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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冬季将形成拉
尼娜事件，我国北方等地区气温较常年
同期偏低。近日，寒潮来袭，北方一些
城市提前供暖，有的提前超过半个月。

“新 华 视 点 ”记 者 调 查 发 现 ，近 几
年，越来越多的城市不再沿袭“一成不
变”的供暖时间表，有些城市甚至连续
数年提前供暖或延迟停暖。

中国城镇供热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牛小化说，提前供暖是事关千家万户的
重要民生问题，背后需统筹平衡企业运
营、社会管理等多个方面，“早供晚停”
这本好经一定要妥善念好。

多地提前供暖，最多提前超半月

比常规供暖时间提前 13天，10月 12
日，家住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鄯阳小区
的林女士家里已经来了暖气。“现在室内
温度达到 24 摄氏度。最近几年都提前
供暖，入冬时不再受冻了。”林女士感叹。

朔州市供气供热保障中心主任韩
文告诉记者，朔州每年正常供暖时间为
10 月 25 日，今年考虑到寒潮天气提前，
自 10 月 1 日起，辖区各县（市、区）就已
陆续启动供暖，其中中心城区自 10 月 6
日启动。截至 10 月 14 日，全市各地已
全部开始供暖。

东北地区以及山西、内蒙古等北方
较为寒冷的地区提前供暖较为普遍。9
月中下旬以来，黑龙江省黑河、鹤岗、七台
河、佳木斯、牡丹江、大庆等多个城市均比
原计划提前启动供暖。有的地方供暖提
前超过半个月。如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正
常供暖日为 10月 15日，自今年 9月 28日
起，部分市属旗区便已陆续开始供暖。

此外，一些城市明确表示，将根据
气象条件灵活供暖。

根据气象会商研判，今年北京市有关
部门建议采取提前供热措施。河北石家
庄则将于10月底前具备随时供热条件。

记者调查发现，一方面，提前供暖
的城市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一些城市
已连续数年提前供暖。

自 2016 至 2017 年采暖期以来，天
津市已经连续 6 年提前启动集中供暖。
2016 年、2019 年，北京市打破 11 月 15 日
的法定供暖时间，提前启动供暖。

据中国城镇供热协会统计，2019 至
2020 年采暖季，北方采暖地区 55 个主
要 城 市 中 有 41 个 延 长 供 暖 。 2020 至
2021 年采暖季，纳入监测的 76 个城市
中有 64 个延长供暖，平均延长 14 天，其
中 60 个提前、45 个延后。预计今年这
一数字还将继续增长。

决策标准与成本分担是焦点

按什么标准决定供暖时间是比较
科学、合理的？

记者注意到，提前供暖的法律依据
通常来自各地制定的供暖条例。许多
地区除了在条例中明确常规供暖时间
外，还提出“如遇气温出现异常低温情
况，政府可决定提前供暖和延期停热”
等内容，为灵活决策提供了空间。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实际工
作中，提前供暖这一决策通常由政府召
集多个部门进行气象会商后统一做出，
由 城 市 管 理 等 供 暖 主 管 部 门 具 体 执
行。例如，北京市 2010 年开始实施天气
会商机制，参照“连续 5天平均气温低于
5摄氏度”的标准执行。

一些受访专家坦言，大多数城市相
关规定较为笼统，缺乏详细的提前供暖
标准、触发机制、保障措施等内容。

提前供暖会增加多少成本呢？黑
龙江省宁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
办主任张福岐说，全市城区集中供热建
筑面积约 381.2 万平方米，刚开始供暖
时，企业日均消耗煤炭 550 吨左右，煤炭
加人工、水电日均成本约 70万元。

大唐山西发电有限公司太原第二
热电厂发电部主任李云平说，当前供暖
成本主要和煤炭相关，现在每天供热成
本 340万元。

因提前供暖成本增加，一些地方对
供热企业进行补贴。日照市供热管理
办法规定，市、区县人民政府设立供热
政策性补贴资金，专项用于延长采暖供
热期限等。

不过，在有些地方，提前供暖的成
本则需要企业自己承担。

黑龙江一家供热企业相关负责人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当地供热今年需要
煤炭 21.7 万吨，支付煤炭资金预计 2.1
亿元，人工、水电、维修等费用约为 0.8
亿元，总费用在 2.9 亿元，收取的供热费
约 1.98 亿元，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亏
损约 0.92 亿元。“如今提前供暖，亏损还
会继续扩大。”他说。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今 年 煤 炭 价 格 上
涨，对冬季提前供暖造成一定影响。据
山西省大同市供热主管部门介绍，以
4000 以上大卡的煤为例，价格由去年的
每吨 330 元上涨到了每吨 1250 元，提前
供暖意味着提前烧掉储备量，各热源电
厂煤炭储量不足，预计整个采暖期缺口
约 200万吨。

