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神州速览
责编：邱海峰 邮箱：hwbjjb@163.com

2024年1月9日 星期二

在中国农村，运输服
务正在发生变化。交通运
输部 1月 2日发布数据，自
2021 年启动以来，各地积
极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
展工作，探索形成了农村
客 货 邮 融 合 发 展 的 新 思
路、新举措、新方法。截
至目前，全国 1100 余个县
级行政区部署开展农村客
货邮业务，开通客货邮融
合线路 1.1万余条，建成农
村客货邮服务站点 5 万余
个，农村客运车辆年代运
邮件快件超过2亿件。

什 么 是 农 村 客 货 邮 ？
为何推进其融合发展？专
家表示，农村客货邮，即
农村客运、货运物流、邮
政快递的简称，推进其融
合发展有助于解决农村地
区群众出行、货运物流、
快递服务“最后一公里”
难题。近年来相关工作已
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农
村客货邮融合也存在覆盖
广度深度不足、车型选择
不多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交通运
输部、农业农村部等九部门
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
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明确力争到 2027 年，
具备条件的县级行政区实
现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全
覆盖，全国县乡村三级客
货邮站点数量达 10 万个以
上，农村客货邮合作线路
达 2 万条以上，基本建成

“一点多能、一网多用、功
能集约、便利高效”的农
村运输服务新模式，全国
农村运输服务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提升。

具体怎么干？《意见》提出，打造因地制宜的农村客
货邮融合发展形式。

——推广农村客运车辆代运邮件快件。充分发挥农
村客运网络覆盖广、通达深的优势，引导城乡客运企
业、公交企业依托城乡客运线路布局，优化车辆排班，
合理设置停靠站点，积极开通由县城至各镇村、乡镇至
建制村的农村客货邮合作线路，利用车辆行李舱、内部
物品存放区等代运邮件快件，在确保安全、保障农村群
众乘车需求的前提下保障邮件快件快速送达。

——发展货运班车。在农村货运物流、邮政快递服
务需求旺盛或多为大件的地区，引导企业发挥货运车辆
运量大、时效高的优势，整合各类货运物流资源，统筹
布设配送路线，推广时间固定、线路固定、站点固定的

“货运班线”模式，将物流包裹、邮件快件由县城配送到
镇村站点。对于临时性的大件物流需求，可采取提前预
约方式组织货运车辆配送，精准满足农村物流寄递需求。

——拓展“农村客货邮+”。结合本地产业优势，引
导企业积极发展农村客货邮+电商、旅游、农业等模
式。积极搭建平台，引导农村客货邮经营主体与电商企
业合作，提供日用消费品、农资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网
上下单、一键送达”服务；与景区景点合作，为特色景
区产品、传统手工艺品、乡村民宿伴手礼等提供高效的
运输寄递服务；与农副产品生产经销企业合作，开通农
副产品定制化运输专线、季节性运输专线等特色客货邮
线路。

建设站点是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的关键之一。《意
见》 提出，建设“一点多能”的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站
点。何谓“一点多能”？根据 《意见》，在县级客运站，
将推进统一仓储、统一分拣、统一配送；在乡镇站点，
除了客运乘车，还能进行商品售卖、物流配送、邮件快
件寄递、新能源车辆充电；在村级站点，村委会、乡村
商超、村级电商服务点等村级设施都将派上用场，推动
实现客货邮功能全覆盖。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有关负责人介绍，《意见》还
提出推广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适配车型，应用标准化智
能化绿色化装备设备，鼓励应用自动化分拣、装载、运
输等设备，提升服务效率；规范农村客货邮作业流程，
提升农村客货邮服务质量，强化农村客货邮安全管理；
完善合作共享的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机制，积极推进市
场主体整合，加强农村客运、货运物流、邮政和快递信
息互联共享。

