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城居民燃气听证会将举行 两套方案供选择

民用气调价，算算这笔账
本报记者 崔滨

为何要调价？

价格倒挂企业喊涨

济南市现行的管道天然

气和焦炉煤气价格是2007年

制定的。济南市市政公用事
业局有关人士表示，此后，国

家和我省先后3次调整了天

然气出厂价格和门站结算价

格，但在这期间，为控制价格

水平，济南市政府一直未对

居民用燃气价格进行调整，

由此产生的超额服务成本由

政府和企业承担。

今年6月25日，济南市市
政公用事业局向济南市物价

局提交了《关于调整居民用

管道燃气销售价格的建议》，

提出将购买燃气增加的成本

通过调价顺出。

在市政公用事业局向济

南市物价局提交的价格调整

建议中，最初的调价幅度是
将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每立

方米上调0 . 5元，由2 . 4元上涨

到2 . 9元；同时调整济钢集团

供应济南港华燃气公司焦炉

煤气的出厂价格，每立方米

上调0 . 4元，即由0 . 85元上涨

到1 . 25元，并将这0 . 4元的出

厂价格加入管道焦炉煤气的

销售价格中。

对于市政公用事业局提

出的涨价建议，济南市物价

局对其管理的省城 3 家燃气
企业 2007 年至 2009 年的成

本进行了监审。省城燃气企
业的运行成本，主要由购气
费(上游门站结算价格)和配

气费(输送运行成本)两部分

构成。监审结果显示，2009

年，省城 3 家燃气经营企业

共购买燃气 8952 . 5 万立方

米，购气总成本为 18487 万

元。由于 2007 年以来，中石油

和中石化两家天然气生产企
业分别累计上调天然气出厂

价格0 . 23元/立方米和0 . 507

元/立方米，造成省城居民燃

气平均成本达到了2 . 065元/

立方米，比上游出厂价格上

涨前每立方米1 . 746元增加了

0 . 319元，加上5%的管网损

耗，实际燃气购买成本每立

方米增加0 . 34元。

物价局还对燃气企业配

气费的成本进行了监审，3 家

企业平均每年实际发生配气
费总成本为 15513 . 38 万元，

按照年均 21753 . 78 万立方米

销气量计算，每立方米配气
费为 0 . 71 元。但经过济南市
物价局的审核，年均核减成

本 1329 . 3 万元，最终核定配

气费为每立方米 0 . 65 元。

济南市物价局人士告诉

记者，如果考虑到燃气企业

的税务成本，那么省城居民 1

立方米天然气的成本价格应

该是 3 . 18 元(现行天然气含

税出厂价格 2 . 065 元+管网损

耗 0 . 109 元+含税运行成本
0 . 7 35元+含税净资产利润
0 . 271元=3 . 18元)，相比目前每

立方米2 . 4元的销售价，成本

倒挂达到每立方米0 . 78元。

价格怎么调？

两套方案都是涨

济南市政公用事业局提

出，“如不及时调整下游销售
价格，燃气经营企业将无法

消化上游价格多次上调造成

的压力，直接影响省城的管

道燃气供应和供气安全。”济

南市物价局采纳了该局提出

的调价建议。

但在焦炉煤气的调价方

案上，济南市物价局表示，由

于今年 6 月 1 日省城已调整

焦炉煤气出厂价格，由每立

方 0 . 85 元上调为 1 . 05 元，所

以对市政公用事业局每立方

米上调 0 . 4 元的建议进行了

核减，将居民用焦炉煤气价

格由现行的每立方米 1 . 3 元

上调为 1 . 5 元，调整幅度为

0 . 2 元/立方米。

对于如何确定居民用管

道天然气的涨价幅度，济南

市物价局此次提出了两个方

案：其中一个方案是将居民

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平
均每立方米上调0 . 34元，即由

2 . 4元上调到2 . 74元，上调幅

度为14 . 2%；另一个方案则是
每立方米上调0 . 3元，由2 . 4元

上调到 2 . 7元，上调幅度为

12 . 5%。

对于为何要提出两个调

价方案，济南市物价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按照发改委和

省物价局的要求，在制定燃

气销售价格时，原则上只考

虑最近一次，即 6 月初天然

气出厂基准价提高和4月25

日执行国家统一运价率的管

道价格对城市燃气公司购气
成本增加的影响。“制定此次

调价方案，市物价局只将燃气
企业购进天然气的成本即每

立方米增加的0 . 34元考虑在

内，提出完全由消费者承担这
0.34元或者只负担其中的0.3元

这两个方案，增加的其他运行
成本由燃气企业自行承担，

通过挖潜增效逐步消化。”济

南市物价局人士解释。

涨价影响大不大？

带动CPI上升0 . 125%

记者从山东济华燃气有

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省
城新增 7 万户天然气居民客

户，目前总数已达到 5 0 万

户，占燃气用户的 50%。也就

是说，在省城约 100 万户使用

管道燃气的家庭中，天然气
和焦炉煤气的用户各占一
半。

对于省城燃气价格上

涨带来的影响，济南市统

计局进行了核算，按照每

户月均用 9 立方米天然气
计算，每户每月增加支出
3 . 0 6 元或 2 . 7 元；焦炉煤

气每户每月按 16 . 5立方米

计算，每户每月增加支出
3 . 3 元。统计局表示，按

照燃气费在居民生活支出

中的比重，调价影响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 ( C P I )上升

0 . 1 2 5 个百分点，对大多

数省城居民家庭生活支出

和市场物价水平的影响都

不大。

本报济南10月23日讯(记者 徐洁
实习生 王萌) 键盘时代，不少人对提

笔写字越来越陌生了。10月23日，在天桥

区召开的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

员会年会上，与会书法家呼吁，有必要将

