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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群众的“温暖”幸福

内蒙古全力以赴打好今冬明春供暖保卫战
时近冬日，保障 2400 多万

各族群众温暖过冬是内蒙古最

大的民生民心工程。这项工作，

对于东西绵延长达 2400 公里、

城镇集中供热面积高达9.8亿平

方米的内蒙古而言，尤为重要。

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供暖工作。“供暖要有保障，不

能让老百姓挨冻。”自治区党委

书记孙绍骋多次过问，关心群众

的冷暖。2022年9月15日，孙绍

骋书记在呼和浩特市城发三合

村热源厂、自治区住建厅调研民

生工作时，面对墙上两行醒目的

文字“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

政绩，把人民的安居乐业、安危

冷暖时刻放在心上”对大家说：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

我们就是要用心用情用力做好

民生工作，把人民群众的急难愁

盼问题解决好。

2022年以来，自治区党委、

政府着眼更好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在供暖方面研究提出兜

底性保障目标，明确要求“要重

视做好救灾工作、冬季取暖工

作，不能让老百姓挨冻、受罪”

“林区天寒地冻时间长，一定要

始终把群众取暖这件大事放在

心上”“重视做好供热设施改造”

“抓好城中村改造和城市集中供

暖”……聚焦供暖这一民生关

键，自治区党委、政府一以贯之

抓落实，善作善为抓推进，要求

各级扎实做好城镇集中供热用

煤、农牧民“暖心煤”保障和清洁

取暖改造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

冬。

确保百姓温暖过冬，是目

标要求，更是对 2400 多万人民

的庄严承诺！

为了这份有关温暖的承

诺，在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周密部署、统筹安排下，全区

上下正勠力同心、集火成炬，将

供暖工作谋在早、干在前、落到

实，高质量做好供暖保障，全力

以赴打好今冬明春供暖保卫战。

“冬病夏治”谋在早
力保百姓三冬暖

萧瑟的秋风阵阵袭来，北疆的气温逐日
降低，一切都在预示，冬天的脚步越来越近。

岁寒最是问暖时。9 月 28 日，呼和浩特
市最大的热源厂——城发三合村热源厂调
度室，工作人员正紧盯电脑屏幕，实时监测
各热力站的供回水压力、温度等参数。“自 9
月 3 日起开始向一次管网注水，至 9 月 25 日
已注满并完成升压。目前，供热设备全部调
试完成，已做好 10 月 10 日提前启炉供热的
准备。”城发供热三合村分公司经理郭建清
介绍。

国庆假期，全区奋战在供暖一线的广大
工作人员，已做好充足准备、严阵以待，全力

“迎战”新一轮采暖季的到来。
城市供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

提早谋划、精准施策、全方位保障。早在数月
前，内蒙古就开始了今冬明春的供暖准备工
作。

4月上旬，全区各地纷纷组织供热企业抓
住上一轮采暖季即将结束之机升温升压排查
设备隐患，同步开展维修改造；6月20日，自治
区住建厅召开全区城镇供热视频会议，再安
排、再部署全区“冬病夏治”工作，要求各地抓
住夏季关键时期对供热设备进行全面“体检”。

截至2022年底，全区集中供热管道总长
度已达 4.12 万公里，其中不乏已“服役”十多
年、严重老化的管网。“冬病夏治”，忙在夏季，
暖在冬天，是力保百姓安全温暖过冬的前提。

为此，住建部门有序推进，建立“冬病夏
治”半月调度和不定期调研工作机制，组织对
供热管线等设备应检尽检、应修尽修。截至目
前，全区已完成热源设备维检修3234个、占比
98%，换热站维检修 10129 个、占比 99%，供热
管网维检修28483公里、占比98%，剩余维检修
任务将在开栓供热前全部完成。

“去年我们的供热面积是1524万平方米，
今年将达到1720万平方米。每年供热面积都
会增加，今年增加得更多一些。”郭建清指着调
度室的大屏幕说。

“不能让一个人挨冻！”2023年，内蒙古积
极开展供热改造，扩大集中供热范围，提高供
热保障能力。截至目前，新建热源厂4个、换
电站143个，新建供热管道456公里、改造833
公里。

呼伦贝尔市实施海拉尔区高寒地区长
距离网源协同与城市智慧供热关键技术研
究项目，解决长距离大温差供热难题；鄂尔
多斯市通过增容改造和推进热电联产项目，
增加供热能力3400万平方米；乌海市通过棚
户区非成套集中供热综合整治对供热管网
进行改造……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内蒙古通过早
谋划、硬举措，确保百姓度过一个温暖之冬。

“冬煤夏储”干在前
守护供热大民生

9月的第一天，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旗中和西镇红海村，5辆满载煤炭的重
型运煤车缓缓驶入“暖心煤”发放点。早已在
此排队等候的村民刘虎高兴地说：“今年旗委、
旗政府早早就把‘暖心煤’送到了家门口，让我
们农牧民能度过一个暖冬。”

位于内蒙古东部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
治旗尼尔基镇双龙泉村，村民赵云宝比刘虎更
早领上“暖心煤”。8月25日，呼伦贝尔市“暖
心煤”拉运工作启动，较去年提前了23天。“今
年的‘暖心煤’来得更早，政府考虑得真周到。”
赵云宝连声赞叹。

