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4
2021年10月22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郭素玲 李 霞/校对：郭素玲/ 制作：姬 红时事·广告

发行：辽源日报发行总站 印刷：辽源日报印刷厂 地址：辽源市文宁路33号 新闻热线：3249118 编辑部电话：6662152 广告部电话：3226506 发行部电话：3229788 印务电话:3226245 广告发布登记号：2204001030680 零售价：每份1.00元

又到一年供暖季。在煤
炭等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冷
空气提前降临的情况下，今
年供暖价格是否上涨？供暖
温度是否达标？煤炭、天然气
等能源储备是否充足？对此，
记者进行了调查。

暖屋又暖心，多地提前
供暖保“暖冬”

10月 20日上午，记者来
到新疆乌鲁木齐市云顶名筑
小区内，随机进入一户人家，
屋内暖意融融，桌上的温度
计显示室内温度为 24.6摄氏
度。

“今年供暖比以往早。”
正在家中忙碌的庞雷告诉记
者，他对目前的供暖挺满意，
有供暖方面的问题解决速度
也很快。乌鲁木齐城市管理
局（行政执法局）燃气与供热
保障服务中心党政办公室主
任胡欣介绍，“今年我们提前
一周启动供暖，保障群众屋
暖心热。”

面对寒潮天气来袭，全
国多地提前进入供暖季。

9月21日开始，黑龙江省
大兴安岭、黑河、鹤岗、七台
河、佳木斯、牡丹江、大庆等
地做出动态调整，提前1天至
14天不等，开栓供暖。随着10
月 16日哈尔滨市供暖，黑龙
江省全面进入供暖季。

“往年10月初，外面刮着
风，人们在屋里裹着被子。今
年，我家 10月 1日开始就热
乎了，供暖比往年早了半个
月。”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
市达拉特旗居民陈兰香说。
为了让居民家中早一天暖和
起来，鄂尔多斯市今年改变
以往 10月 15日供暖的计划，
部分市属旗区 9月 28日起便
陆续开始供暖。

陕西北部城市榆林市 10
月 20日率先启动供暖，比往
年提前了 10天。记者从陕西
省榆林市供热公司了解到，
自去年起，榆林城区已经形
成了多热源联网供热，同时
备有备用热源，实行统一调
配，保障市民需求。今年榆林
市城区供暖面积为2500余万
平方米，可满足近 21万户居
民家庭用暖需求。

厉兵秣马保供暖，今冬
“涨温”不涨价

“目前家里大概有 20摄
氏度左右，听说今年煤炭价
格很高，但取暖费还是每平
方米 27块钱，这几年没有涨
价，希望能过上一个温暖的
冬天。”吉林长春市民李海涛
说。

多地供暖部门负责人表
示，在煤炭价格上涨情况下，
将保证居民取暖费用稳定。

“尽管很艰难，但我们
的供暖费不涨价。一方面，
沈阳市供暖企业储煤率不
断提升；另一方面，市里正
在落实 35 万吨应急储备煤
炭，全力保障今冬供暖季的
平稳运行。”沈阳市城市公
用事业发展中心党委书记
黄殿忠说。

在甘肃白银，白银市铜
城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
责白银市白银区的供暖工
作。公司副总经理张得乾介
绍，由于采用热电联产供热
方式，此次煤炭资源紧张带
来的压力对该公司影响较
小。同时，虽然供热源头价格
有所上涨，但公司承担了这
一部分成本压力，并未将价
格波动传递给用户，白银区
居民住宅每月取暖费用依然
维持在每平方米4.4元。

为做好今冬供暖保障工
作，各地提前部署，做好供暖
前各项准备工作。

北京市区城市管理部门
和供热企业重点关注老旧小
区供热质量，加强巡检，备足
配件和备用设备，完善应急
预案和抢险队伍建设，以应
对极端天气、能源保供、设施
故障等突发情况。

作为宁夏最大的供热公
司，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
公司所属供热公司已完成供
热区域管网的注水循环，并
于 10月 8日开始逐步进行冷
态循环及系统排气，10月 20
日已升温开始试供暖。截至
目前，热源侧机组、供热侧设
备运行良好，煤炭库存 45万
吨。

做好能源保供，供暖才
能有底气

按照计划，辽宁省将在
11月 1日起正式供暖。当前，
省内供暖企业供暖前的改
造、维护工作已完毕，进入试
热运行阶段。沈阳新北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爱国
介绍，“公司现在储煤 100余
万吨，超过整个供暖季所需
煤炭的 2/3，我们有信心保质
保量保障好今冬百姓的‘温
度’。”

近期煤炭价格快速上
涨，连创历史新高，各地各供
暖企业多措并举力保煤炭供
应。

记者走访发现，在长春
市，国信供热集团场区外的
煤堆足有五六米高。“厂区内
目前储煤量大约为 10万吨，
企业从8月份起，每天都在陆
陆续续进煤。尽管目前煤炭
价格很高，但为了保证百姓
家中按时供暖，集团买煤是

‘不计成本’的，只要有合适
的煤源就买进。”国信供热集
团副总经理郎丽双表示。

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
雪上项目举办地，河北张家
口市崇礼区在 10 月 20 日全
区正式供暖。“截至 10 月 20
日公司储存煤量为 1700吨，
可使用至 11月 1日，今后将
会陆续进行采煤运煤，保障
城区冬季煤炭用量。”张家口
崇礼区丰汇热力有限公司办
公室主任张艳伟说。

