步建设。供热需要热
源和管网两个条件，只有二
者同步，才能实现集中供暖。
本报记者 赵丽 王光照

格市民建议

“热力管线开始改造了！”10月
16日上午，省城山大南路自山大路
至历山路段设置上了围挡，工人进
场施工。见此情景，家住历山东路5
号院的王先生非常高兴，立马给家
人和邻居通报消息。

历山东路5号院一直都烧蜂
窝煤，居民加入集中供暖的愿望
非常强烈，已经申请了三年，但
一直未能如愿，这次热力管线改
造让居民们看到了希望。

不过，这个供暖季历山东路
仍没法加入集中供热大网。山大
南路附近热源不足，“管线改造
是为以后供暖做准备。”

面对城市长高长大而迅速
增长的供热需求，有限的供热资
源显得捉襟见肘。以济南为例，
最近几年，省城兴建了浆水泉热
源厂、莲花山热源厂、西客站热
源厂、大学城热源厂四个热源
厂。老城区的一些热源厂也进行

了扩建，但是这种建设速度还是
赶不上城市发展的速度。上个采
暖季，省城的集中供热率首次过
半，达到50 . 8%，今年，虽经努力，
也只是比去年增加了2个百分
点。“老城区尚有3700万平方米
的供热缺口，还需要建设7到8个
和浆水泉热源厂同等规模的热
源厂，才能够满足老城区的用热
需求。”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
局长贾玉良介绍说。

而在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近年来因城市发展太快，也出现了
热源跟不上的情况，一些新建成小
区因此不能加入集中供暖。为此，
今年新上了3台锅炉。

新增的热源像一块蛋糕，很快
就被快速建设的城市和居民迫切
的用热需求消化掉。供热面积为
500多万平方米的浆水泉热源厂于
2009年底投产运行，因周边小区太
多，到这个采暖季已经面临饱和。

为了解决供暖缺口问题，东新
热电扩建迫在眉睫。东新热电相关
负责人唐焕明介绍说，冬天最冷的
时候，该厂所有锅炉满负荷运行，
仍然有200万平方米的缺口，因此
决定扩建两台70兆瓦的热水锅炉。

但从年初决定要扩建，到现
在相关手续还没有办完。“我们
这个小区与热电厂只有一墙之
隔，原来污染就很严重，如果扩
建还要增加两个大烟囱，环境就

更差了。”化纤厂路新馨家园小
区东南角的几栋居民楼正对着
东新热电厂的烟囱，一些居民对
环境的担心很强烈。

位于泰安市龙潭南路的国
贸小区，居民入住五年了一直没
有供暖。泰安市泰山城建热电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说，国贸小
区以及儿童医院以南都还未铺
设供暖管道，主要是区位有制约
性，没有足够的热源，建的话要

考虑环保问题，附近有河流。
济南热电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说，原来市区内的南郊热源厂改
造扩建时，也同样因为环保要求，
经历了不少困难。按照相关规定，
明湖热电厂已经不能再扩建。“最具
代表性的就是浆水泉热源厂的建
设。”济南市供热办有关负责人说，
这个供热项目，规划了十年之后才
最终建设。由于环保原因选址难，
最终的建设地址也更改了几次。

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教授高灿柱告诉记者，热源厂项
目上马之前，要通过环境影响评
价。根据项目的规模、设备、控制技
术等，预测废气、废水、噪音及对所
在地环境污染影响等条目。这些

“必考”项都有严格的指标和要求。
另外，公众参与也是“环评”

中一项重要内容。与垃圾处理厂
等情况类似，新建或扩建热源厂
也常成为一块“烫手山芋”。

济南市供热办的有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热源扩容，首先要遵循
供热专项规划，并将选址意见书、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报发改委，
而规划部门也要考察这一项目落
地后，是否与周边用地相称。如在
周围是金融区、行政办公区的位置
新建热源厂就不合适。“热源厂紧
挨居民小区，其实反映了城市发展
在规划方面还不完善。”

“别在市区内建热源厂了，都
到郊区建。”不少居民这样建议。

而因为供热半径等因素的存

在，“热源厂都挪到郊外”并不现
实。济南市供热办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一般从热源厂到最远的用户
距离是10至15公里，再远就要影响
供热效果，热损耗大、成本高。

但在市区内，选出一块地方并
非易事。以济南热电明湖片区为
例，这一片区东到明湖天地小区，
西到三孔桥，南到泺源大街，北到
北园大街，既是济南市的主城区，
又是老城区，建筑密集、道路狭窄。
据济南热电有限公司客服中心供
热一公司副经理胡长远介绍，目前

