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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还在西城区地界儿，隔着东城区，往东就能看见朝阳区的大烟囱冒
烟。”这说的就是号称“长安街最后一根烟囱”的国华北京热电厂大烟囱。

国华北京热电厂坐落在四惠桥西北角，是新中国在首都建设
的第一家高温高压热电联产企业，承担着为人民大会堂、北京东

部地区国家机关部委、使馆区、外交公寓和居民住宅区的集中
供热任务，供热面积相当于中心城区集中供热的1/10。

作为坐落在CBD附近的燃煤电厂，国华北京热电
厂的关停一直备受关注。继3月19日京能石景山热电厂

关停后，3 月 20 日，国华北京热电厂也正式“退
役”，两座燃煤电厂关停后预计每年可压减燃煤消耗
450万吨，离“2017年前压减燃煤1300万吨”的目
标又近了一大步。

北京煤电装机仅占全国千分之一

北京有多少燃煤电厂？北京市发改委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进入“十二五”以后，北
京城区内仍在服役的 4 座大型燃煤热电厂分
别是位于CBD附近的国华北京热电厂、位于
高碑店的华能北京热电厂，以及京能石景山
热电厂、大唐高井热电厂，装机总容量为
273 万千瓦，年耗煤量约 920 万吨，占到北
京市煤炭消费的40%。

在 4座曾为北京城市供暖立下汗马功劳
的燃煤热电厂中，高井热电厂已于去年 7月
关停，而国华北京热电厂和京能石景山热电
厂关停后，只剩下华能北京热电厂一家燃煤
电厂，按照规划，这座电厂也将于 2016 年关
停。

两天两座燃煤电厂关停后，只剩下华能北
京热电厂的 84.5 万千瓦，而截至 2014 年底，我国

煤电总装机达到8.3亿千瓦，北京市的煤电装机仅
为全国煤电总装机的0.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按照规划，4 座燃煤电厂关停后，其供电和供
暖的功能将由四大燃气热电中心取代。四大燃气热电

中心全面建成后，本地发电全部为清洁能源，中心城
区集中热网全面实现清洁化。

今年再减少煤炭用量400万吨

北京市发改委能源处处长高新宇介绍，在推进燃煤电厂关停的

同时，采暖锅炉改造、工业用煤压减和散煤治理等几大领域的压煤行动也
在加速。2014年，北京市煤炭消费总量已降到1900万吨以下，比2013
年减少280万吨左右。

据环境部门监测，由燃煤带来的二氧化硫占北京市二氧化
硫总排放的 95%。2014 年，北京 SO2下降尤为明显，降幅达
到 17.7%，这意味着压煤行动对北京的大气改善起到了积
极作用。

从 1998 年到 2012 年，北京的煤炭消费量从 3000
万吨下降到 2300 万吨，减少了 700 万吨，相当于
每年削减 50 万吨。2013 年 9 月，北京市发布实施

《2013 年—2017 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其中压
煤是重要措施之一，减煤行动随之提速。

为确保 5 年 1300 万吨压煤目标的实现，北
京市制定了既切合实际又超越常规的压煤方
案。今年，北京将把煤炭用量控制在 1500 万
吨以下，这意味着将在去年的基础上再削
减 400 万吨，四大燃气热电中心全部建成投
用，城六区基本实现无燃煤锅炉。

APEC蓝常驻仍然任重道远

去年APEC会议期间良好的空气质量令
人印象深刻，燃煤电厂关停等一系列措施的
实施，对改善大气质量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
果吗？

高新宇介绍，在 1300 万吨压减燃煤任
务中，电厂关停削减燃煤 920 万吨，约占
70%。然而，相对而言，电厂的环保措施还
是比较到位的，民用散煤无法与火力发电企
业一样采用环保装置脱硫、脱硝、除尘措
施，对大气的污染会依然严重。

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燃煤只是大气污染
源之一。北京市环保局环保监测中心主任张大
伟介绍说，在本地污染贡献中，机动车、燃煤、
工 业 生 产 、 扬 尘 为 主 要 来 源 ， 分 别 占 31.1% 、
22.4%、18.1%和 14.3%。

