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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点到面推进
打消群众顾虑

“自从用上天然气取暖，屋里不
再飞煤灰，不光干净了，也暖和了，不
用半夜起来封炉子了。”入冬以来，虽
然天气越来越冷，但是沧州的农村居
民不再为生炉子发愁。献县陈庄镇
白营西村村民魏峻峰家是气代煤工
程较早的受益者之一，他说，自己家
住宅面积130多平米，以前烧煤贵的
时候，一个冬天就得3000多元，气代
煤政府有补贴，去年一个取暖季也就
用了2000元的天然气，真是实惠又方
便。

献县陈庄镇白营西村有113户村
民，去年有76户实施气代煤改造。没
有实施改造的村民多数担心安全和
用气贵等问题。面对村民们的犹豫，
当地政府一边做好宣传工作，一边给
村民们足够的时间去接受。“去年的
时候，天然气取暖在农村还是新事
物，村民们不理解不接受都很正常，
那我们就给愿意接受的村民安装、开
通，让积极性高的村民用事实说话，
带动其他村民。”献县双代办相关负
责人介绍，经过一年的观察，今年，白
营西村剩余76户村民都积极实施了
气代煤改造。

像白营西村一样，去年部分村民
实施气电代煤，今年剩余村民加入气
电代煤队伍的村庄还有很多。这得
益于沧州在实施过程中，市双代办和
各县（市、区）坚持试点推进、全面推

广，先易后难的原则，选择经济基础
好、改造积极性高的住户作为示范
户，先行进行改造，并从优惠政策、取
暖成本、生活环境改善、方便程度等
方面向群众进行宣传讲解，鼓励先行
先试。随后，借助成功案例，推动更
多群众选择清洁取暖。同时，壁挂炉
补贴、用气用电补贴、燃气初装费让
利等一系列配套政策和激励举措的
落实，也为工程推进提供了保障。

各级各部门联动
统筹推进工程实施

“今年，沧州气代煤工程任务重，
实施起来更是涉及多个部门。”市双
代办相关负责人说，要想又快又好地
推进气电代煤工作，需要市委、市政
府高位推动，更需要各相关部门的协
调配合。

从气电代煤工程实施开始，我市
就成立了由市长任组长的领导小
组。每年制定计划、印发方案，逐级
建立台账。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
自部署、推动，连续召开会议部署工
作，并且深入乡镇实地检查指导。按
照任务分工，市发改委、住建局、城管
局、财政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合力
推进气电代煤建设，市双代办统筹调
度，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在气源保供、
工程建设、安全监管、资金保障等方
面精准指导、全力保障。

市双代办定期开会，统筹调度、
研究问题，坚持“以帮促建、以督带
建”，实行了“市直部门包县、县包乡、
乡包村、村干部包户”的包联机制，工
程建设锁死目标、卡住节点，细化到

天、精确到户，每周汇总进展情况，每
周开会调度，聘请第三方检查，取暖
季前更是抽调人员对落后县市驻县
督导，全力督促工作推进。

督导成立了县、乡两级工程建设
指挥部，指导县级部门完善了年度工
程建设方案，理顺了工程建设推进制
度机制。充分发挥乡（镇）政府和村

“两委”作用，做好企业与农户的沟通
衔接，协调解决施工过程中的矛盾问
题。发挥企业主体责任，目前43家燃
气企业参与改造，各县（市、区）加强
对企业的管理调度，严格工程进度和
质量安全管控，保证建设计划得到有
效落实。

结合我市历史时期天气变化规
律，组织燃气企业，认真分析采暖季
期间用气量、用气结构，精准预判保
供方案、迎峰度冬应急预案，细化到
终端用气企业，依法明确不同层次预
案启动条件和程序。

应用新科技新智能
使用管理更方便

“以前冬天买煤都得提前找人找
车去煤场拉，换气也得自己驮着煤气
罐去镇上。现在好了，买天然气手机
上就能操作。”献县陈庄镇七里墩村
79岁的村民魏玉朝是位退休教师，他
和老伴住着四间砖房，平时孩子们不
在家，自从家里接上天然气，生活方
便很多。

魏玉朝说的手机缴费之所以能
实现，是因为家中装的燃气表是物联
网表。发现气量不多时，只需打开手
机微信公众号“中燃慧生活”，点击燃

气服务中燃气交费选项，上边就能显
示自家的卡号、余额、现行气价。使
用手机充值24小时以内，充值费用自
动到卡上，只要插卡就行了。

为了方便村民交费，献县中燃公
司在每个乡镇都建立了物联网基
站。不光是献县，沧县、海兴、肃宁等
地的农村天然气用户也实现了物联
网交费，只要打开微信支付中“生活
缴费”栏目，选择区域内所属的燃气
公司缴费就可以。

