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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风凛凛，气温下降，各地进入

供暖季。冬季供暖涉及千家万户，

关系民生冷暖。群众家里暖不暖？

清洁供暖效果好不好？取暖是否更

便利？日前，记者走访多地，亲身感

受这个供暖季的服务。

静静升温的家

青海海东市乐都区，高庙镇东

村 村 民 李 桂 民 掀 开 门 帘 ，坐 上 了

炕 。 屋 里 ，电 暖 炕 散 发 着 暖 暖 的

热度。

“电暖炕太好了，不用煨炕、不

用掏灰，家里干净又暖和。”以往天

一冷，李桂民就要张罗烧炕取暖的

草叶、秸秆，家里围栏会高高堆起煨

炕物料，院子看着杂乱，室内温度还

不好控制。

“今年，我们村结合土炕改造项

目，推进环境卫生整治和村庄美化

绿化行动。换用电暖炕，电能直接

转化热能，方便又实惠，还能智能调

节温度，省事又省心。”东村党支部

书记崔中贵说。

吉林长春市，室外气温早已低

至零下。和光小区雷晓霞家，君子

兰叶子仍旧翠绿。“我最怕冷，过去

一到冬天，在家要穿着毛衫，睡觉要

搂着热水袋。”雷晓霞拿出温度计，

显示室内达到 22 摄氏度。“今年供

暖挺好的，在家只穿单衣就够了。”

大兴安岭南麓，内蒙古兴安盟

科尔沁右翼前旗巴达仍贵嘎查的

一家肉饼店里，文竹、吊兰、发财树

绿意盎然。“屋外是冬天，屋里是春

天。”店老板白宝权说。

昆仑山脚下，新疆于田县麦克

提村，村民买托合提·吾几艾合买提

舒适地坐在屋子里：“以前到了冬

天，家中要烧煤烧柴，只有炉子周围

暖和；现在用上电采暖，每间房子都

是暖暖的。”

默默奉献的人

寒冬来临，群众温暖过冬，离不

开供暖人的默默奉献。

不 少 地 方 跟 寒 潮 比 速 度 。 11
月 13 日，北京遭遇今冬首次大幅度

降温。当日零时，北京就启动提前

供暖。记者在京能集团所属北京热

力集团丰台分公司西马供热厂看

到，大型燃气热水锅炉高速运转，阵

阵热气在房间里升腾而起。

不 少 地 方 为 保 供 暖 提 前 几 个

月就忙起来。“从今年 5 月起，我们

就开始在辖区内开展供热管线腐

蚀问题解决、管径调整、跑水抢修

等工作。”新疆克拉玛依市热力有

限责任公司生产运行科科长王富

胜说。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新疆、

天津、山东、山西等地普遍提早检

修，做好供热用能储备。

供暖价格是否亲民，关乎老百

姓切身利益。天津连续 7 年提前供

暖，对于农村“煤改气”用户，今年市

里给用户 1.2 元/立方米的补贴，最

高补贴气量 1000 立方米/户。

渐渐更新的技术

如今，长春市供热（集团）有限

公司生产运行中心主任苑春红已习

惯用手机调度供暖工作。“公司布置

了 1.013 万个智能温度采集点位，通

过手机软件就可以看到用户室温、

生产运行参数、客服人员的派单等

情况。”苑春红说。

操作简便的背后，是科技对供

暖行业的支撑。如今，我国供暖正

在摒弃传统办法，迈向科技化、智

能化。

以前，社区内楼房因为与锅炉

房距离不等产生冷热不均是老问

题，通常来说，不同楼之间的温差可

达 4—5 摄氏度。

现在，记者走访北京多处居民

楼发现，各楼入口处的供暖管道上

新安装了电动调节装置与远程采

集器等。通过新安装的智能化设

施，供热系统可根据室温自动调节

每 单 元 供 热 管 网 的 阀 门 压 力 、流

量，优化供暖方案。

北京热力集团技术管理部副经

理李仲博介绍，相较于传统供热系

统高度依赖人工经验，智能供热系

统实现了精准、高效、自动化，更好

满足居民需求。

源源输送的暖意

今年冬天，新疆特克斯县阿克

铁热克村村民吕伟东的屋顶上，多

了 4 排新机器：“这是以太阳能供热

为主热源、空气源热泵为辅热源的

集中供热设备，源源不断地将暖流

输送到家。”

