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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省城雾霾来袭，不过，
济南是不是在“坐以待霾”？

近日，记者来到黄台电厂，
黄台电厂为济南市最大的热源
点，今年的供暖面积达到2750万
平方米，占了整个东部城区供暖
的半壁江山。虽然供热能力得到
大幅度提升，但是黄台电厂的环
保排放却越来越低。

记者看到，黄台电厂的 7
号机组正在进行超低排放改
造。相关负责人介绍，黄台电
厂对机组原有电除尘装置进
行了提效改造，并另外加装了
湿式静电除尘设备，“相当于
将烟气进行了两次除尘。”7号
机组的超低排放环保设备近

期 就 将 完 成 改 造 投 入 使 用 ，
“电厂的 4台锅炉今冬将全部
实现超低排放，每台投入都在
一个亿左右。”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改造
后将比烧天然气还环保。电厂烧
一吨煤的排放量，相当于家里烧
一块蜂窝煤的排放量。

不仅黄台电厂为了环保投
入大幅增加，济南市所属的济南
热电、济南热力等热企这两年在
环保上也投入了巨资。以济南热
电为例，如今在环保方面的投入
达到了以前的10-20倍。据某热
企负责人介绍，“从供暖来说，环
保成本已经占到了所有供暖成
本的两成以上。”

在济南市与大气污染决战的
背景之下，济南市政府尽管已表露
决心，可要顺利完成燃煤锅炉淘汰

（改造）的工作，却也不是想象中那
般简单。

摆在必须进行改造的单位面
前的，是较高的改造及使用成本。

“改造成本需要上百万”，济南的一
家制造业企业负责人在此前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选择了“煤
改气”的方式，淘汰自家车间使用
的6吨/小时燃煤锅炉。“这还不算铺
设燃气管线，以及日后使用天然气
产生的成本。”

“不管是‘煤改气’还是‘煤改
电’，10吨/小时的燃煤锅炉改造，不
算日后使用成本，都在200万元左
右。”济南市环保局污防处工作人
员季宝峰告诉记者，不少改造单位
也向环保部门反映情况说，济南市
相关部门能否对他们实行单一峰
谷分时电价，天然气源与自家企业
的距离远近、冬季使用能否保证气
源供应充足，都是在面对淘汰（改
造）工作时需要考虑的现实。

季宝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对
于一般的工商业企业而言，按照物
价部门规定，谷电价可以下浮50%。
尽管使用成本仍高于用煤，但对这
些必须面对改造的企业来讲，也可
以减轻不少负担。

据了解，为了鼓励列入清单的
各单位尽快完成改造，上述通知还
提出，对按时限要求完成燃煤锅炉
淘汰（改造）的，通过验收后，每置
换改造1蒸吨给予10万元补贴；对提
前完成淘汰（改造）的，通过验收
后，每置换改造1蒸吨给予5万元奖
励。“按时改造一台10吨/小时的燃
煤锅炉，就可以拿到100万元的补
贴。提前完成的，还能拿到50万元的
奖励，这样算下来改造成本就更低
了。”季宝峰说，这样的奖补力度，
已经高于兰州、西安和沈阳等国内
同等城市水平。

本报记者 刘德峰

燃煤锅炉改造

每个至少200万

据济南市政公用事业局测算，
济南老城区目前尚有3800多万平方
米未集中供热建筑主要通过民用
煤、电空调、小型燃油锅炉等采暖
方式。而在不能供暖的3800多万平
方米的老旧小区中，用散煤供暖的
大约占了7 0%，“约为2 6 0 0万平方
米”。每平方米每个采暖季要烧掉
煤炭18公斤，“每年要消耗45万吨散
煤”。

记者了解到，济南城区集中供
热年耗煤量约190万吨标煤（包括黄
台电厂供热耗煤，不含发电耗煤），
其中济南热电耗煤约95万吨，济南
热力耗煤约30万吨。也就是说，散户
烧煤占到了省城供热耗煤量的二
成，比热力耗煤要多得多，而且排
放的污染物要重很多倍。

近日，记者来到王官庄小区，
这个小区由于没有集中供暖，居民
很多还用着蜂窝煤炉子取暖。随着
气温的下降，不少居民家已经点了
蜂窝煤。记者看到居民家的蜂窝煤
经过燃烧正不断向外排放黑烟。

据济南市政公用事业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居民家用来烧的蜂窝
煤和很多小锅炉房烧的民用煤，多
为未经任何洗选加工的原煤、块
煤，在燃烧过程中未采取任何环保
控制手段，因此冬季供热期间大量
民用煤燃烧排放是造成冬季城市
雾霾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散户烧煤取暖

每年用掉45万吨

东营供热价格调整听证会召开

多多数数人人选选直直降降33元元

环环保保改改造造成成本本高高？？这这是是伪伪问问题题
不改造，新环保法下罚得多，小锅炉忙着淘汰升级

本报东营11月10日讯（记者
孙川） 10日上午，东营中心

城区居民住宅集中供热价格调
整听证会正式举行，听证会上，
多数听证会参加人同意执行听
证方案二，即按建筑面积计算
由24元/平方米调整为21元/平
方米，按计量供热同步下调。