张大伟说，治理大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是一个长
期、复杂、艰巨的过程，涉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每
一个人都有责任承担污染减排的义务，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
力。只有从每一个公民做起，从我们做起，持之以恒，久久为
功，才能让 APEC蓝留在我们身边，成为常态蓝。

阳春三月，随着气
温的回升，新疆博斯腾
湖畔迎来大批候鸟繁衍
栖息，开始新一年的生
活。图为3月20日，在
博斯腾湖西南小湖区，
数千只候鸟聚集在这里
或悠闲觅食，或展翅低
飞，或竞相追逐，为寂
静的湖面增添了一道移
动的风景线。

刘万乐 何 阳
摄影报道

（人民图片）

图 为 关 停 当图 为 关 停 当
日日，，华灯初上华灯初上，，北北
京京 CBDCBD 夜色显得分夜色显得分
外迷人外迷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贺贺 勇勇摄摄

图为关停前图为关停前，，
大烟囱与高楼林立大烟囱与高楼林立
的的 CBDCBD 显得格格显得格格
不入不入。。

让让APECAPEC蓝成常态蓝蓝成常态蓝 北京减煤行动再推进北京减煤行动再推进

长安街最后一根烟囱长安街最后一根烟囱熄火熄火熄火
本报记者 贺 勇

据新华社郑州3月20日电 3月 20日，全国春季农业生
产暨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会议在河南省漯河市召开，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

“抓好‘三农’工作是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支撑。
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 《政府工作
报告》 的决策部署，切实抓好当前春季农业生产，抓紧开展
春耕备耕各项工作，努力再夺夏粮和全年农业丰收，同时扎
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和动物疫病防治工作。要按照推动农业
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完善强农惠农富农各项政策，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业
劳动生产率，增强农民增收后劲，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中
取得新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
会议并讲话。

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

增强农民增收后劲

3月20日，由中国中铁装备集团依托国家“863”、“973”计划
自主研制的直径8.03米全断面岩石掘进机全部调试完成，并将
于下月投入使用。该设备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岩石掘进机技
术已跻身于世界第一方阵，并将大大提升我国山岭隧道施工自
动化、现代化水平。 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

我国自主研制

全断面岩石掘进机将投用

中国将统筹推进全国一体化通关

据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记者李延霞、吴雨） 记者20
日从中国银监会获悉，浙江银监局已批准温州民商银行开
业，这是我国第三家获批开业的民营银行。

批复要求，温州民商银行筹备组自批复之日起10日领取《金
融许可证》，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
方可对外营业，并于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6个月内开业。

目前，首批试点的5家民营银行已有3家获准开业。其余
两家也正在加快筹建步伐。据了解，浙江网商银行近日召开
了创立大会和首次股东大会，这意味着网商银行离正式注册
和接受监管部门验收已经不远。

温州民商银行获准开业温州民商银行获准开业

新疆博斯腾湖迎候鸟大迁徙新疆博斯腾湖迎候鸟大迁徙

3 月 20 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启
动校园足球文化节。此次足球文化节活动将
持续一个月，期间将举办小学校园足球赛、
足球梦绘画大赛等活动，在校园中传播足球
文化。图为学生在表演足球操。

丁根厚摄 （新华社发）

校园起航“足球梦”

3 月 21 日，中日韩外长会在首尔举
行，这是时隔近 3 年后再次举行三国外长
会。而中日安全对话和外交当局定期磋商
于 3 月 19 日在东京举行，则是时隔 4 年后
双方重启安全对话和外交磋商机制。另据
报道，中国赴日旅客特别是有意愿前往日
本观赏樱花的旅客越来越多。这表明，中
日关系不论是在官方层面还是在民间层
面，均延续着近来的回暖势头。

自去年夏初以来，中日之间的接触不
断增加。去年11月，双方就处理和改善中
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习近平主席在
北京 APEC 会议期间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在最高层确认了四点原则共识，为
中日关系尽早实现转圜提供了可能。随
后，根据四点原则共识的要求，中日双方
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

