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高效推进 促进“双碳”战略新发展

在银川，城市集中供暖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经

验。长距离的“东热西送”供热模式属西北首创，40

公里温差仅为2℃。近两年，全市实施的清洁能源取

暖项目重点解决市区周边、农村无法实现集中供热

的问题。

西夏区镇北堡镇的2个试点村因距离燃气管道接

口只有2公里，煤改气成为首选。同样是西夏区，同

阳新村试点的 64 户居民因用电便利，就推行煤改

电。兴庆区掌政镇新创家园、通贵乡各村部及卫生

室、月牙湖乡小学及幼儿园等农村公共建筑采取太阳

能供暖。

灵武市农村居民煤改电项目推进较快、完成率

高，目前已完成室内暖气片安装13100户，室外空气

源热泵主机安装11767户，完成率87%；在农房围护

结构局部改造项目中，由农户根据需要选择更换外

窗、吊顶、外墙改造、屋面改造，目前已完成改造

4714 户，完成率 48.4%。灵武市还积极对接电力公

司同步实施农村电网升级改造，确保冬季取暖电力

供应充足。

银川市正在逐步改变城乡“单一热源”的局面，让

清洁取暖更安心、更安全。截至目前，全市冬季清洁

取暖项目累计完成总投资 17.61 亿元，投资完成率

26.6%。完成项目5个，在建39个；累计完成清洁取

暖3060.6万平方米，完成率41％。其中，计划实施热

源清洁化改造5954万平方米（农户11.7万户），已完

成2442.7万平方米（农户4.3万户）；建筑能效提升改

造约1516万平方米（农户7万户），已完成617.9万平

方米（农户1.9万户）。

“作为增强民生福祉、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重点

工作，我们正在全力推进今年的清洁取暖项目建

设。”银川市冬季清洁取暖项目建设工作专班办公室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加大资金监管力度，监督

各县（市）区做到专款专用，最大程度发挥资金使用

效益，高效推进，确保全面完成城区、县城、农村清洁

取暖率三个100%的目标任务，促进“双碳”战略实现

新的发展。

22 目标明确 打造清洁取暖新路径

“自从煤改气以后，现在只要打开开关，短时间内室

温就升起来了，再也不用半夜起来添煤烧炕，屋内的温

度还可以自己控制，太方便了，同时杜绝了煤气中毒的

隐患，既安全又节能，真是感受到了政府给予我们老百

姓实实在在的关心。”永宁县望远镇政台村村民察明告

诉记者，前几年家里用土锅炉取暖，一个冬天要烧6吨

多的煤，不仅污染空气，每天晚上还得时不时添煤，很不

方便。

察明家冬日取暖方式的变化得益于清洁供暖政策

的推进。“农户自筹1500元，可安装空气热源泵、80柱

暖气片、铺设管道，更换10.8平方米内的断桥铝双层玻

璃窗和1扇门。这些是给农户的标配，户均投入在2.57

万元左右，缺口部分由县上安排配套资金解决，全力保

证群众清洁取暖的质量和效果。”望远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全镇共有2180户，首批自愿报名煤改电的农户占

到了一半。

从2022年开始，银川市紧密结合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现状、资源禀赋和群众传统取暖习惯，按照“政府推动、企

业为主、居民可承受”的思路，打造节能减排、清洁高效、

长效长治的清洁取暖示范城市，计划用3年的时间新建和

改造总面积约7470万平方米。按照宜电则电、宜气则

气、宜热则热的原则，分别采用热电联产、太阳能、热泵、

燃气等热源。到2024年年底，全面完成城区、县城、农村

清洁取暖率三个100%任务，以实现替代燃煤115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118万吨、全市空气优良天数稳定达到

85%以上的目标。

为此，银川市印发了推进冬季清洁取暖项目工作方

案，细化分解任务分工，明确资金补贴标准及年度任务

目标，同步制定了“三个办法”和“两个技术导则”，先后

邀请区内外近30家清洁取暖设备供应企业召开技术交

流会两次，供各县（市）区比对优选，不断完善和明确农

村清洁取暖实施路径。

11 60个项目 惠及11.7万户农村群众

走进西夏区镇北堡镇德林村村民李金虎家中，几

盆绿萝嫩绿鲜活，餐厨空间宽敞明亮。“去年天然气入

户改造后，我家把用了14年的煤房改成了厨房，做饭

不烧煤，洗澡热水随时有。”李金虎说，“往年冬天取暖

需要六七吨煤，还得省着烧，屋里灰大、烟大。现在不

光家里干净了、人轻松了，而且还省钱。”去年以来，镇

北堡镇德林村和昊苑村被列为西夏区农村村民煤改气

项目试点村，采取“政府补助+企业配套+村民自筹”的

模式，已有1040户村民报名进行了煤改气。

2022年，财政部对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竞争性

评审结果进行了公示，银川市以第4名的成绩成功入

围，获得每年7亿元、3年共计21亿元的清洁取暖补贴

资金。

近两年来，银川市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将清洁取暖项目建设视为改善生态环境、增进