近年来，我国北方地区清洁供

暖越来越普遍。“煤改气”“煤改电”

走进千家万户，太阳能等新能源崭

露头角。

今年，长春榆树市环城乡双井

中学的锅炉房变成了图书馆。在

此之前，学校在国网长春供电公司

的配合下开展电采暖工程建设。“电

采暖设备升温速度快，可以随时调

温，可比烧锅炉省事。”学校负责人

王群说。

农 村 是 近 年 来 清 洁 供 暖 推 进

的重点地区。天津市静海区发改

委生态文明建设科科长陈辉说，全

区冬季采暖季用气量约 6.8 亿立方

米。2017 年以来，静海区“煤改气”

用户有 9.7 万户，天然气成为农村

地区供暖的主力。

内 蒙 古 呼 和 浩 特 市 计 划 用 3
年 时 间 对 农 村 供 暖 进 行 清 洁 改

造。对于平原地区村民，电网覆盖

区域实施“煤改电”，电网薄弱区域

实施“太阳能+电供暖”；对于山区

丘 陵 地 区 村 民 ，实 施“ 太 阳 能 + 电

供暖”和空气源热泵替代；偏远山

区以清洁煤炭过渡，逐步通过其他

能源替代。

乐都区今年围绕“村美民富产

业兴”下功夫，“我们投入中央财政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60 余万元，

实现农村生活用能清洁化、村容村

貌整洁化、农业发展绿色化，发挥农

村清洁能源综合利用示范带动作

用。目前全区配置电暖炕 670 户，

助推农村冬季清洁取暖和农村人居

环境改善。”乐都区乡村振兴局局长

杨新春说。

今年 7 月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

布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北方地区清

洁取暖面积达到 156 亿平方米，清

洁取暖率达到 73.6%，累计替代散

煤超过 1.5 亿吨，对降低 PM2.5 的浓

度、改善空气质量的贡献率已经超

过了 1/3。

（综合新华社记者王井怀、孟含

琪、顾煜、魏婧宇和本报记者王梅、

贾丰丰报道）

提升服务质量 满足居民需求
—今冬供暖一线见闻

临 近 大 雪 时 节 ，河 南 省 济 源

市，黄河小浪底水库沿岸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现场一片忙碌，养护工人

张家印正挥锹劳作，种植应雪黄梨

树。将树苗放入树坑扶好后，张家

印 赶 忙 叫 来 工 友 一 起 踩 实 泥 土 。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裸露矿山的补种

复绿工作，目前已经完成 2000 多株

树苗的补种。”