和安全对话，并在建立危机管控机制特别
是“海空联络机制”方面迈出了新步伐。

过去几年，历史、主权和安全问题成为困
扰中日关系的三大类主要问题，导致中日关
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

中日关系此次能从僵冷走向回暖，根
本原因在于，中日之间形成了复杂的相互
依存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高
度交融。在中日关系出现困难的时候，中
方从战略和大局角度出发，没有放弃重视
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方针，日本各界
有识之士也在为改善对华关系努力，做着

“以民促官”、“以经促政”的工作。这些积极
因素帮助中日关系逐步摆脱僵冷局面。

当然，此时中日关系的回暖势头是脆弱
的，能否在回暖过程中做到保温、升温，能够
升温到什么地步，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其中三

个因素最为关键，也就是日本政府能否处理
好困扰中日关系的前述三大问题。在历史问
题上不再发表谬论，在钓鱼岛问题上不再挑
衅，在安全问题上不再散布“中国威胁论”，这
是检验安倍政府对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是
否有诚意最起码的检验标准。

日方应认识到，在历史问题上，说中
国打“历史牌”，揪住日本的“历史辫
子”不放，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没道理，
搞错了因果关系，因为中方一直坚持“以史
为鉴，面向未来”。在钓鱼岛问题上，说中国
在靠实力改变现状，也与事实完全不符，因
为中方长期以来主张“放一放，留待以后解
决”，对于后来日方的挑衅，中方不得不予
以回应。在安全问题上，把中国当成威胁，
靠渲染“中国威胁论”来支撑日本重温战前

“强国梦”，甚至拉美国遏制中国，只会让日

本陷入战略安全困境。
过去，中日之间不止一次上演过“融

冰之旅”“迎春之旅”“暖春之旅”，安倍
本人在其第一任期也曾对华开展过“破冰
之旅”。中日关系冷暖起伏不定，不符合
双方的共同利益。要维持中日关系回暖势
头，需要大局观和长远战略眼光，需要坚
持中日之间的四个政治文件，需要落实四
点原则共识，也需要政治家的勇气。中方
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做出了扎实努力，
但一个巴掌拍不响。

战后70周年之际，日本又一次站在向
何处走的战略十字路口。战后70周年给日
本提供了一次同亚洲邻国实现和解的历史
机遇。日本会错失良机吗？日本能否珍惜
中日关系回暖势头？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日本能否珍惜中日关系回暖势头？
■ 华益文

本报北京3月20日电（记者顾仲阳） 海
关总署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主任黄胜强 20 日
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在当前对外贸
易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我国将加强和
改进口岸工作，通过统筹推进全国一体化通关
等具体改革举措，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黄胜强介绍，《国务院关于改进口岸工作支
持外贸发展的若干意见》特别重视问题导向，着
力解决当前对外经济和外贸存在的问题。

一是要完善“一带一路”内陆地区的口
岸支点布局，加快沿边地区开放步伐，提升
沿海地区口岸开放水平。二是在改善外贸发
展环境方面，《意见》提出统筹推进全国40多
个海关一体化通关。三是加快口岸各个部门

“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扩大
“联合执法、联合查验”的范围，把过去的
“串联执法”改变成“并联执法”，货物能够
一次性申报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要过多道手
续。四是进一步加大口岸简政放权力度，在
现有基础上，再取消下放一批涉及口岸通关

及进出口环节的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取消非
行政许可的审批。五是进一步提高“非侵
入、非干扰式”检查检验的比例，特别是对
进口的货物集装箱检查，更多采取扫描的形
式，而不是用打开箱子把货物掏出来检查的
方法。六是坚决取缔进出口环节违规设立的
行政事业性收费，进一步规范进出口环节经
营服务性收费，切实减轻外贸企业的负担。

链接▶▶▶
目前我国共有293个批准对外开放的

口岸，其中水运口岸135个、航空口岸68
个、铁路口岸20个、公路口岸70个，分
布在沿海地区的口岸148个、沿边地区口
岸116个、内陆地区口岸29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