除了物联网缴费，在天然气管
道、设施的维护方面，也实现了智能
化应用，比如，地埋管道上装了芯片，
实现卫星定位，燃气公司管理人员通
过电脑就能查看管道安全情况，如果
出现管道泄漏情况，电脑端会出现报
警，方便工作人员及时处理。

“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实施气
电代煤工程，不仅是改善农村环境的
举措，更是农村生活方式的革命。应
用科技和智能，让群众用着方便，感
受到气电代煤的实惠，这样他们才能
更支持这项工作。”市住建局双代办
相关负责人表示，沧州气代煤工程实
施以来，获得了146万多户群众的支
持。

重视质量和安全
完善监管和报修机制

为保障工程质量和进度，市住建
局安排成立了6个双代督导组，落实

“一包三”制度，入村入企持续督导工
程项目建设，帮助县市、企业解决实
际问题。聘请的第三方机构，对各县
（市、区）工作进度、工程质量进行全
程跟踪监督，确保工作效果。

落实属地责任，强化工程巡查、
监管、全面压实建设单位主体责任，
对施工企业严格建设标准，执行规范
标准到位。县（市、区）燃气项目管理
单位，紧盯施工关键环节，规范验收
程序，不能因为赶进度降低标准，确
保保质保量完成任务。督促燃气公
司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和保供预案，
督促乡镇加强24小时值班。指挥部
办公室公布了抢修点火、投诉电话
等。

在质量上，我市印发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农村气代煤工程建设质量
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编辑
下发了《沧州市农村气代煤工程质量
管理指导手册》，召开经验交流会、业
务探讨会等拓展工作思路。今年我
市针对“双代”工作开展了多轮专项
质量检查活动，抽检部分县（市、区）
项目，印发专项通报，提升工程质
量。在安全上，指导各县（市、区）完
善安全管理机制，明确燃气经营企业
的主体责任和政府的管理责任，加强
驻村安全员和协管员队伍建立，督导
工程建设和安全建设一体推进。组
织开展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协调相关

部门对气代煤工程质量、安全制度落
实、安全作业监管、隐患问题整改等
方面进行全方位检查排查，并督导整
改，确保不出问题。

在市直部门的指导下，各县（市、
区）建立健全了设备维修服务点，村
委会附近设立公示牌，县乡值班、投
诉电话进行了公示。同时，在保障燃
气使用安全方面也创出了自己的特
色。例如，沧县研发了《沧县诉访报
修平台》。诉访报修平台集成在线报
修、使用咨询、线上诉访三个功能，居
民可通过微信扫描张贴在户内的二
维码，将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存在的
疑惑和诉求第一时间反馈到双代办
和对应的燃气公司。燃气公司成立
专门客服部门，收到短信通知及详细
的问题后，立即进行电话回访及回
复、解答，既及时为群众解决了问题，
又将舆情控制在县域内处置。县双
代办定期对各公司平台信件处置情
况进行通报、督办。献县政府制定印
发了《献县农地区“气代煤”乡镇燃气
安全监督员、村燃气安全协管员、燃
气企业驻村安全员管理办法》，累计
培训三员700余人，做到及时发现和
处置隐患、维护燃气设施；宣传用户
安全使用、服务用户安全便捷使用；
推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燃气安全管
理、实现自我监督、自我管理。献县
中燃公司还提出村级点火员培训工
作，在每个村庄选出3至5名人员进
行通气点火技术培训，对合格人员颁
发点火员证书，点火人员对本村内住
户比较熟悉，可以随时点火，大大节
省了点火时间。该群体人员为本村
人员，可一早一晚开展工作，大大提
升点火工序的工作效率，可有效避免
外地点火人员对本地情况不熟悉引
发的不必要的麻烦。同时，在此基础
上为企业选聘安全员和村安全协管
员奠定了基础。

实施气代煤、电代煤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北方地区清洁取暖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沧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始
终把气电代煤项目作为惠及百姓、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的重大民生工程和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的重要抓手，坚持以人为本、系统治理、
统筹各方力量，全面推动全市气代煤工作。

按照国务院《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部署，为完成农村地区散煤基本“清零”任务目标，市双代办统筹协调各县（市、区）、各
有关部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力推进工程进度、狠抓质量安全、全面开展宣传教育等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年度任务。截至目前，沧州
已经有146万多农户用上清洁能源。