据了解，接下来有关方面将统筹综合利用各类资
金渠道支持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线
路开通、适配车辆更新、信息平台建设等，将具备货运物
流、邮政快递、旅游等综合服务功能的县级客运站新建
改扩建项目优先纳入支持范围，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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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农村客货邮工作
人员在收揽快递。 胡攀学摄 （人民视觉）

电力供应总体稳定

最强寒潮来袭——入冬以来，国内多地出现大范围
强雨雪天气。气温走低，对能源电力供应和保暖保供带
来较大影响。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2023年12月
17日，全国最高用电负荷12.42亿千瓦、用气量14.23亿
立方米，分别比上一年供暖季峰值高出 8300 万千瓦、
1.08亿立方米，创下供暖季历史新高。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预计，迎峰度冬期间
全国电力供应总体有保障，但西北、华东、西南、南方
区域的部分省份保供压力较大，其中云南存在一定电量
缺口，内蒙古西部局部时段存在一定电力缺口，陕西、
甘肃、青海等地电力供应较为紧张。

面对极端天气挑战，能源企业加强电网运行检修，
确保民生用能稳定。

2023 年 12 月 15 日夜间，冀北地区气温降至零下 30
摄氏度。为应对强雨雪天气，国网冀北超高压公司运用
卫星预警、无人机作业、人工特巡等立体化巡检模式，
对 500 千伏北京环网、西电东送、北电南供等输电大通
道开展全天候、不间断跟踪巡护。

往南走，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桂林兴安供电局白
石供电所工作人员最近忙着对10千伏漠长洲线路机关农
村台区配电变压器实施消缺轮换，以确保冬春季用电高
峰期间可靠供电。南方电网有关负责人介绍，迎峰度冬
期间，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五省区用电需求
保持平稳增长，南方电网统调最高负荷预计将达2.17 亿
千瓦，同比增长9.5%。

“为确保做好迎峰度冬电力保供工作，我们‘早启
动、早布置、早落实’。2023年 12月中旬出现大范围寒
潮以来，密切跟踪气候变化和供需形势变化，积极采取
煤电增发、增供天然气、水电短时增发、省间互济支援
等措施，全力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电力可靠供应。
同时，做好供电服务工作，主动服务重大项目、产业园
区用电需要，最大限度保证产业链供应链、重点行业、
重要用户用电稳定，优先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南方电网
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为应对迎峰度冬期间电力负荷增长趋势，国家能源
局着力强化供需预警与研判，推动化解局部地区供应紧
张风险。杜忠明介绍，国家能源局按照“一省一策”指
导电力供应紧张和偏紧地区做好供应保障工作；保障煤
炭产量维持高位；推动电源电网项目加快建设；督促电
网企业充分发挥电网统筹配置功能；督促各地提升需求
侧响应能力，优化有序用电预案并开展实战演练，确保
民生和重点用户用电。

煤炭保供量足价稳

迎峰度冬期间稳定的电力供应，离不开煤炭作为
“压舱石”的重要保障作用。

在 宁 夏 灵 武 ，国 家 能 源 集 团 宁 夏 煤 业 枣 泉 煤 矿
130205综放工作面，随着采煤机徐徐开转，大块煤炭滚落
在“煤溜子”上，乘着运输皮带奔向煤仓。“2023年 12月以
来，宁夏进入迎峰度冬关键期，我们加大马力保煤炭生产。
这个工作面每天能生产 9130 吨原煤，产出的煤再运往发
电企业和供暖企业。”宁夏煤业枣泉煤矿副矿长梅晓虎说。

在山西朔州，中煤平朔集团东露天矿，国内首台无
人值守的大型露天矿用钻机24小时不间断运行，每天完
成超1200米进尺。中煤平朔集团东露天矿总工程师邵宾
介绍，截至目前，东露天矿单日最高原煤产量已突破11
万吨。

煤炭生产马不停蹄，保运输也刻不容缓。在河北沧
州，大量煤炭在黄骅港港口卸车装船，一派繁忙。2023
年12月13日，黄骅港煤炭年下水量较上一年提前9天完
成20024万吨，连续4年突破2亿吨大关。