针对煤价上涨给供暖用煤带来的
压力，各地正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目
前，北京市已基本完成供热设施检修，
华能电厂燃煤机组市级燃煤储备达 5万
吨。门头沟、房山、顺义、怀柔、密云、延
庆 6 个区落实清洁煤 16.7 万吨。黑龙江
多地对供热企业煤炭储备情况进行日
监测、周调度，精准掌握储煤进展情况，
及时监测煤炭供需关系变化。

灵活精准保障民生供暖

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明确，将全力
保障供暖用煤生产和运输，依法打击煤

炭市场炒作，鼓励地方对供气供热企业
给予合理支持。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正研究
建立规范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引
导煤炭价格长期稳定在合理区间，确保
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确保人民群众温暖
过冬。山西、内蒙古、陕西等地也通过
多措并举，推动煤炭价格理性回归。

多位受访人士认为，随着极端天气
日益频繁以及城市居民对居家舒适度要
求的提高，灵活集中供暖将成为大趋势。

“关键是完善科学决策体系。”牛小
化认为，除了依据气象部门对气候变化
的研判，还可以增加更多作为决策参考
的维度，如提高社会参与度，听取市民、
企业和相关管理部门的意见，使决策过
程更加公开透明，效果更为精准。

此外，要调整成本分担机制，完善
政府储备煤制度，解决供热企业成本增
加问题。朔州市供气供热保障中心供
热服务科负责人徐鸿昌建议，明确提前
供暖中的成本分担问题，加强煤炭供
应，确保顺利供暖。

牛小化认为，未来应该从“按时供
热”模式向“按需供热”转变，要实现以
居民末端调控为主的新型智能化运行
的供热方式，让老百姓根据需要可以随
时取热，满足舒适供热的需求。

“ 这 对 供 热 行 业 将 是 一 个 巨 大 转
变，需要结合供热体制改革和供热立法
工作，推动供给侧的革命，推动供热行业
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促使行业早日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牛小化说。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周 闻
韬 王皓 孙亮全 董宝森 罗鑫

“提前供暖”背后的那些事

10月 27日，在广西融安县第二实验小学，民警向学生们讲解禁毒知识。
当日，广西柳州市融安县禁毒办、融安县公安局在该县第二实验小学开展

禁毒知识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讲解禁毒知识、发放宣传资料、展示仿真毒
品样品等方式，帮助青少年学习识别毒品，了解毒品对个人及社会的危害，引导
大家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用 全 国 1‰ 的 淡 水 、1.7‰ 的 土
地，贡献了全国 7.2‰的粮食、15.7‰
的蔬菜，是我国名副其实的米袋子、
菜篮子、果园子和种子库……山东省
潍坊市在农业总产值超千亿元后，正
瞄准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不断拓
展“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
新内涵，深耕农业产业化，奋力打造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并为全国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积极探路。

农业现代化阔步前进
构建产业新体系

全国农业看山东、山东农业看潍
坊。改革开放以来，潍坊市因先后创
造商品经济大合唱、贸工农一体化、
农业产业化经营等经验，铸就了农业
发展的辉煌时代。

“以农业产业化闻名全国的潍坊
市，2020 年农业总产值首过千亿元，
达到 1038 亿元，这在全国地级市极
为罕见，说明潍坊农业现代化已发展
到较高程度。”山东省农业专家顾问
团成员刘同理说。

潍坊农业迅速发展的本质是产
业化。潍坊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常祖
领说，潍坊顺应产业融合发展趋势，
推动三产深度融合。当地老牌商业
企业中百大厨房，上游连着 70 个蔬
菜 基 地 和 全 国 各 地 30 多 个 水 果 基
地 ，下 游 连 着 700 多 家 实 体 店 和 网
店，实现了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的无
缝对接。

新型经营主体等新力量异军突
起。潍坊家庭农场 8949 家，农民合
作社 22958 家，在全省遥遥领先。山
东省现代高效农业 10 强民营企业，
潍坊占了 3家。

科技创新成为农业产业发展中
的中坚力量。当地农业科技进步贡
献率已达 67%，国产蔬菜品种市场占
有率达 70%。寿光市旺林农业研发
的戴安娜番茄，普通番茄价格不到 2
元时，它的终端零售价已达 20元。