让蓝天更蓝 让群众更暖
——沧州全力推进气电代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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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用上天然气取暖，屋里不
再飞煤灰，不光干净了，也暖和了，不
用半夜起来封炉子了。”入冬以来，虽
然天气越来越冷，但是沧州的农村居
民不再为生炉子发愁。献县陈庄镇
白营西村村民魏峻峰家是气代煤工
程较早的受益者之一，他说，自己家
住宅面积130多平米，以前烧煤贵的
时候，一个冬天就得3000多元，气代
煤政府有补贴，去年一个取暖季也就
用了2000元的天然气，真是实惠又方
便。

献县陈庄镇白营西村有113户村
民，去年有76户实施气代煤改造。没
有实施改造的村民多数担心安全和
用气贵等问题。面对村民们的犹豫，
当地政府一边做好宣传工作，一边给
村民们足够的时间去接受。“去年的
时候，天然气取暖在农村还是新事
物，村民们不理解不接受都很正常，
那我们就给愿意接受的村民安装、开
通，让积极性高的村民用事实说话，
带动其他村民。”献县双代办相关负
责人介绍，经过一年的观察，今年，白
营西村剩余76户村民都积极实施了
气代煤改造。

像白营西村一样，去年部分村民
实施气电代煤，今年剩余村民加入气
电代煤队伍的村庄还有很多。这得
益于沧州在实施过程中，市双代办和
各县（市、区）坚持试点推进、全面推

广，先易后难的原则，选择经济基础
好、改造积极性高的住户作为示范
户，先行进行改造，并从优惠政策、取
暖成本、生活环境改善、方便程度等
方面向群众进行宣传讲解，鼓励先行
先试。随后，借助成功案例，推动更
多群众选择清洁取暖。同时，壁挂炉
补贴、用气用电补贴、燃气初装费让
利等一系列配套政策和激励举措的
落实，也为工程推进提供了保障。

各级各部门联动
统筹推进工程实施

“今年，沧州气代煤工程任务重，
实施起来更是涉及多个部门。”市双
代办相关负责人说，要想又快又好地
推进气电代煤工作，需要市委、市政
府高位推动，更需要各相关部门的协
调配合。

从气电代煤工程实施开始，我市
就成立了由市长任组长的领导小
组。每年制定计划、印发方案，逐级
建立台账。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
自部署、推动，连续召开会议部署工
作，并且深入乡镇实地检查指导。按
照任务分工，市发改委、住建局、城管
局、财政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合力
推进气电代煤建设，市双代办统筹调
度，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在气源保供、
工程建设、安全监管、资金保障等方
面精准指导、全力保障。

市双代办定期开会，统筹调度、
研究问题，坚持“以帮促建、以督带
建”，实行了“市直部门包县、县包乡、
乡包村、村干部包户”的包联机制，工
程建设锁死目标、卡住节点，细化到

天、精确到户，每周汇总进展情况，每
周开会调度，聘请第三方检查，取暖
季前更是抽调人员对落后县市驻县
督导，全力督促工作推进。

督导成立了县、乡两级工程建设
指挥部，指导县级部门完善了年度工
程建设方案，理顺了工程建设推进制
度机制。充分发挥乡（镇）政府和村

“两委”作用，做好企业与农户的沟通
衔接，协调解决施工过程中的矛盾问
题。发挥企业主体责任，目前43家燃
气企业参与改造，各县（市、区）加强
对企业的管理调度，严格工程进度和
质量安全管控，保证建设计划得到有
效落实。

结合我市历史时期天气变化规
律，组织燃气企业，认真分析采暖季
期间用气量、用气结构，精准预判保
供方案、迎峰度冬应急预案，细化到
终端用气企业，依法明确不同层次预
案启动条件和程序。

应用新科技新智能
使用管理更方便

“以前冬天买煤都得提前找人找
车去煤场拉，换气也得自己驮着煤气
罐去镇上。现在好了，买天然气手机
上就能操作。”献县陈庄镇七里墩村
79岁的村民魏玉朝是位退休教师，他
和老伴住着四间砖房，平时孩子们不
在家，自从家里接上天然气，生活方
便很多。

魏玉朝说的手机缴费之所以能
实现，是因为家中装的燃气表是物联
网表。发现气量不多时，只需打开手
机微信公众号“中燃慧生活”，点击燃

气服务中燃气交费选项，上边就能显
示自家的卡号、余额、现行气价。使
用手机充值24小时以内，充值费用自
动到卡上，只要插卡就行了。

为了方便村民交费，献县中燃公
司在每个乡镇都建立了物联网基
站。不光是献县，沧县、海兴、肃宁等
地的农村天然气用户也实现了物联
网交费，只要打开微信支付中“生活
缴费”栏目，选择区域内所属的燃气
公司缴费就可以。

