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社会   1414 2024年 11月 19日  星期二

本报北京 11月 18日电   （记者白

剑峰）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召开新闻

发布会，介绍提升基层能力、增进群众

健康服务获得感有关情况。国家卫生

健康委基层司司长傅卫说，截至今年

三季度，全国已有 78.4% 的村卫生室

纳入医保定点管理，10 个省份实现全

部村卫生室动态纳入医保定点管理，

居民就近报销更加方便了。

傅卫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占

全国将近 1/3 的卫生人力资源，提供

了全国一半以上的诊疗服务量以及绝

大多数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为城乡

居民健康提供了基础性保障。我国全

面推开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持续

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目前已

经有 3.56 万所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达到了服务能力标准。

强 化 基 层 的 全 科 、中 医 科 、康 复

科、儿科等重点科室建设，重点加强基

层儿科服务能力建设。目前全国有

80% 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都可以提供儿科服务。多渠道扩充

优化乡村人员队伍。实施大学生乡村

医生专项计划，完善基层的人才政策，

推动落实县管乡用和乡聘村用。同

时，进一步提升人员素质，组织开展了

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考试，实施基

层卫生人才能力提升培训项目。目

前，在村医队伍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

理医师比例已经超过了 45%。

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有 2171 个县

区开展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

现了以省为单位全面推开。今年以

来，我国加快推动县域医共体内以人

员 为 核 心 的 资 源 下 沉 ，同 步 实 施 服

务、技术、管理下沉，开展巡回医疗和

巡诊派驻，现在全国 90% 以上的县实

现了县级医院人员派驻乡镇卫生院

全覆盖。同时，加快医学影像、医学

检验、心电诊断等县域内资源共享中

心建设，影像中心已经覆盖全国 70%
以上的乡镇卫生院，推动了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共

享互认，让群众在基层能够享有更便捷、更优质的检查诊

断服务。

从 2023 年开始，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5 部门联合开展实

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截至今年 10 月底，专项计划

录用的近 7500 名大学生乡村医生都已陆续走上工作岗位。

2023 年专项计划招录的大学生平均年龄 24 岁，97% 都集中

在 35 岁及以下，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到了 12.5%，大学专

科学历占到 87.5%。专项计划为村医队伍增添了新鲜力

量，提升了乡村医生队伍学历。目前，各地正在继续推进

2024 年专项计划招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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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8.8 万元——国家电投在第三届“央企消费帮扶兴

农周”活动期间采购脱贫地区农产品的金额定格在这一数

字。这是国家电投创新构建帮扶联队机制在消费帮扶领域

的一次创新尝试，也是国家电投在兴农周采购农产品的最

高金额。

国家电投担负着陕西省延川县、河南省商城县、四川省

美姑县的定点帮扶工作。截至 2023 年底，国家电投在 3 个

县累计投入定点帮扶资金近 1.3 亿元，消费帮扶金额 5885
万元，共选派 13 名挂职副县长、12 名驻村第一书记和 8 名

驻村工作队员。

伴随着定点帮扶工作持续深入，各定点帮扶县高质量

发展所需的支撑更加多元。尤其是今年以来，国家电投党

组把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摆在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来

推进，提出构建“1+2”联队帮扶工作模式，以更大的决心和

力度破解工作难题。

“1+2”联队帮扶工作模式，即党组选取集团内实力较

强的 6 家大一类企业，分 3 组与 3 个定点帮扶县企业组成联

队，通过碰头会、沟通协调会、推进会等协作联动机制，在多

项指标上形成合力，抱团协作产生“1+2>3”的效应。

在今年第三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期间，国家

电 投 累 计 采 购 脱 贫 地 区 农 产 品 金 额 较 去 年 增 幅 达

378.25%，帮助销售脱贫地区农产品金额达 2621.70 万元，创

企业历年之最。

国家电投美姑县挂职副县长袁坤表示：“美姑县工业基

础薄弱，农产品加工程度低，转型缺乏资金支持，销量始终

不高。国家电投今年通过‘1+2’联队帮扶机制，在美姑县

消费帮扶的金额增长了近 15 倍，达到 2800 余万元，加大采

购量的同时也对产品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激发了农产品

企业向精深加工转型的积极性。”

