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市桐庐县城南街道金溪村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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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现场———

下乡的“蓝色火焰”为何越来越旺？
———实地探访杭州燃气下乡工程

■本报记者 仝晓波 张金梦

位于杭州市西北部的桐庐县， 是中国
最美县城之一。这里群山耸峙，山地与平原
错落， 富春江水纵贯南北。 从桐庐县城出
发，沿富春江南行 5 公里，便可抵达桐庐县
城南街道的第二大移民村， 同时也是桐庐
县第 9 个通上天然气的绿色能源村———金
溪村。

伴随着杭州地区燃气下乡工程的加快
推进，金溪村成为 2020 年杭州市燃气集团

完成的第 5 个绿色能源村项目，于 12 月中
旬顺利实现通气，惠及 100 余户农家。

“村里通上燃气后，老百姓做饭再也不
用烧柴火、换液化石油气钢瓶，村容村貌更
整洁干净了。 ”提及村里通气后的变化，杭
州市桐庐县金溪村党支部书记黄慧仙欢喜
不已。

据杭州市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徐小冬
介绍，近年来，该集团积极落实“燃气西
进”战略与瓶改管三年行动计划，部署燃
气下乡工作， 截至目前包括金溪村在内，
已建成投运绿色能源站总计 32 个， 服务
覆盖人口数约 20 万人， 年度用气量达
5000 余万方。

村民纷纷点赞“燃气下乡好！ ”

暮春的桐庐， 青山连绵。 金溪村之
外， 桐庐县富春江镇大庄畲族村也将在
今年 7 月份用上安全、方便、绿色、经济
的天然气。

驱车行往大庄畲族村途中，越是临近
该村道路越蜿蜒曲折， 隔车窗放眼望去，
如置身于群山环抱中。 很难想象为居住于
这里的农户接通天然气是怎样一项艰巨
的工程。

距离大庄畲族村支部委员会办公处
约两公里的山脚下，靠近马路边一座占地
约 20 平方米的绿顶简易小屋格外醒目，
这就是即将投产的液化天然气瓶组站（又
称“绿色能源站”），在不久之后将有源源

不断的清洁天然气从这里送达村里的 90
余户人家。

“对于大庄畲族村这类管道天然气难
以到达的偏远地区，我们创新采用‘绿色能
源站+微管网’模式，将液化天然气钢瓶运
送到绿色能源站， 之后通过局域微管网送
达用户家中。 ”桐庐杭燃总经理俞红伟向记
者介绍。

大庄畲族村党支部书记雷张俊进一
步介绍，建设这样一个绿色能源站，仅建站
与铺设管线就得耗资 220 万元，投资成本要
远高于城市，但执行和城区一样的“同城同
价”。“在正常情况下，使用天然气，一户人家
每月只需使用 10 方气左右，月缴费只需 30
元左右， 是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费用的一
半，不仅如此，相较于柴火和瓶装液化石油
气也更加干净、方便、安全了。 ”

与雷张俊一样， 黄慧仙亦直夸燃气下
乡的好：“管道天然气用起来确确实实是方
便，我们村里的老百姓都很开心。说句实在
话，5 年前村民们都不敢想象这个场景。 ”

从柴火、蜂窝煤、瓶装液化石油气再到
天然气，基础设施的飞跃，正是金溪村向好
发展的最好印证。作为桐庐县城近郊村，目
前金溪村 100 余户农家全部都用上了管道
天然气， 昔日家家户户蜂窝煤与柴火扎堆
的情况已不复存在。

与北方农户大不相同的是， 金溪村中
房屋建造多为高层“别墅”，一户一栋，一栋
3到 5层不等。 黄慧仙家住所是一栋 4层小
楼。 2020 年 11 月，黄慧仙作为村里的第一

批用户享受到了燃气下乡的福利。 “通天
然气之前， 我们做饭使用液化石油气，有
时饭正烧着就没气了，很不方便，而且烧
煤、烧柴做饭，厨房总是烟熏火燎，自从通
了天然气，就再也没有过这种烦恼了。 ”黄
慧仙说，现在，只要轻轻一扭燃气灶上的
开关，明亮的蓝色火焰就出现了，手机微
信一扫燃气表上的二维码就能交燃气费，
“快得很！ ”

正因切实体会到了用上天然气的好，
黄慧仙直言：“接下来， 我家正在新建的一
栋房子肯定要装燃气壁挂炉地暖啦， 现在
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不少村民们对新造的
房子都有这个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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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湖湖北北看看地地方方要要如如何何从从全全国国碳碳市市场场受受益益

“湖北成则全国成”
碳市场倒逼减排成绩单亮眼

孙永平介绍，湖北省产业结构偏重、能
源结构以煤为主， 经济发展阶段处于中等
偏上水平，在全国具有代表性，因此在碳市
场推动减排方面，“湖北成则全国成”。

自 2014 年湖北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上

线交易以来， 交易量和交易额均占全国一
半，是全国最活跃的碳市场。 这样的“成绩
单”保持至今：截至目前，碳排放累计成交
量达 3.47 亿吨，成交额 81.39 亿元。 交易规
模、企业参与度等指标居全国首位。

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常务副总经理
张杲告诉记者， 湖北碳市场纳入 373 家控
排企业， 全部为年能耗 1 万吨标煤以上的
工业企业，总排放量为 2.73 亿吨，约占全
省的 45%；涉及电力、钢铁、水泥、化工等 16
个行业，占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 70%。