冬未至，煤先行，秋意渐浓的内蒙古，“暖
心煤”比寒冷更早到来。

内蒙古农牧区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
31.8%，没有集中供暖条件的农牧民，取暖主要
靠自己烧煤。2021 年秋天，随着国内煤价持
续上涨，自治区党委、政府决定：为农牧民冬季
取暖提供每户不低于2吨的平价煤，确保农牧
民冬季取暖买得起、有煤烧。从那时起，“暖心
煤”总会伴随着冬季来临如约而至，今年已是
第三个年头。

持续传递民生温度的“暖心煤”，让农牧
民暖身更暖心，放心更安心。

内蒙古规定，今冬明春农牧民冬季取暖
用煤原则上仍将按照每户2吨的标准予以保
障。价格方面则执行国家保供政策定价：蒙西
地区5500大卡出矿价不超460元/吨，较市场
价低 330 元，蒙东 3500 大卡出矿价不超 300
元/吨，较市场价低150元。

供热，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煤源都是重
中之重，是关键因素。为此，内蒙古提前部署

“冬煤夏储”，未雨绸缪保障煤源。
“今年，我区承担国家下达的电煤保供任

务9.45亿吨，居全国首位。年初落实任务时，
我们提前按照‘先内后外’原则，优先为区内电
厂和民生供暖用煤落实了保供煤源。其中，预
留民生供暖用煤2500万吨，为确保城镇集中
供热和农牧民冬季取暖用煤打下坚实的基
础。”自治区能源局运行协调处处长王杰说。

据悉，去年底、今年初，内蒙古就开始对今
冬明春民生供暖用煤在煤源、煤质、价格等方面
作出安排。今年8月，自治区能源局又会同住建
厅、全区各盟市全面梳理调度民生供暖用煤落
实情况。今年9月初，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今冬明春供暖季民生供暖用煤保障工作方
案》，从压实责任、摸清用煤底数、落实供热煤源、
规范运输发放等多方面进一步安排部署。

在一系列紧锣密鼓、行之有效的政策举
措推动下，截至目前，全区112家燃煤锅炉供
热企业所需1658万吨燃煤、全区近400万吨农
牧民冬季取暖用煤全部落实，已签订购销合同
并陆续开展拉运工作。

“惠民之举”落到实
清洁取暖计长远

近几年，每当供暖季来临，内蒙古突遇寒
流、提前供热的“暖”新闻频频冲上热搜。

除了根河、额尔古纳等极寒之地会在9月
1日开始供热外，内蒙古大部分地区的法定供
热时间均为 10 月 1 日或 10 月 15 日。但近年
来，看天供暖已成各地常态。去年，全区 103
个旗县区中有87个提前开栓供热；今年，全区
各地也都做好了突遇降温提前供热的准备。

根据天气情况动态调整供暖时间、通过
“访民问暖”排查供暖问题、加强应急抢险力量
24 小时待命、设置多种投诉渠道全程在线服
务……近年来，内蒙古供暖工作采取的一系列
细之又细、实之又实的惠民之举，彰显了精细
化管理水平，是从民之所需出发，回应民生关
切，也是千方百计让“群众安全温暖过冬”的题
中应有之义。

大唐托克托电厂至呼和浩特市长输供热
管网项目2号中继泵站施工现场，机器轰鸣、
焊花飞溅，处处洋溢着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潮。
这一总投资 70.45 亿元、总管网长达 104 公里
的宏伟工程，利用大唐托电丰富的余废热为呼
和浩特市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

“今年，这一项目能提供2000万平方米以
上的供热能力，明年可增至 5300 万平方米。
到2027年，则能达到9100万平方米。”呼和浩
特市长输供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来栓说。

呼和浩特市住建局公用科副科长傲旻介
绍，今年采暖季，呼和浩特市清洁供热比例由
70.3%增加至93%。除大幅提升了大唐长输项
目这样的热电联产供热面积外，还在煤改气、
煤改电、拆并整合小锅炉房等方面发力，加快
推进清洁取暖。

呼和浩特市的目标是，通过推进热电联
产、冬季清洁取暖等项目，最终实现供热一城
一网、一网多元、互联互通，在给居民供暖提供
更多便利的同时，实现清洁取暖全覆盖。

今年，是包头市清洁取暖试点城市项目的
收官之年，截至9月上旬已完成燃煤散烧治理
10796户，其中煤改热电联产集中供热186户、煤
改气7493户，煤改电3117户；按照冬季清洁取
暖三年实施方案，乌兰察布市计划通过实施北
方地区冬季清洁能源取暖项目，到2024年底中
心城区、县城清洁取暖率达到100%。

据自治区住建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全区
各地因地制宜推进清洁取暖，全区城镇清洁取
暖率已达91%。

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人民
的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在漫长
的供暖季来临之际，全区各地、各有关部门正
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要求，马不停蹄奋战在
保供一线，以拳拳之心，汇浓浓之情，全力保障
2400多万人民温暖过冬。

（据《内蒙古日报》许晓岚 康丽娜 李永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