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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热源源还还在在纸纸上上

热源厂稀罕却难建，省城3成居民未入集中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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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部分进入集中供暖的济南市民家里，已经有了暖意，不少市民家里的温度跟正
常供暖差不多。12日零时，济南将正式进入供暖季。今冬济南供热面积达到1 . 12亿平方米，但
是省城仍有近3成居民不能加入集中供暖。供暖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热源从哪里来？要热源
必须要建热源厂，而省城的热源厂在建设的过程中却步履艰难。

本报记者 蒋龙龙

随着济南腊山片区的开发，
片区内小区越来越多，二环南路
和二环西路通车后，二环南路周
边将有更多住宅小区投入使用。
不过在这些小区入住的居民，都
会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供暖
怎么办、热源从哪里来？

根据济南市的供暖规划，二
环西路南延线、二环西路、二环
南路、阳光南路、刘长山路、济微
公路、文庄片区，主要依靠规划
中的腊山热源厂取暖。

不仅一些新建小区面临热
源难寻的问题，西南城区的一些
老小区，也在等着腊山热源厂的
热源。记者从市中区有关部门获
悉，王官庄小区是省城较为有名
的“供暖孤岛”。根据市中区相关
街道的统计，整个王官庄小区
中，除个别宿舍楼外，有100多栋

居民楼、1万多户居民未加入集
中供暖，“这些居民的供暖，都要
依靠腊山热源厂的建设。”

附近社区一位负责人介
绍，“虽然加入集中供暖需要
多种条件，但是没有热源说啥
都没用。”为解决西南城区的
供暖问题，济南市于2010年开
始，规划在二环南路建设腊山
热源厂。据了解，此项工程于
2012年8月10日取得济南市发
改委立项批复，随后腊山热源
厂进入环评等程序。

腊山热源厂的规划让不少
家住腊山片区的居民看到了供
暖希望。根据相关报道，2012年、
2013年、2014年，相关部门都曾
经表示腊山热源厂有望开工建
设，但每年都说开工，五年过去
了，到现在也没有开工的影子。

记者从济南市政公用局热
线获悉，腊山热源厂项目前期已
取得发改委立项批复、环评批
复、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相关
手续，“目前由于拆迁问题，腊山
热源厂尚未开工建设。”

今年8月份，在济南市开展
的电视问政中，腊山热源厂的
土地收储拆迁问题便是热点。
其中提到，腊山热源厂项目及
二环西路南延项目所在的井
家沟、杨庄、岳而庄部分村民，
受利益驱使，在集体土地上大
肆突击抢建违章建筑，以牟取
高额补偿，“导致腊山热源厂和
二环西路南延项目建设进程一
再推后。”

市中区相关负责人在电视
问政上承诺，京沪高铁沿线皇上
岭东侧腊山热源厂项目违章建
筑将于今年10月份完成拆除。为

了尽快启动腊山热源厂建设项
目，今年夏季，热电公司已经开
展相关管网的招标工作，“提前
进行相关准备，当条件具备尽快
施工。”

据济南市政公用事业局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为了让腊山热
源厂的热源能输送出来，相关供
热部门也正在跟随二环西路南
延工程，配套建设供热管网。“否
则腊山热源厂即使建成，供热管
道也无法铺设，不能达到供热条
件。”

不仅腊山热源厂的建设如
此艰难，几乎所有的热源厂建设
都面临着很多的难题。省城一家
热企负责人告诉记者，“位于东
部的唐冶热源厂虽然去年已经
开始供暖，但在建设时也面临了
土地收储等难题，建设过程也颇
为曲折。”

根据济南市公用事业局的
统计，省城城区(绕城以内)集中供
热面积约1 . 12亿平方米，集中供
热普及率72 . 9%，“但是有3800万
平方米的老旧小区不能供暖。”到
2020年预计市域集中供热总量需
求约2 .29亿平方米。意味着济南
市还要在未来的5年，增加1 . 12
亿平方米的热源。

根据济南市的供热远期规
划，黄台电厂目前供暖面积为
2400万平方米，未来经过进一步
改造，能供暖4400万平方米。章
丘电厂今年预计供暖600万平方
米，远期能供暖2000万平方米。
正在推进的腊山热源厂设计供
暖面积为1000万平方米。

据记者了解，济南热力的莲
花山热源厂、唐冶热源厂，济南
热电的西部热源厂还可以进一
步提能。“即使济南市所有的热
源点达到最高峰生产能力，腊山
热源厂也投产，与济南市未来

1 . 1 2亿的供暖缺口也相差甚
远。”

据济南市供热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了解决以后济南市远期
供暖难题，“根据初步规划，省城
周边还将修建大型热电厂，进行
热电联产，解决省城的供暖问
题。”

业内相关人士介绍，进行热
电联产，“确实较为经济，一方面
可以发电，也可以供暖。”而且这
些热电厂将坚持超低排放，“也
会较为环保”。而且热电厂经过
环保改造后，“超低排放时，将低
于燃气机组标准。”

热电厂怎么选址确实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大难题。选的远了，要
修建管道输送到市区来，管道投
资和热损失都比较大。热电厂选
址近了，则更难选址，会遭到周围
居民的反对，谁也不想让热电厂
建在自家门口，而且还面临着较
大的土地拆迁收储难题。

目前省城的热源压力较
大，而且冬季雾霾情况较为严
重，省城能不能采用更多的天
然气、新能源来供暖呢？

根据济南市政公用部门的
测算，2014年，天然气供热面积
约1488万平方米，其中燃气锅
炉供热面积约715万平方米，燃
气壁挂炉供热面积约773万平
方米。燃气供暖虽然较为环保，

“但是面临着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成本。”省城一家热企负责
人介绍，“在120天的供暖条件
下，燃气供暖的成本至少为每
平方米45元。”

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就
是依靠天然气锅炉来取暖，用
户每平方米需要交纳的供暖费
用在40元以上。虽然济南热电
公司也有多座燃气锅炉，由于

运行成本过高，一般只用于极
寒天气下的调峰。

济南市还在积极推进新能
源、可再生能源供热。据记者了
解，省城已有至少10家小区依
靠污水源热泵、空气源热泵、低
谷电蓄热锅炉项目、地源热泵
项目来供暖。根据济南市的规
划，济南市将逐步提高可再生
能源及清洁能源参与集中供热
比例，实现2020年可再生能源、
清洁能源供热比例达到15%。

“虽然新能源较为环保，但
在实施上还是面临诸多限制条
件，如电力、小区内的场地。”省
城供热行业业内人士介绍，不
是所有的小区都适合通过新能
源来解决供暖问题，“如果电价
较高，新能源的供暖成本也会
较高。”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天然气“难当大任”

还是得靠热电厂

延伸阅读

“没热源说啥都没用”

拆迁难，热源厂建设进度屡延迟

省城还将建大型热电厂

12日，省城将正式供暖，图为热电公司的供热炉。(资料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热源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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