书法课纳入必修内容，让写好汉字、用好

汉字成为公民的基本素养。

“孩子提笔写字的机会越来越少

了。”10月23日，与会的中国王羲之书法研
究院秘书长徐学胜感慨，他粗略估计，10

年前，90%的文字都用手写，如今，一个中

小学生60%的文字用手写就不错了。

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

副理事长张凤民说，电脑普及是一个进

步，但取代不了书法。在表达意见和感情

的时候，书法更具有优势。目前，国家课

改方案并未将“书法教育”作为一项课

程，学校领导重视的地区就开书法课，不

重视的地区就不开。

据了解，在之前召开的省两会上，

曾有政协委员呼吁，应将书法课纳入中

小学必修课程，人人写好字，使书法艺
术得到传承。书法课程开设情况在省城

不容乐观，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博
文中学全体学生每周上一节书法课，山

东省实验中学也将书法课纳入校本课

程，然而，大多数学校书法仅仅是少数
人的爱好。

“汉字本身就是文化，是继承和发扬
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课。”张凤民的

观点在会场上引起共鸣。他澄清，书法教

育并非要把人人培养成书法家，书法教

育的目标应该是感受书法艺术的形体

美，让学生学会初步欣赏，这也是一个中

国公民的基本素养。目前，广东省已把书

法课正式列入中小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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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键盘侵占提笔机会，中国教育学会专家呼吁：

应将书法纳入中小学必修课

日照：

“蓝”风劲吹

本报日照10月23日讯(记者 薛良
诚) 在6月份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

城市竞争力报告(2009—2010)》中，日照

经济增长率排名全国第八，发展潜力高

居第六。作为一个设立地级市刚刚21年

的海边小城，日照何以能取得如此骄人

的成绩？23日，第六届中国网络媒体山

东行采访团一行在中国水上运动之都

日照进行了实地考察，所到之处“蓝”风

扑面，处处感受到了这座滨海城市的生

机与活力。

采访团第一站来到鲁南(日照)国

际贸易与航运中心，该中心今年1月份

建成，是国内第三个、山东省第一个国

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中心，目前已经吸引

了300多家贸易物流企业入驻，成为鲁

南地区国际贸易与航运的“大超市”。正

在办理报关报检业务的李女士告诉记

者，以前海关、检验检疫及海事等部门

的审批窗口不在一处办公，一笔业务通

常需要一天甚至几天的时间才能办完

全部手续，现在实现了“一站式”办公，

办完全部手续仅需一两个小时，能少跑

几十公里。

在国内最大的浆纸生产企业———

山东亚太森博浆纸有限公司，采访团参
观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条制浆生产
线。“一二期工程环保总投入36 . 3亿元，

创国内单个浆纸厂环保投资之最。污水

经过三级处理后，可以养鱼种荷花，产
生的污泥用于批量生产无公害生物有

机肥料，年创造产值上亿元。此外，采访

团一行还参观了最年轻的亿吨大港日

照港。

10月23日，博文中学千名学生练书法。

通讯员 艾国庆 摄

11月9日，省城居民生活用燃气价格调整听证会将

举行，自2007年5月1日起确定的管道天然气每立方米

2 . 4元、焦炉煤气每立方米1 . 3元的现行价格，也将在实

行近4年后上浮。

济南市为何要上调居民燃气价格？涨价的幅度会有

多大？价格上调后会对省城居民造成哪些影响？本报记

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本报济南10月23日讯(记者 李克新)

23日省经信委召开我省成品油供应通气

会，两大石油公司承诺10月份在山东供应

柴油总量超过90万吨，月供应量增加40%。

省经信委副主任杨国良表示：我省成品油

供应能力强，目前柴油限供是暂时的。

据杨国良介绍，最近几天，山东确实出

现了柴油供应紧张的情况，社会加油站纷纷

停供柴油，中石化、中石油的加油站限供柴

油，导致部分加油站出现了排队现象。进入10

月份以来，从全国市场看，成品油需求上升

较快，柴油市场偏紧，这一现象首先出现在

南方省份，但全国成品油是一个统一市场，

这种状况逐步传导到北方，我省又是南北货

流中转地，因此我省柴油供应偏紧。从价格

上看，10月12日，我省柴油销售价格达到批零

同价；10月20日，0号柴油批发价达到每吨
7600元，超过零售最高限价(每吨7225元，每升

6 .23元)400元左右。批零倒挂的价格，使得社

会加油站基本上停供柴油，全部需求的20%

涌入中石化和中石油加油站，造成了部分加

油站排队现象。

占据全省成品油供应市场60%份额的中

石化山东公司在会上承诺，加大外采柴油力

度，预计10月份外采柴油25万吨投放山东市
场，在平均月供应柴油55 .7万吨的平均数基

础上，该公司10月份将在山东投放柴油67 . 6

万吨；占据全省成品油供应市场20%的中石油

山东公司，预计10月份外采柴油8万吨，在平均

月供应柴油17.9万吨的平均数基础上，该公司
10月份将在山东投放柴油23万吨。“两大石油

公司承诺10月份向山东供应柴油总量超过90

万吨，比平均月份供应量增加40%。”

省经信委人士告诉记者，我省原油加

工能力居全国前列，保障能力相对较强。目

前柴油供应紧张的状况是暂时的，是可控

的。10月下旬，随着农业三秋工作结束、基

建行业逐渐收尾、旅游旺季结束、空调用油

减少，柴油消费将逐渐由旺转淡。

两大石油公司承诺加大柴油供应量

我省加油站很快将“不差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