在张杲看来，碳市场是促进能耗、碳排
放量“双控”非常重要的工具之一。 “降低整
个社会平均减排成本， 是碳市场的核心功
能。 企业会认真计算到底是买碳配额划算
还是自己减排划算。 企业愿意努力减排来
减少购买配额支出， 甚至出售用不完的配
额来获得收益。 ”

在 7 年的磨合与探索中， 湖北的企业
既积累了丰富的碳资产管理经验， 又摸索
出了运用碳交易工具实现低成本节能减排
的方法。 “截至目前，湖北控排企业通过碳
交易获得的收益已超过 5 亿元， 充分说明
碳市场对湖北实体经济的支撑。 ”张杲说。

作为 2014 年首批进入湖北碳市场交
易的企业， 中国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下称“葛洲坝水泥公司”）第一年花了 3000
多万元购买配额。

失去了真金白银， 让企业大大提升了
对节能减排的重视。 该公司质量环保管理
部高级主管夏枫告诉记者， 从燃煤改为燃
烧生活垃圾，到建立能源管理体系，公司减
排成效明显：到 2020 年，其同等熟料产量
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比 2015 年减少约
120 万吨；生产 1 吨熟料，煤耗下降了 12%，
电耗下降了 7%。

作为当地一家民营医药化工企业，武
汉有机实业有限公司也在试点启动伊始

就参与了碳交易。 公司高级能源管理师
赵汉武介绍，2015 年新厂搬迁至化学工
业园后，一是进行用能结构调整，由原来
的燃煤改为如今使用电、蒸汽、天然气三
大能源；二是进行节能技术改造，将用能
设备用能进行在线监控， 每个车间做到
“按需供能”， 避免粗放式供能导致能源
浪费。

双管齐下，企业很快尝到了甜头。 “以
前在老厂区每年碳排放量大概 14 万吨，参
与碳交易后，尽管产能是以前的四倍，但每
年碳排放量降到了 8 万吨， 单位产品能耗
费用下降了 40%。 ”

煤电企业是碳排放大户， 湖北华电襄
阳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雷体平告诉记
者，通过创新建设秸秆、稻壳生物质气化耦
合发电项目，提高新能源发电比例，加快实
施煤电灵活性改造，推进集中供热，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等方式，2014—2019 年，该公司
供 电 煤 耗 从 315.45 克/千 瓦 时 下 降 至
308.54 克/千瓦时，年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0 万吨以上。

市场手段倒逼企业减排成效是显著
的。 相关数据显示，湖北提前一年超额完
成了国家下达的“十三五”能耗强度降低
16%的目标任务，2019 年该省单位生产总
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15 年下降 17.8%左
右，连续 7 年超额完成了国家碳强度下降
考核目标。

减排空间趋紧
中碳登“蓄水池”待挖

相较于第一年的 3000 万元，如今葛洲
坝水泥公司现在的碳配额购买额要少得
多，但每年依然要花 600 万元左右，并不是

一笔小支出。
“每年都会做节能改造，但是节能的空

间越来越小。 前几年节能改造效果可以达
到每吨熟料节约 15 千克标煤，但是目前节
约一两千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夏枫告诉
记者，公司现在正在编制“十四五”科技发
展规划， 主要从智能化和数字化方面进行
进一步升级改造， 但可以预料到节能减排
空间比较有限。

“从市场逻辑上来看，减排应该从边际
成本低的企业开始。 ”孙永平表示，纳入地
方碳市场后， 尽管企业边际减排成本会逐
渐上升，但很多企业还未到达技术天花板，
节能减排工作依然有潜力可挖，“但要注意
采用渐进式过程， 管理部门可通过配额逐
渐趋紧的方式来稳步推进， 给企业以适应
和调整的时间。 ”

企业要适应的不只是逐渐趋紧的碳配
额，也有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位于武汉的中
碳登在技术上目前已处于试运行阶段。 未
来， 这里将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注册登记
中心。

“中碳登是碳市场的神经枢纽，其汇聚
的海量数据会带来要素集聚效应， 吸引先
进的减排技术与服务落户武汉， 从而有助
于降低湖北本省的低碳转型成本， 并带来
更多的税收与就业， 在湖北省形成新的绿
色经济增长点。 ”孙永平告诉记者。

张杲介绍，与此同时，湖北省下一步将
搭建 “湖北绿色低碳产业综合服务平台”，
建设“长江国际低碳产业园”，设立“武汉碳
达峰基金”和“武汉市绿色低碳产业引导基
金”，构建多层次绿色金融产业链，为相关
企业提供新的机遇。

专家呼吁，碳市场要“大”“小”共抓，只有全国与地方协同互动，建立多层
次市场体系，才更有助于地方生态环境治理，进而达成全国目标

■本报记者 仝晓波 齐琛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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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武汉的环境更好了。 ”
谈及武汉近年来的环境质量改善 ，
在武汉工作、生活多年的湖北经济学
院低碳经济学院教授、碳排放权交易
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孙
永平感受深刻。作为湖北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下称“碳市场”）的设计团队
成员，孙永平对湖北碳市场改善本地
生态环境的积极效应倍感欣慰。

减污 、降碳 、节能协同治理 ，湖
北成绩亮眼： 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了
“十三五”能耗强度降低 16%的目标
任务， 连续 7 年超额完成了国家碳
强度下降考核目标。

记者注意到， 落户湖北的全国
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下称“中碳
登”)目前正在为全国首批 2225 家履
约企业办理开户手续。4 月 12 日，外
交部特别推介活动让湖北、 武汉站
到全球聚光灯下。 同期，记者赴湖北
采访， 探索这个中部大省节能减排
的“碳密码”。

大庄畲族村即将投产的液化天然气瓶
组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