“进入供暖季以来，全国煤炭产量保持高位，日均发
电量255.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7%。”李超说，目前全
国统调电厂存煤保持在2亿吨以上、可用26天。全国煤
电非计划停运和出力受阻容量处于历史同期较低水平。

国内煤炭生产供应有序推进的同时，煤炭进口量大
幅增加，也为保供应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2023年 10月份，全国生产原煤 3.9亿吨，同比增
长3.8%，增速比9月份加快3.4个百分点，日均产量1254
万吨；进口煤炭3599万吨，同比增长23.3%。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表示，目前，煤炭供需
形势总体稳定，迎峰度冬期间煤炭价格处于合理区间，
电煤库存保持历史高位。下一步，将会同有关方面加快
建设山西、蒙西、蒙东、陕北和新疆煤炭绿色转型供应
保障基地，优化煤炭生产开发布局；推动煤炭价格稳定
在合理区间，煤炭产量保持高位；拓展与煤炭资源大国
合作，稳定煤炭进口；紧盯东北、两湖一江、西南等区
域，有力应对可能出现的区域性煤炭供应偏紧局面。

清洁供暖大显身手

不仅要确保温暖过冬，还要保障“清洁过冬”“绿色
过冬”。作为清洁取暖的重要能源，天然气的供应情况备
受关注。

在山东，国家管网山东省公司针对烟台威海地区强
冷流降雪天气，扎实做好冬防保温各项工作，严防寒冷
天气导致设备发生冰堵、冻胀，确保能源动脉安全平稳
运行。仅在一周内，累计向烟台威海地区输送天然气
1794万立方米，守护沿线群众温暖度过极端天气。整个
供暖季期间，进入国家管网集团天然气管网输送的资源
总量预计将超1000亿立方米，进口管道气、国产气、液
化天然气 （LNG） 外输、储气库采气规模均有不同程度
增长，将全力保障高峰时段顶峰供应充足。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国内天然气
生产保持平稳，进口增速加快。2023 年 1—10 月份，全

国生产天然气1896亿立方米，同比增长6.1%。进口天然
气9651万吨，同比增长8.8%。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
司长刘红表示，预计供暖季期间天然气供应形势总体平
稳，国产气持续较快增长，进口气稳中有增，全国天然
气资源量总体充足，能够保障市场用气需求。

除了常见的天然气供暖，近些年，核能供热、“光
伏+供暖”等清洁取暖模式在中国多地推广开来。

全球最大规模燃机烟气余热利用项目近日在中国华
能集团北京热电厂投产。该项目新增零碳供热面积750万
平方米，每年可节省天然气8000万立方米，可满足9万多户
家庭供热需求。在河北，地下高温水的“热”被提取出来，作
为热源供冬季取暖利用。相较传统烧煤等取暖手段，这种用
地热能供暖的方式不仅环保效益高，也经济实惠不少。

“地热能是一种存在于地球内部岩土体、流体和岩浆
体中，可为人类开发利用的热能。根据埋藏深度，地热
能通常分为浅层地热能、水热型地热资源和干热岩。这
种能源不仅能实现冬季取暖，还能用于夏季制冷。”中国
石化有关负责人介绍，这个供暖季，中国石化地热供暖
能力超 9500 万平方米，同比增加 15%，可为北京、天
津、陕西等 11 个省份的百万余户居民提供清洁供暖服
务，年减排二氧化碳约470万吨。

“从供暖季能源保供总体形势看，入冬以来全国能源
保供总体形势良好，各项工作平稳有序，群众用能需要
得到较好保障。”李超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强统筹协
调，切实做好供暖季能源保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
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电力、煤炭、天然气等供应平稳有序——