张家印说。

目 前 ，济

源 市 已 有 26
处废弃矿山得

到 治 理 修 复 ，

综合治理面积

达到 72.976 平

方公里，50 余

处地质灾害隐

患得到消除，山体生态系统稳定性

得到大幅提升，全市范围内责任主

体灭失露天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

复率达到了 90%以上。

近年来，济源通过实施南太行

地区（济源）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

治理，坚持黄河流域系统治理，山

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系统稳定性得

到大幅提升，昔日废弃矿山、荒山

荒坡，如今变成了绿水青山。

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这一国家重大战略，济源

以生态环境修复为重点，统筹推进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保护、系统治

理，争取各级财政资金投资 6.8 亿

余元，推进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水

生态环境治理、生态系统保护、土

地整治与污染修复四大类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高标准完成沿黄生态

廊道、生态保护修复任务。

工程自 2019 年启动实施以来，

探索形成了“一体规划、一体推进、

一体修复、一体管护”的山水林田湖

草沙保护修复的济源模式。治理

整治河道 34.3 公里，治理水土流失

面积 98.959 平方公里，新增湿地面

积 1.746 平方公里，新增林地面积

38.83 平方公里，生态屏障作用增

强 ；低 质 低 效 林 地 改 造 880.60 公

顷，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太行山

自然保护区等其它自然保护区建

设工作加强，自然保护区面积稳定

在济源国土总面积的 15%以上；土

地整治与污染修复完成 13.982 平

方 公 里 的 绩

效目标，有效

改 善 农 田 耕

作环境，提高

农产品质量。

项 目 实

施后，济源的

生 态 环 境 得

到明显改善，

南 太 行 生 态

屏障的作用显著提升，生物多样性

种类增加，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

济效益均有显现。“济源通过近年

来的生态修复和综合整治，让历史

遗留矿山变成了林有果、地有粮、

滩有鸟、水有鱼的生态涵养带，多

处矿山修复地变成了市民休闲好

去处。”济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李翔说。

河南济源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

南太行生态屏障作用显著提升
本报记者 王 者

“现在真方便，看病不用到处

跑，负担减轻了不少。”45 岁的杭

州市民丁女士，由于患有慢性疾

病 ，以 前 就 医 免 不 了 在 挂 号 、候

诊、检查、结算、取药等窗口间来

回奔波。如今，不用带医保卡，不

用在窗口排队，拿出手机，绑定医

保电子凭证，通过医保在线就能

办理挂号和缴费。

在医院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丁女士又学会了新功能：在手机

上进入医院小程序，找到互联网

问诊就医模块，既可以在线问诊

复诊，还能在家中远程配药购药，

通过医保结算，最终配送到家。

便捷的服务背后，是浙江省

便民功能“医保移动支付”在发挥

作 用 。 在 缴 费 窗 口 排 队 结 算 之

外，边看边付、边走边付正成为现

实：医院就诊后，手机会在支付系

统自动生成账单，医保参保人可

完成医保基金和个人自付费用的

线上支付。此外，线上挂号、非现

场取号、互联网医院就诊配药、预

约检查检验服务等多个环节，都

可以实现医保线上实时结算。目

前，浙江已有 70 余家三级医院完

成医保移动支付建设。

今年 3 月，浙江省医保局将

全省 54 套系统合而为一，全面建

成统一智慧医保信息平台，实现互联网医保在线支付。新

平台只需使用全国统一的医保电子凭证，便可跨渠道跨区

域办理多项医保业务，30 个医保经办事项 100%实现网上

办、掌上办。

目前，浙江省医保电子凭证定点医药机构覆盖率达

100%，智慧医保系统有效接入省内 2.7 万家定点医疗机构

和零售药店，与省外 28.9 万家医疗机构连通。截至 11 月

底 ，浙 江 累 计 结 算 6.85 亿 人 次 ，日 均 结 算 255 万 人 次 ，为

5655 万参保人员提供高效稳定的结算服务；全省激活率达

93.36%，结算率达 46%，结算效率峰值达到 59 万笔/小时，均

位居全国前列。

更多的应用服务还在不断拓展。浙江开发的“智能零

报”系统，参保人可以通过手机进入浙里办平台，上传有

关凭证报销，也可以在医保办事大厅、未来社区医保到家

等场所，通过智能服务终端 24 小时办理零星报销。通过

未来社区的智能终端，居民们不仅可以远程问诊，还能网

上购药，通过人脸识别，便可读取个人医保信息、实现线

上结算。

此外，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也实现了自动办。参保人员

因调动工作在新单位办理参保时，自动终止原单位参保并

完成医保个人账户和缴费年限的转移接续，实现“免申即

转”。截至 11 月底，此类办件量已超过 17 万件。“接下来，我

们要以数字化改革为依托，让服务更便民、政策更精准，推

动医保到家等场景的落地应用，通过互联网医院、移动支

付、电子处方流转等数字化手段，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

路，不断提高医保公共服务水平。”浙江省医保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曹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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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法律问题，以前只能到处打

听，还不见得可靠。”岳酰松是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一家食

品企业的职业经理人，“现在有问题就在群里发消息，随时

都有人回复，关键还不收费！”