此外，潍坊建成了北京大学现代
农业研究院、国家现代蔬菜种业创新
创业基地等一批“国字号”创新平台，
设立 30 多家农业“院士”工作站；建
成智能化大棚 3 万多个，智慧大棚发
展到第七代，通过手机就能远程控制
施肥、浇水和温度、湿度等，亩均增产
30%以上。

聚焦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涌现领先新业态

寿光蔬菜、青州花卉、诸城畜产
……记者在潍坊发现，当地注重培育
县域特色农业，形成了粮食、蔬菜、畜
禽、花卉、苗木、果品、种子、农机等八
大优势产业集群。蔬菜、畜牧、农机
三个主导产业全产业链产值均超过

千亿元。
“县域经济特色的形成是深耕产

业化的结果，建立在尊重农业传统的
基础上，顺应了潍坊南部山区、中部平
原、北部沿海的地理结构；尊重市场规
律，从追求产量到追求质量效益和竞
争力的结构调整；尊重基层，多年来潍
坊以包容审慎的态度对待创新。”潍坊
市委政研室副主任于加斌说。

“安装了智慧餐厅云平台，家长
可以根据口味、营养在线给学生配
餐，学生到食堂只需要刷脸，饭菜很
快就能到位。”位于诸城市的山东惠
发集团总经理助理鲁金祥说，当前公
司新业态平台已经覆盖服务 70 多万
学生，逐步向餐饮食材供应服务型企
业方向转型。

诸城市委政研室副主任孙炜说，
依托惠发、得利斯等龙头企业，大力
推行中央厨房团餐定制模式，当地加
快食品产业向高端化、融合化、品牌
化 转 型 ，推 动 企 业 由 加 工 型 向“ 生
产+服务”型迈进。

“新产业、新业态做大做强了县域
经济。”潍坊市市长刘运说，各县市区
结合各自实际打造了一批新亮点，形
成了多点发力、特色各异、全域均衡发
展的格局，融合发展的新业态、新产
业、新模式在潍坊各个县区不断涌现。

构建新型城乡关系
日渐步入新阶段

走进寿光市化龙镇板桥村，干净
整洁的村路、瓜果飘香的庭院……村
庄的“高颜值”令人心旷神怡。村民
纪作农说，现在村里卫生环境很好，
广场花园都有，和城市比也不差。

“城里人买房，还要向农村的‘富
亲戚’借钱，在寿光司空见惯。”寿光市
委书记赵绪春说，这些年，农民钱袋子
越来越鼓，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潍坊构建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新
型城乡关系，通过工商资本推动产业
振兴。当地多地打造的现代农业产
业园、田园综合体等项目主要来自城
市资本投入。

当地始终把促进农民增收、缩小
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创新提升“三个模
式”的重要标准。针对“人、地、钱”领
域进行改革，破除妨碍城乡要素自由
流动和平等交换的机制障碍，为推动
全面振兴提供不竭动力。

潍坊市委书记田庆盈说，潍坊把
“三个模式”从单纯产业经营升华为
乡村全面振兴，深耕产业优势与补齐
农村短板并举，建设好现代农业强市
和美丽宜居乡村。

新华社记者 杨守勇 张志龙

山山东潍坊东潍坊：：

深深耕农业产业化耕农业产业化 跑出发展跑出发展““加速度加速度””

上海市政府 27日召开发布会解读
《上海市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十
四五”规划》。根据规划，上海将完善城
市人工智能物联网基础设施，构建城市
数据中枢体系，打造城市共性技术赋能
平台，加快推动城市形态向数字孪生演
进，为2035年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
际数字之都奠定坚实基础。

上海市经信委主任吴金城说，规划
将推进“三个数字化”联动促进转型，包
括以经济数字化转型助力高质量发展，
以生活数字化转型创造高品质生活，以
治理数字化转型实现高效能治理，实施

“数字价值提升、数字技术策源、数字底
座赋能、数字规则引领、应用场景共建、
转型标杆示范”等六大工程。

规划提出四方面16项具体指标：比
如，经济领域，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
化转型比例达到80%，建设标杆性智能工
厂200家；生活领域，打造生活数字化转
型标杆场景100个、数字化转型示范医院
50个；治理领域，“一网通办”平台实际办
件网办比例达到80%，“高效办成一件事”

“高效处置一件事”标杆场景数量分别达
到50个和35个。 新华社记者 周琳

上 海 推 进
“三个数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