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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重污染天气预警系统年底建成，各市应急预案本月内向社会公开

遇遇重重污污染染天天，，可可限限产产限限行行停停课课
本报济南9月12日讯(记者 廖雯颖)

根据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规划，空气质量
未达标的城市应制定和完善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并向社会公布，按不同污染等级确
定企业限产停产、机动车和扬尘管控、中小
学校停课以及可行的气象干预等应对措
施。

根据我省已出台的《山东省2013-
2020大气污染防治规划》，今年年底前要建
成省级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应急系统。此
外，各市人民政府将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
纳入地方政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要
求今年9月前编制完成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案，向社会公开，并报省环保厅备案。2014
年底前，完成地级及以上城市重污染天气
监测预警应急系统建设。

应急预案方面，规划要求健全重污染
空气治理应急处置程序，建立辖区内工业
企业、施工工地和机动车辆信息管理系统，
根据污染级别排出企业限产、工地停工和
机动车限行方案。此外要定期进行不同污
染级别下的应急演练。

本报济南9月12日讯(记者 王茂林
通讯员 戴丽华 王海红） 记者从

济南市财政局了解到，为进一步加强环
境空气污染治理，济南市正研究部署“燃
煤锅炉”改造成“燃气锅炉”工作(简称

“煤改气”)。据统计，济南市现有燃煤单
位120余家，燃煤锅炉320余台，总吨位近
17500吨，年消耗燃煤约1000万吨。

据了解，燃煤锅炉排放的大气污

染物是济南市冬季“雾霾”天气的重要
成因，鉴于冬季居民取暖的刚性需求
越来越大，在保民生的前提下加强燃
煤锅炉污染治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
题。在省里给予气源保障的前提下，济
南市计划从今年开始先对二环以内的
燃煤锅炉进行“煤改气”工作试点，力
争三年内将二环以内全部燃煤锅炉改
造成燃气锅炉。

济南计划今年二环内试点“煤改气”

到2017年年底，煤
炭消费总量力争比
2012年减少2000万吨。

到2020年，煤炭消费
总量继续下降，煤炭在一
次能源中所占比重力争降
到60%左右。

到2 0 1 5年年底力
争实现“外电入鲁”
增加到1600万千瓦。

“外电”到2020年增加
到3200万千瓦以上，外输
电占比达到30%左右。

作为能源消耗大省，目前山东存
在能源和工业结构偏重的问题。数据
显示，2011年全省煤炭消费量高达3 . 8

亿吨，约占全国的1/10，世界的1/20，每
平方公里消耗煤炭2433吨，远高于广
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强省，全国平均
水平仅397吨。据统计，我省每万元工
业增加值煤炭消耗强度高达1 . 96吨，
远高于广东0 .75吨、江苏1 .09吨和浙江
1 .34吨。

从省环保厅获悉，未来我省将
实施煤炭总量控制，力争2015年年
底前实现煤炭消费总量“不增反降”
的历史性转折；到2017年年底，煤炭
消费总量力争比2012年减少2000万
吨；到2020年，煤炭消费总量继续下
降，煤炭在一次能源中所占比重力
争降到60%左右。

“外电入鲁”是我省近年来大力
推行的战略能源结构调整战略之
一，以此大力削减发电煤炭消耗量。
目前我省有三条输电大通道与西
北、华北电网联网，接受省外来电
750万千瓦，相当于济青两城用电需
求。根据规划，未来将加快推进“晋
电入鲁”。到2015年年底力争实现

“外电入鲁”增加到1 6 0 0万千瓦，
2017年年底力争增加到2500万千
瓦。到2020年增加到3200万千瓦以
上，外输电占比达到30%左右。

记者了解到，除控制煤炭消耗
总量外，我省还将全面推进煤炭清
洁使用。

本报记者 廖雯颖

五年内煤炭消费

总量减2000万吨

我省目前尚无

天然气发电项目

目前，山东省内虽然还没有天然气发
电项目，但正在积极寻找天然气气源，发展
天然气发电项目，以替代煤发电，从而优化
山东电源结构，防治大气污染。今年6月，山
东省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已与中国华电、华
电国际等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将在天然
气清洁能源领域全面开展战略合作，建设
包括天然气调峰电厂、热电联产项目、分布
式能源项目等天然气发电项目。

天然气发电与燃煤发电相比，二氧化
碳排放量约为燃煤电厂的42%，氮氧化物
排放量不到燃煤电厂的20%。

本报见习记者 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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