国家电投各联队成员单位围绕产业链帮扶、融合式帮

扶、“扶志扶智”多点发力，积极拓展帮扶新路径。

联队成员单位上海电力组织商城县 60 余名基层干部

到上海市参加基层治理培训，“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认识”

成为参训干部普遍的心声。今年 10 月，上海电力在商城

县投资 5668 万元建设分布式户用光伏项目，规模达 12 万

千瓦，未来预计可为 680 户农户增收共 186 万元、增加就业

岗位约 350 个。联队成员单位中国电能创新推动延川县

产业融合升级，在前期国家电投陕西公司帮扶延川县铁

业社建设光伏支架生产线基础上，进一步投入 5000 万元

无 偿 帮 扶 资 金 ，支 持 铁 业 社 开 发 新 模 式 ，推 动 可 持 续

发展。

“今年，‘1+2’联队帮扶机制在产业帮扶、教育帮扶、消

费帮扶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成效。今后，我们还将继续探

索在联队帮扶机制基础上，推动联队成员单位党委与定点

帮扶县县委开展常态化党建联建共建，同时在各村镇推广

功能型党小组模式，助力乡村组织振兴。”国家电投乡村全

面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厚新说，“在教育帮扶方面，

联队帮扶机制也要发挥更大作用，每一家联队成员单位对

口支持一所定点帮扶县中小学，集中资源打造各县教育标

杆校，持续推动教育帮扶走深走实。”

国家电投探索定点帮扶新路径

加强协作，形成发展合力
焦   含

11 月 13 日，天津市正式供热。当

天零时起，各供热单位均升温送暖，保

障市民温暖过冬。

供热初期，系统能否稳定运行？

市民家中的暖气是否及时升温？记者

进行了实地探访。

加强能源储备，提前
改造管网检修设施

“热起来了，挺好。”11 月 13 日一

早，家住天津市和平区的沈杰起床之

后摸了摸暖气片，又看了看温度计，

“这会儿 23.2 摄氏度。前几天试水的

时候就已经有热乎气儿了。”沈杰住的

房子楼龄 40 多年，“暖气都是后来加

装的，老楼嘛，保温差点儿，所以每年

一到这会儿我就盯着供热情况。”

“情况正常。”11 月 12 日深夜，天

津能源集团陈塘热电公司集控运行人

员李高阳和同事李建辉、李胜越来到

厂房，分头核对热网加热器液位、检查

调试热网补水电动门。天津能源集团

生产调度中心的大屏幕上，此刻正实

时显示各类送热数据。

“我们在采暖季到来前提早谋划

做好燃料采购计划和阶段性储备，采

取 多 源 采 购 方 式 ，确 保 煤 炭 稳 定 供

应。”天津能源集团副总经理付金栋介

绍。利用今年检修时间，天津能源集

团完成供热老旧管网改造 396 公里，

改造量为 2023 年的 6.6 倍；完成 5720
项设备设施检修、1452 台换热机组提

效、3676 户串联系统分户改造和 4108
户户内检修清洗；对辖区内全部 415
家中小学、医疗机构等重点用户进行

定点走访、跟踪服务，对其中 91 家实

施供热保障提升工程。

11 月 13 日正式启动供热前，天津

全市 574 个供热站已全部完成室内打

压试水、入户滤网清洗和冷态循环运

行工作；11 月 7 日起，各供热站又开始

热态调试工作。“截至目前，全市供热

设施检修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天津市

城市管理委员会党组成员蔺金太介

绍，此次供暖季，天津已更换或检修换

热器 4891 台、水泵电机 7105 台套、燃

气报警装置 3639 个、压力表 15931 个；

全市供热管网改造累计完成 1086.85
公里，“冬病夏治”户内供热设施提升

改造累计完成 7638 户。

设置供热管家，出现
故障时居民可直接联系

11 月 12 日夜，天津能源集团城安

热电公司河西第一供热服务中心供热

服务管家石益鸣和同事接到工单后，

立即赶往河西区龙都花园检修楼内供

热管道。到了现场，石益鸣迅速判断

出故障点并及时排除了泄漏故障，又

对附近可能存在的隐患点做了详细排

查，“油壬垫出了点问题，修好了。”