岳酰松口中的“群”，其实是其所在的安德街道的安德

司法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之一。结合当地川菜产业集聚的特

色，安德司法所整合法律援助、公证服务、律师资源集中办

公，实行法律咨询服务办理“一条线”、法援公证律师服务

“一站式”，创建了“法润产业园”微信群。

“微信群覆盖了区域内所有企业，24 小时提供法律服

务。”安德司法所副所长马明尧介绍，安德司法所还打造了

“小马说法”普法宣传品牌，根据真实案例制作“法治郫都”

视频号和抖音号视频，讲述典型案件，传播法治力量，扩大

普法宣传覆盖面。

自 2021 年成都市司法局制定《司法所“1+N+1”梯次培

育实施方案》以来，成都市各区（市）、县梯次培育，积极打造

“标杆司法所”，安德司法所便是其中之一。

何以成为标杆？以成华区的万年场司法所为例，除建

设万年场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街道智慧治理中心以

外，万年场司法所还设置了群众法治活动空间，集纳法治宣

传、法律咨询、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等公共法律服务功能，努

力做到“将大事小情留在调解室”。同时，司法所外围还设

立了司法主题街区，既提升司法所形象，又为群众营造舒

适、舒心的良好氛围。

青羊区苏坡司法所也是梯次培育工作中的“标杆司法

所”之一。苏坡司法所辖区内老旧小区较多，为破解老旧小

区的治理难题，苏坡司法所积极发动青羊区党员力量，组建

党员普法志愿者队伍——“苏法之家”。队伍现有志愿者

26 人，都是各社区退休老党员中的骨干力量。“10 多年前，

我就报名成了一名志愿者，前两年我又加入了‘苏法之家’

普法志愿者队伍。”志愿者张兰说，“我们主要协助司法所进

行普法宣传，只有宣传出去，群众才能对法律更了解。”

4 年来，这支志愿者队伍累计开展法治巡逻宣传 900 余

次，解决矛盾纠纷 300 余件，参与法治建设活动 300 余场次，

帮助区内改善社会环境。谈起“苏法之家”普法志愿者队

伍，苏坡街道的老住户王女士竖起了大拇指：“他们大多是

我们的邻居，都知道是老党员，大家信得过。”