这个供暖季，能源保供有底气
本报记者 廖睿灵

每年冬季，中国北方地区进入采暖季，南方地区居
民取暖用电需求攀升，能源保供进入关键时期。

这个供暖季，全国能源供应保障情况如何？煤、
电、气等主要能源供应能否满足居民需求？

▲ 1 月 3 日，在浙江舟山北塘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11号铁塔上，国
网舟山供电公司电力施工人员正进
行导线压接作业，以确保当地电力
供应。

姚 峰摄 （人民视觉）

▲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文山锦屏西风电项目172台
风电机组近日全部并网发电。
该项目平均海拔 2210 米，装机
容量 86 万千瓦，预计每年可输
送 20 亿千瓦时清洁电能。至
此，总装机容量 110.3万千瓦的
云南首个高原山地百万千瓦级
风电基地建成投产，为当地电
力供应提供保障。图为云南文
山锦屏西风电项目一瞥。

张 驰摄 （人民视觉）

◀ 入冬以来，中石化西北油田
采油三厂持续加快气井、管线、天
然气集输和新井产能建设，全力以
赴做好“冬供”工作。图为 1 月 1 日，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市，西北
油田三号轻烃站值班员工对集输生
产设备装置进行巡检。

石立斌摄 （人民视觉）

“这四个垃圾箱咋还带个小屏幕？”
“丢垃圾还能换礼品？”新年刚过，在甘
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移通家园小区，尽管
天气有些冷，但来来往往的居民对着一
个“大家伙”热议纷纷。

“它叫垃圾分类智能厢房。”物业经
理王辉云正向大家释疑。这个小屏幕是
这套智能厢房的关键——手机扫码认证
后，居民将不同类型垃圾丢入，箱内可
自动称重并积分，日后可以据此兑换礼
品。这套流程在这块小屏幕上一目了然。

小屏连着大屏，在兰州市城管委城

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里，一块智慧环卫
系统的可视化大屏地图引人注目，众多
智能厢房标注在上面。

“智能厢房不是单独个体，而是整体系
统的组成点位。”智慧环卫系统研发员党仁
磊介绍道。他操作环卫系统可视化大屏，进
入七里河区的一个点位，此处不同种类垃
圾的重量、智能厢房场景实况等立刻显现。

通过监测和数据对比分析，平台就
能判断不同小区垃圾分类工作的落实情
况，据此进行调度垃圾清运处理工作，
提升清运精细化水平。针对不文明行为

和垃圾溢出等，系统也能运用远程摄像
语音系统发出警示。

大屏上，不同类型的环卫车辆图标
缓慢移动。兰州市区的大型垃圾清运
车、清扫车、洒水车上搭载了 4 台摄像
机，并陆续联入了智慧环卫系统。屏幕
前端，环卫车辆的行驶里程、运行时
长、实时车速等工作状态清晰可见。

这为统筹监督环卫质量提供了支
持。结合车辆行驶轨迹、巡查视频等，
智慧环卫平台就能对环卫工作人员、环
卫机械化作业车辆、环卫设施、环境卫

生清洁效果等进行监督管理。
在一张速度曲线图前，兰州市城管

委数字中心值班长陈星宇分析一辆清扫
车的全天运行速度：“清扫车每小时里程
为 10到 20公里时，清洁效果较佳。如果
有异常情况，我们会询问提醒。”

说话间，一条关于某地铁站周边公
共卫生间的提醒弹出——“硫化氢、氨
气指数超标，建议及时做好清扫保洁。”
这是智慧环卫系统对该卫生间数据进行
分析后给出的建议。

“公共卫生间数量庞大，智能环卫系
统会利用传感器收集实时情况，分析指
标给出建议或者预警。”陈星宇介绍道。

兰州市城市管理数字化监督指挥中
心副主任陈娜介绍，智慧环卫系统努力
实现环卫流程、要素、层级全覆盖，一
站式管理。接下来，全市智慧环卫平台
的物联网设备将陆续接入，这将进一步
推进清洁环境精细化管理。

甘肃兰州推进智慧环卫系统建设——

大屏连小屏，清洁环境精细化
本报记者 宋朝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