明湖片区加入集中供暖的面积将
近有400万平方米，但仍至少有50
万平方米的供热缺口。不说环保问
题，在主城区里要找到一块空地就
不容易。

老城区供热也一直是青岛市
重点突破的问题。青岛热电集团工
程开发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为了
解决换热站选址问题，他们今年大
力推广10平方米以下的箱式换热
站。同时，为解决老城区管线铺设
难，采取了绕路布线、插孔布线、架
空铺设管线等方法。

“从效益考虑，热源建在供
热负荷中心是较好的选择。”山
东建筑大学热能工程学院副院
长田贯三介绍说，像沈阳等地，
就采取了区域性锅炉房供热的
方式。但是许多地方，城市规划
时主要考虑大型的热电联产项
目，没有给大型的区域性锅炉房
留下足够空间。他建议说，要破
解这一问题，就要改变热源规划
落后于建设规划的局面，对热源
规划走何种道路进行充分的研
究。

除了选址难、手续难批等问
题，资金缺乏也客观上延缓了热
源扩容之路。

以省城东部一新建热源厂为
例，整个工程计划建成3台78兆瓦
热水锅炉及配套管网，总投资达到
2 . 1亿元。“热电厂建成后前几年，
由于供热的区域有限，经营上肯定
会亏损。”据有关人士透露，目前市
区新增热源通常是由热企出资承

建，但建设资金不足是严重的制约
因素。“锅炉等设备有时只能采取赊
账的形式，热源厂投产运行后再用
收取的配套费、采暖费来补欠账。”

热企普遍表示，在现在的供
热运营成本中，煤炭支出已经占
到60%-70%。加上水、电、人工等
成本价格连年上涨，成本压力逐
年加大，运营已经非常艰难。

“现在供热行业整体亏损，

建一处热源厂，就是增加一个亏
损点。”在2011年济南市供热动
员大会上，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
局局长贾玉良无奈地表示。

“做到热源厂与周围环境和谐
相处，最重要的是采用先进的脱硫
除尘设备。”济南市供热办有关负
责人坦言，更换脱硫除尘设备的成
本很高，有时比专门的锅炉还贵，

“如果锅炉需要投资600万元，有可

能脱硫除尘设备却要1000万元。”
传统供热方式存在热源不足等

掣肘因素，为此，一些专家和业内人
士建议将目光投向新能源等方面。
将洁净能源、工业余热等作为燃煤
供热的补充。济南市供热办相关负
责人表示，除了采用传统的燃煤取
暖方式外，省城还在探索利用其他
一些热源。包括利用燃气和石油资
源，使用工业余热、地源热泵等。

■僧多粥少 热源“蛋糕”，出炉即被瓜分

■环保之忧 居民要“热”，又担心大烟囱

■选址纠结 新建热源厂，不能都在郊外

■资金缺乏 成本太高，“建一个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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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底前，北京全市远
郊区县小燃煤锅炉将全部关
闭，由30座集中供热中心担负
供暖任务。

据了解，过去京郊新城总
计约有670座设施规模小、布
局散乱、能源效率低、排放不
达标的小燃煤锅炉房，不仅水
平落后，而且没有扩展改造的
能力，难以满足新城快速发展
的需求，成为制约发展的主要
瓶颈。

3 0座大型燃煤集中供
热中心，将大幅度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单位供热面积煤
耗下降3 0%以上。按当前供
热规模测算，相当于年节约
燃煤75万吨。

格相关链接

北京
30座大型供热中心服务新城

按照天津市政府有关淘
汰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核心
区燃煤锅炉的要求，国土房管
局为解决燃煤锅炉的替代热
源提供了地质依据，确定了多
个重点工程实施地热供暖。

据了解，位于天津空港经
济区内的惠民安居项目地热
井近日竣工。试验结果表明，
该井井深2623米，出水温度达
到95℃，水量达100立方米/小
时，可解决22万平方米建筑、
4800户回迁居民的供热问题。
今年，天津市已累计竣工验收
地热井20余眼，年内预计共竣
工30眼，可解决近300万平方
米地热供暖面积。

天津
300万平方米地热供暖

济南热力
公司于今年10月
中旬开始对山大
南路热力管网进
行扩容。

本报记者
王光照 摄

选址难、环保严、成本高

热源扩容：道道难题待破解
本报记者 赵丽 王光照

热源扩容仿佛成了一条必须向前走，但又遍布荆棘的道路。随着城市不断长大长高而
出现的供热缺口和市民急切的用热需求，都在呼唤新建、扩建热源能多一些，再多一些；但
选址、环保、规划、资金等现实情况却像一道道关卡，让扩容之路前行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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