如何让法治根系更好延伸至基层？近年来，成都市司

法局还积极提质“规范化司法所”，筑牢基层法治根基。“我

们根据司法部司法所外观标识和省厅司法所规范化建设要

求，加强基础建设，满足司法所功能需求，符合外观标识要

求。”成都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说，通过所务、业务、文书“三

规范”和工作能力、服务能力“两提升”，各岗位工作人员发

挥职能，推动基层法治建设高质量发展。

四川成都培育司法所加强普法服务

高质量推动基层法治建设
本报记者 宋豪新

本版责编：程聚新 杨笑雨

本报沈阳 12月 6日电 （记者

刘洪超）12 月 1 日，哈尔滨至大连高

速铁路开通运营 10 周年。10 年来，

哈大高铁累计安全开行动车组列车

73.9 万列，运行里程 67117 万公里，

运送旅客超 6.7 亿人次，成功应对千

余场风雪考验，为旅客出行和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安全、优质、高

效的运输保障。

哈大高铁纵贯黑龙江、吉林、辽

宁三省，沿线地处高寒地带，冬季雨

雪冰冻天气频发。经过探索和实

践，中国铁路沈阳局形成了一套应

对严寒和冰雪天气的安全运营组织

体系，建立了气象灾害预警预报系

统，完善了冰雪预警处置措施，实行

道岔除雪除冰分级管理，按照雪量

等级采取道岔加热融雪、间隔行车、

人工除雪等方式，保证高速铁路的

安全畅通。哈大高铁开通运营 10
年来，全线共降雪 588 场，平均雪深

67 毫米。依靠严密组织、科学调度

和有力指挥，一列列高铁安全穿越

冰雪，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哈大高铁北部衔接哈齐、哈牡、

哈佳 3 条高铁，中部衔接长珲城际、

沈佳高铁白敦段及长白乌铁路，南

部衔接沈丹、新通等高铁以及丹大

快速铁路，并与京哈高铁京沈段连

接，形成了覆盖沈阳、长春、大连等

城市的 2 小时经济圈和各主要城市

到北京的 4 小时经济圈。

哈大高铁 10年运送旅客超 6.7亿人次

本报济南 12 月 6 日电 （记者

李蕊）今年以来，山东省民政厅深化

社会救助综合改革创新，探索建立

以“救助政策主动告知、救助对象主

动发现、救助结果主动公开”为主要

内容的“三主动”机制，进一步提升

社会救助服务水平。目前，全省已

基本形成全面覆盖、精准高效的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兜底网。

为解决困难群众因对救助政策

不了解、申请不及时的问题，山东建

立救助政策“主动告知”机制，通过

制作政策推广“二维码”、利用政务

大厅摆放“明白纸”、组织政策“大篷

车”上街等方式，广泛宣传救助政

策，提高群众知晓度。同时，全面实

行救助政策“入户告知”，今年，全省

已培训政策宣传人员 23 万人，上门

宣传政策 172 万户。

为着力提高救助对象识别的精

准度，山东建立救助对象“主动发现”

机制，建成包括 12 个部门 48 类 1900
余万条信息的山东社会救助对象主

题库，定期与医保、卫健、应急、残联、

乡村振兴等多部门开展数据交叉比

对，对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低保边

缘家庭成员以及其他困难群众，形成

重点人员名单下发各地入户摸排。

围绕深入推进公开公平公正施

救，山东建立救助信息“主动公开”机

制，督促各级民政部门充分利用政府

网站、新闻媒体、政务微博等渠道，及

时发布辖区内救助对象信息、救助资

金支出情况，畅通群众监督渠道，确

保救助资金管理公开透明、规范运

行。公开社会救助热线，实行专人值

守，主动接听群众求助、搜集救助线

索、宣传救助政策，并建立救助线索

即转、即核、即办工作机制，确保了困

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健全‘三

主动’机制，做到早发现、早救助、早

帮扶，推动‘人找政策’变为‘政策找

人’，保障救助公平公正，全力兜牢

兜实基本民生底线，切实保障群众

更公平、更及时、更方便、更充分享

受到改革发展成果。”山东省民政厅

副厅长赵立杰说。

山东创新社会救助机制兜底基本民生

12 月 6 日，湖北省襄阳市，电煤车辆在襄阳北编组站场整装待发。近来，电煤运输需求渐旺，作为北煤南运重

要运输节点的襄阳北编组站优化运输组织，合理调配运能，确保电煤运输通道畅通。 杨 东摄（影像中国）

本报崇左 12月 6日电 （记者

张云河）12 月 5 日 10 时 40 分，随着

D9688次列车准时驶出崇左南站，南

宁至凭祥高速铁路南宁至崇左段开

通运营，南宁至崇左的旅行时间由

原来的 2 小时 36 分缩短至 52 分钟。

据悉，南凭高铁位于广西西南

部，连接南宁市与中越边境口岸城

市凭祥市，全长 201 公里，是广西全

额投资建设的第一条高速铁路，由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投资、中国铁路

南宁局代建。南凭高铁分南宁至崇

左、崇左至凭祥两段建设，其中崇左

至凭祥段正在建设中。

本次开通运营的南凭高铁南宁

至崇左段全长 121 公里，途经南宁

市、崇左市，2018 年 12 月开工建设，

设计时速 250 公里，共设南宁、吴圩

机场、扶绥南、渠旧南、崇左南 5 座

车站，其中南宁站为既有车站，渠旧

南 站 为 预 留 车 站 ，其 他 为 新 建 车

站。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将安

排开行动车组列车 5 对，南宁站到

吴圩机场站 15 分钟可达，南宁站至

崇左南站 52 分钟可达。

广西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姚华介绍，南凭高铁南宁至崇左段

的建成通车，进一步完善了广西铁

路网结构，极大地便利了沿线人民

群众出行，对助力民族地区加快发

展、服务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具

有重要的意义。

南凭高铁南宁至崇左段开通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