民生福祉、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大生

态工程、民生工程。截至目前共实施项目60个，总投资

66.3亿元，惠及11.7万户农村群众。为确保项目顺利实

施，银川市全力以赴，成立清洁取暖项目建设工作专班，

统筹协调和督导冬季清洁取暖建设工作，对中央专项资

金的拨付使用紧跟审计监督，着力构建了“市级统筹、属

地为主、部门联动”的齐抓共管新格局，凝聚工作合力。

一按开关，屋里很快就暖和起来，还可以手机远程操控……随着清洁取暖工程的实施，很多银川农村村民的家中都淘汰了烧煤“三件套”煤炉
子、炭铲子、火钩子，取而代之的是干净整洁、使用方便的电暖设备，“煤改电”“煤改气”让群众冬季取暖省事、省心。

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推进。近年来，银川市在居民冬季
清洁取暖工程中持续加大投入，无论是供热智慧化改造还是发展新能源供暖、推广“煤改电”“煤改气”等，都让冬季供暖朝着更清洁、更节能的方向
大步前进，也为广大百姓带来更多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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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副局长王东：

清洁能源取暖让民心更暖
本报记者李阳阳

“清洁取暖项目既能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又是推进环境治理
的重要举措，可谓一项暖心工程。从2022年以来，西夏区已经连
续两年实施清洁取暖项目，通过实施煤改气、煤改电、既有建筑节
能改造等多种方式，让群众切实从这项绿色工程中受益。”西夏区
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副局长王东说。

据王东介绍，2022年西夏区在宁华路街道宁华园小区和镇北
堡镇德林村、昊苑村等地实施清洁取暖项目6个，涉及城市老旧小区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23万平方米，农村村民冬季清洁取暖改造1138
户。同时，西夏区还在贺兰山西路街道同阳新村试点实施了煤改电
项目78户以及6800平方米公共建筑太阳能加空气源热泵项目，在
怀远路街道富宁村新庄点试点实施了20户光伏加空气源热泵项
目。今年西夏区计划在北京西路街道学林园小区、宁华路街道乳香
花园小区、贺兰山西路街道同阳新村等地实施清洁取暖项目7个，涉
及城市老旧小区既有建筑节能改造30万平方米、农场集镇供暖管网
改造31万平方米，农村村民冬季清洁取暖改造728户。

王东介绍，为了把这件民生实事办好，西夏区因地制宜制定
改造方案，并组织村民代表赴吴忠观摩考察，了解空气源热泵、光
伏太阳能、生物质新能源等技术方案的实际成本和使用效果。通
过学习借鉴、多方论证，确保农村清洁取暖改造符合实际，少走弯
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西夏区政府督查室、住建局等单位定期
检查项目进度、技术路线、工程质量，协调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
切实把这项民心实事办实办好。

德林村村民李会旭：

如今的生活一点也不比城里差
本报记者李阳阳

“别看我住在农村，但是生活条件一点也不比城里差。”50岁
的西夏区镇北堡镇德林村村民李会旭告诉记者，眼下是他移民
10多年来幸福感最强的时候。

李会旭说，如今家门口就有可运动健身的篮球场，有休闲散步
的小公园，而随着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持续推进，整个村庄绿植多
了，环境也更加洁净了，村里的上下水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此外，
出门就有直通城里的公交车，在他看来，这趟公交的路线设计得很
贴心，沿途经过小学、中学，解决了村里各个年龄段孩子上学的交
通问题。然而，最终让村民生活与城市生活画上等号的最后一步，
是清洁取暖工程的实施，这个工程实施后，意味着农村生活不仅更
加便利了，也更加洁净了。

“前几年邻村通天然气的时候，我就盼望着我们村也能通上
天然气。去年8月份我们村开始煤改气，12月份就用上了天然
气。通了天然气，省的可不光是钱，还省人、省力、省时间、省空
间。”李会旭说，前年他家过冬买了6吨多煤，花了8000多元。去
年通了天然气后，他家包括做饭、供暖、洗澡在内，一个冬天只花
了3000多元天然气费。据了解，目前德林村已有897户村民完
成了煤改气。

“自从用上天然气，家里没了煤灰和煤烟，也比以前暖和多
了。”李会旭称，天然气供暖比烧炉子更暖。以前，他每天少不了
的体力活儿就是往锅炉里加煤，再及时把炉灰清出去，现在这些
活儿都免了，而且屋里屋外都是干干净净的。李会旭还算过一笔
账，即使不在采暖季，用天然气做饭、洗澡，也比烧煤便宜得多。

“清洁取暖工程真是为我们老百姓干了一件大好事。”

清洁能源入户 畅享绿色生活
本报记者 鲍淑玲

贺兰山下的德林村（8月16日摄）。本报记者李靖摄

项目建设人员查看农户家中的天然气供暖设施（9月16日摄）。
本报记者李阳阳摄

李会旭站在自家改造后干净整洁的厨房里（9月17日摄）。
本报记者李阳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