今年供热季，天津市全面推进供

热管家服务制度，组织全市各供热站

在所辖小区设置供热管家，负责辖区

居民供热服务工作，联合网格员在社

区宣传栏、楼道口等多渠道公开供热

管家姓名、照片、联系方式和服务范

围等信息，确保供热管家联系畅通。

供 热 管 家 共 计 1611 人 ，每 名 管 家 最

多负责 4000 户。

供热事关千家万户，针对用热群

众的不同特点，天津各供热单位推出

了有针对性的服务举措。

“咱岁数大了，智能手机不太会

使，打电话有时还听不清，现在暖气有

问题直接按‘不热’或者‘漏水’按钮就

行，太方便了！”家住河东区的王大爷

跟记者展示手中像遥控器一样的“一

键报修”智能终端。“供热季前，我们组

织所属供热企业主动与供热服务辖区

街道对接，登记有需求的 75 岁以上用

户信息。目前已为供热区域 75 岁以

上老年用户配备 1045 台终端设备。”

天津能源集团供热产业部副经理刘焕

志介绍，每台终端设备都绑定了用户

地址，老人按键后供热智能客服系统

就会自动形成一张工单，维修人员会

在 30 分钟内与用户联系并进行现场

查看。

家 住 滨 海 新 区 碧 海 鸿 庭 小 区 的

沈 丽 荣 带 着 记 者 来 到 窗 边 ，楼 下 新

架 设 的 供 热 管 道 分 布 在 居 民 楼 口 ，

旁边的温度计提示此时室内温度为

23 摄氏度。

“这是老小区，之前是地埋管网

铺设，近年来弯头、焊缝补口处腐蚀

严重，开始出现集中漏水情况。加上

六成居民装修后改为地暖，导致水力

平衡失调严重。去年供热季初期出

现 了 因 失 水 停 泵 的 现 象 ，影 响 小 区

2700 多户居民整体供热效果。”滨海

新区供热集团新晟供热有限公司经

理马梦君说，“这种情况必须在非供

热季‘冬病夏治’，对小区管网管径和

布置进行重新设计和优化。”

今年夏天，企业利用夏季超长期

国债 EPC 改造项目，投资 800 余万元

对碧海鸿庭小区进行改造，铺设管道

1 万余米，支架 500 余个。“我们前期与

新村街道、社区、业委会反复沟通协

调，确定改造方案，9 月 21 日进场施

工，10 月 23 日完成主体管道铺设，10

月 28 日完成冷态循环，彻底解决了系

统失水问题。”

探索计量供热，住户
用多少热交多少钱

随着管网仿真、大数据、智能设备

等新技术全面进入供热领域，天津一

些地区对热源、管网等供热系统进行

全方位改造。一个“知冷知热”的智慧

供热系统正在发挥更大作用。

天 津 生 态 城 能 源 投 资 建 设 有 限

公司生产调度中心副主任杨肖龙的

面 前 是 3 块 巨 型 大 屏 ，场 站 环 境 监

测、各小区温度热力、换热站运行状

态、运维人员位置等信息不停变化，

工作人员实时监测确保供热系统正

常运行。“这是生态城自主研发的智

慧供热系统，能综合天气情况、室外

温度及用户用热情况，自动调整温控

阀开度，做到精准供热、按需送热，确

保温暖的同时节能降耗。”杨肖龙介

绍，这套系统覆盖热源、管网、泵站和

用户 4 级，将生产、收费、客服 3 个环

节统一管理。

记 者 跟 着 供 热 主 管 王 瑾 来 到 一

个小区的换热站。“这个换热站服务

周 边 732 户 、供 热 面 积 7.5 万 多 平 方

米。”打开门锁，王瑾径直走到泵机前

仔细检查参数，“所有站点都加装了

这种电动调节阀。今天这样的巡线

过 去 一 天 要 6 次 ，现 在 只 需 要 两 次 。

调度人员在调度大厅 10 分钟内就可

以对全区所有换热站下达指令，温度

的调控可精确到正负 0.5 摄氏度。而

传 统 人 工 调 节 需 要 10 个 人 ，6 个 小

时 ，温 度 调 节 全 凭 个 人 的 手 感 和

经验。”