听证会召开前，东营市物
价局公布了两个听证方案，听
证方案一为：按面积计算居民
供热价格的，由24元/平方米
调整为22元/平方米；实行居

民供热计量两部制热价的，基
本热价由7 . 2元/平方米调整
为6 . 6元/平方米，计量热价标
准由0 . 154元/千瓦时调整为
0 . 141元/千瓦时。

听证方案二为：按面积计
算居民供热价格的，由24元/
平方米调整为21元/平方米；
实行居民供热计量两部制热
价的，基本热价由7 . 2元/平方
米调整为6 . 3元/平方米，计量
热价标准由0 . 154元/千瓦时
调整为0 . 135元/千瓦时。

听证会上，供热单位经营
者代表表示，虽然煤炭价格持
续降低，但供热企业总体成本
仍然很高，同意每平方米降2元
的听证方案一，或不同意降价。
大多数听证会参加人则明确表
示同意第二套听证方案，也有
部分代表希望能扩大降价幅
度。

听证人表示，听证会结
束后，东营市物价局会将每
位 代 表 的 意 见 进 行 汇 总 整
理，形成报告，并向东营市政

府汇报，尽快公布今年的供
热收费标准。对每位听证会
参加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
将进行正式回复。

另外，根据物价局的测
算，若执行方案一，预计中心
城区居民每个采暖季减少支
出3619 . 9万元，平均每户居民
少支出约165 . 2元。若执行方
案二，预计中心城区居民每个
采暖季减少支出5429 . 85万
元，平均每户居民少支出约
247 . 8元。

热企升级>>

电厂烧吨煤，污染等于烧块蜂窝煤

“列入淘汰名单的134台燃
煤锅炉，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
了14台、95蒸吨。”11月10日下
午，济南市环保局污防处工作人
员季宝峰告诉记者。

11月4日，济南市政府办公
厅下发了《关于加快城市建成区
燃煤锅炉淘汰（改造）工作的通
知》，采取集中供热与清洁能源
替代相结合的方式，确保2015年
年底前，淘汰城市建成区热力管
网覆盖范围内10吨/小时及以下
燃煤锅炉；2016年10月底前淘汰

（改造）城市建成区35吨/小时及
以下燃煤锅炉。

按照相关标准，济南市各区
共有134台、2117蒸吨的燃煤锅
炉 被 列 入 淘 汰（ 改 造 ）名 单 。

“2014年，济南市淘汰（清洁能源
替代）燃煤锅炉50台。2015年来，
我们又淘汰（清洁能源替代）包
括茶水炉、洗浴炉在内，建成区
内外共47台、155蒸吨的锅炉。”
季宝峰说。

在改造过程中，常有企业或
单位强调成本，可自从新环保法
实施，成本问题也就成了一个伪
问题。“之前我们用的是10吨的
锅炉，一个冬天得用1500吨煤。”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节能办主任
董鲁培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之前的燃煤锅炉每年要交四
五万元的排污费，因排放不达标
还经常面临高额罚款，加上人员
成本、维修成本，锅炉改造后每
年还可节省二三十万元。

小锅炉改造>>

今年已淘汰和改造47台小锅炉

为了解决环保问题，济南市
目前已有多个新能源项目上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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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省城的怡景园小区，今
冬采用电蓄热锅炉采暖项目。
据济南热电公司工作人员介
绍，电蓄热锅炉是在用电低谷
时期进行蓄热工作，供热所用
电能都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电
能，不再增加耗煤量，能够对
济南地区电网削峰填谷起到
稳定运行的作用。

位于无影山东路沿线的
方正园小区一直是供暖孤岛。
济南热电公司今冬对小区安

装空气源热泵，利用空气源热
泵进行供暖。记者看到这个空
气源热泵的占地面积在两百
多个平方，而且整个空气源热
泵的安装初期投资，要远远大
于同等条件下利用原先的供
暖管道等投资。

据济南市供热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虽然新能源较为环
保，但是利用新能源供暖也需
要诸多条件，首先就是空间。”
如清雅居小区利用污水源热泵
来供暖，“这主要是因为小区靠
近污水厂。”而且利用新能源供
暖都需要用电，“还牵涉到小区
用电负荷的问题。”电费居高不
下，一直是各种新能源供暖上
马难的原因。

新能源>>

用地、用电难，上马新能源不简单

在环保部公布全国74个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济南市排在倒数第一之后，济南市政府连续出招
应对空气污染现状。11月初，济南市政府更是接连下
发通知，要求划定空气污染重点控制区，加快城市建
成区燃煤锅炉淘汰与改造工作。不过，当供暖季一
到，济南的雾霾能否减轻？

本报记者 刘德峰 蒋龙龙

10日，某热源厂的烟囱向雾霾中的济南吐出滚滚尾气。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延伸阅读

位于方正园小区的空气源热泵。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之 环保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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