除了物联网缴费，在天然气管
道、设施的维护方面，也实现了智能
化应用，比如，地埋管道上装了芯片，
实现卫星定位，燃气公司管理人员通
过电脑就能查看管道安全情况，如果
出现管道泄漏情况，电脑端会出现报
警，方便工作人员及时处理。

“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实施气
电代煤工程，不仅是改善农村环境的
举措，更是农村生活方式的革命。应
用科技和智能，让群众用着方便，感
受到气电代煤的实惠，这样他们才能
更支持这项工作。”市住建局双代办
相关负责人表示，沧州气代煤工程实
施以来，获得了146万多户群众的支
持。

重视质量和安全
完善监管和报修机制

为保障工程质量和进度，市住建
局安排成立了6个双代督导组，落实

“一包三”制度，入村入企持续督导工
程项目建设，帮助县市、企业解决实
际问题。聘请的第三方机构，对各县
（市、区）工作进度、工程质量进行全
程跟踪监督，确保工作效果。

落实属地责任，强化工程巡查、
监管、全面压实建设单位主体责任，
对施工企业严格建设标准，执行规范
标准到位。县（市、区）燃气项目管理
单位，紧盯施工关键环节，规范验收
程序，不能因为赶进度降低标准，确
保保质保量完成任务。督促燃气公
司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和保供预案，
督促乡镇加强24小时值班。指挥部
办公室公布了抢修点火、投诉电话
等。

在质量上，我市印发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农村气代煤工程建设质量
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编辑
下发了《沧州市农村气代煤工程质量
管理指导手册》，召开经验交流会、业
务探讨会等拓展工作思路。今年我
市针对“双代”工作开展了多轮专项
质量检查活动，抽检部分县（市、区）
项目，印发专项通报，提升工程质
量。在安全上，指导各县（市、区）完
善安全管理机制，明确燃气经营企业
的主体责任和政府的管理责任，加强
驻村安全员和协管员队伍建立，督导
工程建设和安全建设一体推进。组
织开展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协调相关

部门对气代煤工程质量、安全制度落
实、安全作业监管、隐患问题整改等
方面进行全方位检查排查，并督导整
改，确保不出问题。

在市直部门的指导下，各县（市、
区）建立健全了设备维修服务点，村
委会附近设立公示牌，县乡值班、投
诉电话进行了公示。同时，在保障燃
气使用安全方面也创出了自己的特
色。例如，沧县研发了《沧县诉访报
修平台》。诉访报修平台集成在线报
修、使用咨询、线上诉访三个功能，居
民可通过微信扫描张贴在户内的二
维码，将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存在的
疑惑和诉求第一时间反馈到双代办
和对应的燃气公司。燃气公司成立
专门客服部门，收到短信通知及详细
的问题后，立即进行电话回访及回
复、解答，既及时为群众解决了问题，
又将舆情控制在县域内处置。县双
代办定期对各公司平台信件处置情
况进行通报、督办。献县政府制定印
发了《献县农地区“气代煤”乡镇燃气
安全监督员、村燃气安全协管员、燃
气企业驻村安全员管理办法》，累计
培训三员700余人，做到及时发现和
处置隐患、维护燃气设施；宣传用户
安全使用、服务用户安全便捷使用；
推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燃气安全管
理、实现自我监督、自我管理。献县
中燃公司还提出村级点火员培训工
作，在每个村庄选出3至5名人员进
行通气点火技术培训，对合格人员颁
发点火员证书，点火人员对本村内住
户比较熟悉，可以随时点火，大大节
省了点火时间。该群体人员为本村
人员，可一早一晚开展工作，大大提
升点火工序的工作效率，可有效避免
外地点火人员对本地情况不熟悉引
发的不必要的麻烦。同时，在此基础
上为企业选聘安全员和村安全协管
员奠定了基础。

实施气代煤、电代煤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北方地区清洁取暖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沧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始
终把气电代煤项目作为惠及百姓、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的重大民生工程和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的重要抓手，坚持以人为本、系统治理、
统筹各方力量，全面推动全市气代煤工作。

按照国务院《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部署，为完成农村地区散煤基本“清零”任务目标，市双代办统筹协调各县（市、区）、各
有关部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力推进工程进度、狠抓质量安全、全面开展宣传教育等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年度任务。截至目前，沧州
已经有146万多农户用上清洁能源。

让蓝天更蓝 让群众更暖
——沧州全力推进气电代煤工作

指导使用壁挂炉

入户安检

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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