巡检完毕，王瑾又带着记者来到

对 面 小 区 入 户 看 看 实 际 供 热 情 况 。

“我喜欢养点小动物。”居民张大伟把

记者迎进屋里，80 多平方米的小家生

机盎然。“我通过计量终端把供暖温

度稳定在 22 摄氏度上下，省钱不说，

家里也很暖和。”

2013 年，随着首批居民的入住，

生态城区域供热工作由此展开。目

前，生态城已在全域推广计量供热，居

民家中安装有热计量表，根据实际需

求调节用热量。居民“用多少热、交多

少费”的自主调节也推动供热企业主

动进行相应调配，避免能源浪费，降低

单位面积供热能耗。

根据生态城统计数据，热计量收

费模式下生态城单位面积供热能耗同

比降低 5.82%，较传统收费模式节约

费用 15.8%。

天津已正式供热，记者走进居民家中探访

暖气热不热，升温够不够
本报记者   靳   博   李家鼎

寒风呼啸，海拔 4700 米的西藏自

治区阿里地区措勤县室外温度已至零

下 10 摄氏度。县城居民米久多吉从

外头走进家，便迫不及待地脱下厚厚

的藏式袍子，倒上一杯热茶，暖暖地喝

了起来。

“以前白天也要烧牛粪取暖，而且

只有炉子旁暖和，其他屋都很冷。特

别是出门回来，炉子熄灭了，还要重新

点燃，总得许久屋里才能热起来。”米

久多吉说，“有了暖气片，每间屋子都

暖和。”

起初，米久多吉对家里安装暖气

片还有疑虑，总觉得这个“小铁片”很

难让整个屋子暖起来，“说实话刚开始

真不信。现在你摸，烫得很咧！”

次旺罗布是供热公司的维修员，

也是措勤本地人。这段时间，他基本

每天都在牧民家里调试暖气片。面对

父老乡亲的需求，次旺罗布一家一家

地去帮他们解决，又耐心地讲解如何

使用暖气。

这 些 暖 气 片 ，正 是 今 年 刚 刚 投

运的措勤县城区清洁能源集中供热

特许经营项目。措勤县一年中有长

达 8 个月都是干冷天气。此前，县里

采 用 生 物 质 热 水 锅 炉 集 中 供 热 ，能

耗多、运行费用高，生物质燃料燃烧

不 充 分 时 ，室 内 温 度 时 常 达 不 到 18

摄氏度。

推广使用清洁能源，既提升了供

热效果，也降低了能源消耗。

在措勤县城东北方向，6000 余片

光伏板在太阳下闪闪发光。走进热源

厂，墙上挂着的智能化屏幕显示着太

阳能光热板集热温度、产热量、供热管

网压力、流量及供热量等。工作人员

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及时掌握太阳能

供 热 系 统 的 运 行 状 态 ，实 现 智 慧 化

供热。

“简单来说，我们利用太阳能将

水加热后保温储存，向需要供热的区

域输送。”措勤县太阳能清洁能源供

热技术负责人李豪举说，经过多重技

术保障，现在热源厂储水温度稳定在

60—70 摄氏度之间，可以实现哪怕出

现一周极端天气，依旧能稳定供热，

让 居 民 家 中 温 度 保 持 在 18 摄 氏 度

左右。

李豪举介绍，通过采用太阳能集

中供热系统，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近 2 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800
吨，并最大程度减少生物质燃烧废渣

