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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在我国很多城市，随着燃
气管道长度和使用年限逐年
增加，管道老化问题凸显，对
有安全隐患的老化管道进行
更新改造迫在眉睫。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城
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
实施方案（2022~2025年）》
提出，加快开展城市燃气管道
等老化更新改造工作，彻底消
除安全隐患。2025年底前，
基本完成城市燃气管道等老
化更新改造任务。

近年来，随着我国老旧管网改造和燃
气安全专项整治持续推进，燃气事故数量
和伤亡人数有所减少。但由于部分地方管
网老化严重、管网泄漏监测能力不足、管理
不到位等原因，燃气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2021年 6月13日，湖北省十堰市一
处集贸市场发生重大燃气爆炸事故。经
调查，事故直接原因是天然气中压钢管严
重腐蚀导致破裂，泄漏的天然气在建筑物
下方河道内密闭空间聚集，遇餐饮商户排
油烟管道排出的火星发生爆炸。

应急管理部2022年的数据显示，初
步统计，全国有近10万公里管道出现不同
程度的老化。有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城市
燃气2000年左右开始大规模开发，目前
绝大部分县级以上城市铺设了燃气管道，
其中，一些运行时间超过20年的管网和设
备设施存在安全隐患，需要淘汰更新。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2023年印发
的《全国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
案》提出，对燃气管道老化或带病运行、燃
气管道被违规占压及穿越密闭空间等“问
题管网”，要立行立改，不能立即整改到位
的，要落实好管控措施并限期整改到位，
确保安全运行。

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深入实施以
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
也明确提出，加快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
新改造。

多地开展燃气管道“带病运行”问题
专项治理，制定年度更新改造计划，加快
推进燃气管道和设施改造更新。

2023年以来，山东港华燃气集团有限
公司已完成对近60个小区、71公里长的
燃气管网老化改造。“目前城市燃气管道
主要为钢质管道和聚乙烯管道，管道材
质、施工工艺、防腐性能、焊接质量等均影
响管道的老化程度。”山东港华燃气管网
运行部副经理米伟说。

加快推进城市燃气管道老化
更新改造，是提升市政基础设施
韧性安全水平、防止风险隐患演
变为安全事故的重要措施。

专家建议，加大资金支持力
度，推动燃气企业加快燃气管道
老化更新改造，同时建设燃气管
网数字地图和风险监测预警平
台，推广智慧巡检手段，提升燃气
安全水平。

近期，三河市申请资金，改造
户内报警装置，一旦触发报警，用
户、燃气公司、住建部门都会接到
报警信息。张春田建议，加快建
立完善燃气管网信息系统，编制
燃气风险分级，进一步摸清管网、
隐患底数，深查彻改全链条风险
隐患，并限时整改到位。

业内人士建议，相关部门对
“带病运行”管网改造审批开辟
“绿色通道”，并加强协调联动，保
障更新改造进度。同时，健全全
过程燃气安全监管，加强燃气管
线周边施工监管和技术交底，加
大对燃气企业施工质量、安全和
成本的管控力度。

燃气老旧管网改造是技术要
求高、资金投入大的公益性、惠民
性基础设施项目。张春田表示，
要加强对居民的宣传引导，增强
燃气管网改造的共识，着力破解
深层矛盾，筑牢燃气安全防线，切
实提升城市安全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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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指出，我国城市燃气发展历史长，老旧
管网改造量大，当前燃气管道老化更新改造主要面
临几重难题。

受访燃气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市政道路和小
区地下空间管网密布，雨污水、自来水、电力等管道
与燃气管道相互交错，管道位置复杂，一些管道基础
资料缺失，导致部分管道改造定位不准确，只能不断
勘察现场、修改施工方案，造成管道改造施工难度
大、时间长。

位于济南市二环东路的明珠花园小区已建成20
多年，16栋楼有近千户居民，小区燃气管道运行年限
达19年。“经综合评估，小区的燃气管道防腐层剥
落，部分管线腐蚀严重。我们去年8月进场施工，克
服地下管道交错、施工区域狭小等多种困难，今年1
月完成通气。”米伟告诉记者。

管网改造协调难，也是难点之一。
在不少城市，工程开挖等手续办理协调难度大，

部门审批手续耗时长。同时，部分居民对户内改造
配合度不高，街道、社区、物业和燃气企业协调居民
的工作量大。

“尤其是办理中心城区管网改造手续时，多个审
批部门各有职责，比如交管让晚上施工，城管说晚上
扰民，还可能涉及地铁、桥隧等。有时办个手续都要
半年以上。”一家燃气企业的相关负责人无奈地说。

改造资金则是另一重压力来源。
中国城市燃气协会副秘书长张春田表示，近年

来持续“气价倒挂”，加之各地气价联动机制落地和
调价进度缓慢，一些燃气企业陷入经营困难，影响了
企业安全投入，延误了更新改造进程。

一家燃气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燃气改造
资金30%为申请中央预算资金和专项债，还有70%
需要企业自筹。市政管线的改造涉及管网更换、立
管改造、调压设施改造、道路施工等，每公里改造费
用达数千万元，企业资金压力很大。”

此外，“瓶改管”也面临费用高、推进难的问题。
记者在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采访多家沿街餐饮

店，蜀乡东坡饭店经理卢会娟告诉记者，2012年饭
店开业时花11万元增容天然气管道接口。富秦板
面餐馆经营者赵铁军说：“开业两年来，店里一直使
用液化气罐。如果安装燃气管道，需要和房东商量
出资比例，还要看总费用是多少。”

三河市副市长于凯说，管道天然气长期使用省
事、成本低。部分餐饮商户对“瓶改管”不积极，主要
原因是安装费用高，这取决于接气难度、人工成本等。

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瓶改
管”除安装费外，餐饮店还要购置价格较贵的可燃气
体报警联动切断装置和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燃气
具。部分天然气公司燃气安装利润过高，也造成安
装费用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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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质检员在河北省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一家管道装备企业生产车间检测燃气管材。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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