但同时，“煤价蹭蹭涨”，
也增加了供暖企业成本，后
续煤炭保供还存在压力，一
些供暖企业也表达了担忧。

“现在煤炭价格涨得不得
了。”一家大型民营供暖企业
负责人表示。在山西大同市，
发热量4000大卡以上的煤由
去年的 330元每吨上涨到了
1250元每吨。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表示将充分运用价格法规定
的一切必要手段，研究对煤
炭价格进行干预的具体措
施，促进煤炭价格回归合理
区间，促进煤炭市场回归理
性，确保能源安全稳定供应，
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城建处副处长张益胜表
示，目前在国家政策调控下，
能源紧张情况相较于之前有
所缓解，“甘肃省各级政府正
在全力协调煤炭、天然气等
能源储备，全力确保供暖这
一民生大事。”（执笔记者：李
晓婷；参与记者：顾煜、强勇、
朱文哲、李典、王炳坤、白涌
泉、王铭禹、崔翰超、罗鑫、秦
婧、于瑶、苏醒、孙亮全、李
华、雷肖霄）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
腾空而起，夜空中划出一道
美丽的弧线，中国“出差三
人组”将在中国空间站在轨
驻留6个月，吸引全球目光。

“当你看向窗外，看到
浩瀚星辰，看到地球，别忘
了，数十亿女性也借着你的
目光看向窗外，包括我。”对
于即将成为中国首位出舱
活动女航天员的王亚平，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前女宇
航员凯蒂·科尔曼送上了诗
意的寄语。

人类对于宇宙的好奇
心，超越种族国界。正是这
份深刻于基因的人性，推动
着人类不断突破自我，探求
科学的奥义。从第一颗人造
卫星升空，到人类完成首次
太空飞行，再到登上月球迈
出“人类的一大步”……每
次太空探险的突破，都引来
地球人共同注视的目光。人
们为进入太空第一人加加
林欢呼，为踏上月球第一人
阿姆斯特朗振奋，今天也为
中国人在探索太空事业中
不断取得突破而备受鼓舞。
各国媒体纷纷报道、点赞

“神十三”成功发射，“祝贺
中国”“大步前进”成为评论

区热门留言。
从载人航天到奔月探

火，从无人飞船到中国空
间站，“神舟”“天和”“天
问”“嫦娥”“夸父”，中国航
天向前迈出的每一步，承
载着中国人探索深空的雄
心壮志，体现了中国人挑
战未知的冒险精神。一次
次冲破天际的星空之约，
不仅拓展了人类对宇宙的
认知，也激发了无数人科
学探索的梦想。

中国的太空探索，为无
数普通人增添追梦的力量。
有梦，就去追。王亚平回望
地球、看向太空的双眼，是
中国女性自强不息的明亮
写照，也点亮了全球亿万女
性成就人生价值的梦想。德
国之声引用她老师的评价
说，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女
孩，“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干
出了不平凡的事”。还有完

成中国人首次太空行走的
翟志刚，首次出征太空的叶
光富，这些勇敢的中国追梦
人，有了时代的召唤，有了
追梦的热情，有了不懈的奋
斗，他们“一飞冲天”。中国
航天员的“飞天”故事，正是
新时代无数中国人敢于追
梦、敢于追求人生出彩的生
动写照。

探索太空，是人类共同
的梦想。神舟十三号升空，
外国同行纷纷送上暖心祝
福。中国航天员成功抵达中
国空间站之际，欧洲宇航员
在加紧学习中文。欧洲航天
局宇航员马蒂亚斯·毛雷尔
期待，“不久我将与你们在
太空会合”。这些寄语是中
外航天员友谊的见证，也是
载人航天国际合作的缩影。
目前，17个国家的 9个项目
已成为中国空间站科学实
验首批入选项目。不少海外

专家媒体认为，中国空间站
将成为一个造福全人类的
太空实验室，为更广泛的国
际太空合作提供更好平台。
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
室主任西莫内塔·迪皮波称
之为“一个伟大的范例”。

眼下，中国航天员正带
着人类共同的好奇、追梦的
勇气、携手飞天的希望遨游
在星辰大海。10月 17日 9时
50分，“出差三人组”成功开
启货物舱舱门，顺利进入天
舟三号货运飞船，引发全球
网民热议，有人将此形象地
比作太空“拆快递”。妙趣横
生的“天地互动”，仿佛开启
了一场太空直播，让浩瀚的
宇宙不再遥远，让地球上的
人类产生共情。未来半年，
每当我们夜晚仰望星空，点
点星光闪耀，不妨将其视作
迷人的笑眼，感受闪亮其中
的人类共同梦想和寄望。

今冬供暖价格是否上涨？
温度是否达标？能源储备是否充足？

——北方地区供暖观察
新华社记者

你你 是是 我我 的的 眼眼
——带我逐梦浩瀚星空

新华社记者乔继红 韩梁

10月20日，农民驾驶收割机在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郯城街道
田间收获水稻。

据农业农村部20日消息，目前秋粮收获近八成，近期的连阴雨
对产量影响总体有限，秋粮增产已成定局。全年粮食产量有望再创
历史新高，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新华社发（张春雷 摄）

今年秋粮增产已成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