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措勤县城区清洁能源集中供热特

许经营项目总投资约 3.14 亿元。在政

府引导下，供热企业对县城原有系统

进 行 改 造 ，新 增 供 热 面 积 5.69 万 平

方米。

对全县管网进行整体改造并不轻

松。“4700 米的海拔、低温、冰雪、冻土

层、设施老化，很多因素都会增加管网

改造的难度。”李豪举说。

项目调试期间，李豪举接到了一

名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小区透水

了，赶紧来看看！”他和技术人员立马

出动，来到报修社区查看情况。原来，

部分地下管网已经锈蚀，供暖热水一

注入就发生了炸裂。热水上喷，小区

地面涌出了“喷泉”。李豪举和技术人

员就地展开维修，更换部分管线，保障

供热平稳。

调试、维修、再调试、再维修，是那

段时间李豪举和同事们的工作常态。

“ 问 题 不 少 ，但 都 一 一 克 服 。”李 豪

举说。

“全县倾力保障工程实施推进，确

保在供热季可以全负荷投运，让群众

能在冬天生活得更温暖、更舒适。”措

勤县委副书记、县长刘勇刚说。

这样的集中供热改造项目不是个

案。今年，西藏持续推进清洁能源集

中 供 热 工 程 ，其 中 阿 里 地 区 7 个 县

（区）的城区将逐步完成供热清洁能源

替 代 ，计 划 新 建 及 改 造 供 热 总 面 积

622.41 万平方米，建成后能满足 20 万

名居民的供热需求。

西藏措勤县使用清洁能源集中供热，居民家完成改造

“有了暖气片，每间屋子都暖和”
本报记者   琼达卓嘎   徐驭尧

近期各地陆续启动集中供热

靠前服务，力保群众温暖过冬

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司局负责人介绍，我国城镇供热采暖的

传统区域为北方采暖地区，供热方式主要以集中供热为主。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城镇集中供热面积达 137 亿平方米，其中城市集中

供热面积 115 亿平方米，县城集中供热面积 22 亿平方米，近三年集

中供热面积增长 20.1 亿平方米。全国城镇集中供热管道长度约

63 万公里，近三年增长 11.9 万公里。

根据《2023 年中国城市建设状况公报》，山东、辽宁和河北 3 个

省份城市集中供热面积超过 10 亿平方米；黑龙江、山西、北京、内

蒙古、吉林、河南、天津和陕西 8 个省份在 5 亿至 10 亿平方米之间；

新疆、甘肃和宁夏 3 个省份在 1 亿至 5 亿平方米之间；青海、江苏、

安徽、湖北、贵州、云南、西藏、四川 8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在 1 亿平方米以下；上海、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

和重庆 9 个省份无集中供热。

城镇供热采暖是重要的民生保障工程，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司局负责人介绍，为做好今冬明春城镇

供热采暖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组织各地深入开展“冬病夏治”，充

分利用停热窗口期，通过供热系统增容扩建、检修维护供热管网、

整改发现的用户端问题、完善应急保障预案等，持续提升供热设施

保障能力。持续推动供热老化管网改造。2022 年以来，各地累计

完成改造供热管道 3.34 万公里，有效降低供热管道带病运行风险。

指导各地提前加大供热用能储备。各地能源供应整体充足，煤炭、

天然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保障程度高于往年。

我国积极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推动以电力、天然气、生物

质、地热、工业余热等清洁低碳能源替代燃煤供暖，2023 年北方地区

清洁取暖率近 80%。《中国的能源转型》白皮书显示：截至 2023 年底，

北方地区清洁取暖面积较 2016 年底增加 107 亿平方米，清洁取暖率

提高 46 个百分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 PM2.5 浓度较 2016
年分别下降 41.1%、30.6%，重污染天数分别减少 61.2%、41.8%，清洁

取暖替代散煤对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改善贡献率达 30% 以上。

全国城镇集中供热面积达137亿平方米
近三年增长20.1亿平方米

本报记者   丁怡婷

图①：天津能源集团技术人员检查燃气锅炉房。  吕家兴摄   
图②：河北省玉田县农村居民在清洁电热暖气片。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图③：西藏自治区措勤县城区清洁能源集中供热特许经营项目。  

本报记者   徐驭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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