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年来，我市持续抓好散煤污染治
理工作，确保散煤污染治理不断档、问
题不反弹。

“今日小雪，即兴随拍，蓝天白云，
赏心悦目”“莲城晨光”“水城夕照”……
许昌市税务局退休干部苏金昌喜爱摄
影，他经常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布随手拍
下的许昌美景，照片中的护城河、曹魏
古城等“许昌元素”均以蓝天白云为背
景，赏心悦目。

苍穹之下，不管贫穷还是富贵，都
要同呼吸共命运。“蓝天白云好空气”是
生态文明的本色，能够彰显出一个城市

的“软实力”。前不久发布的《河南社会
治理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0 年，许
昌城市宜居度再次名列全省首位，蝉联
冠军。

“蓝天白云，养眼舒心……”在很多
人 的 微 信 朋 友 圈 里 ，“ 许 昌 蓝 ”频 繁 刷
屏。近年来，许昌的空气质量改善有目
共 睹 、有 口 皆 碑 。 蓝 天 白 云 在 许 昌 的

“出场率”越来越高，“存在感”越来越
强。在这样一个优美的环境中生活
工作，许昌人的幸福感相当强烈。

2020 年，许昌市圆满完成“十三
五”规划确定的约束性指标和污染防

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生态环境质
量 改 善 明 显 。 全 市 优 良 天 数 达 到 256
天，同比增加 68 天，增幅在全国 337 个
城市中排名第 3位。

空气质量实实在在的改善，大家都
明明白白地看在眼里。“许昌蓝”是宜居
许昌的直观体现，让许昌人拥有满满的
获得感与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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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许昌煤与火的记忆（三）

（（344344））

西气东输，让许昌的男士结束了扛液化气罐的历史

“气代煤”，“许昌蓝”成常态
□ 记者毛迎通讯员程自强

液化气的出现，动摇了煤
球的统治地位。随后，电磁
炉、天然气普及，煤球彻底退
出历史舞台。

为治理大气污染，河南省
2016年10月开始实施燃煤散
烧管控，我市随即开展“气代
煤”“电代煤”工作，最大限度
地减少燃煤散烧造成的环境
污染。如今，在人们的日常生
活中已经难觅煤球的踪影，

“许昌蓝”也成了常态。

核心提示

市民在微信朋友圈里晒“许昌蓝”。 微信截图 送煤工的背影消失在岁月中。 记者 牛志勇 供图

12 月 13 日，家住市区许继大道
的市民孙淑娟下班后带着在路上
买的蔬菜和面条回到家，像往常一
样走进厨房打开天然气的阀门，轻
轻一拨灶具点火开关，蓝蓝的火焰
便冉冉升起。“如今很多家庭都采
用 了 集 中 供 暖 ，做 饭 用 的 是 天 然
气，既清洁又方便，煤球早就不用
了。”孙淑娟说。

在孙淑娟的记忆中，替代煤球
的是液化气，天然气管道没有通到
各家各户时，很多人家里用的都是
罐装液化气。她说：“液化气罐沉
甸甸的，女同志想扛着一灌液化气
上楼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换液
化气这种事通常是家里的壮劳力
来做。”

改 变 发 生 在 2005 年 3 月 28
日。这一天，我市隆重举行西气东
输天然气通气点火仪式，标志着许
昌人正式用上来自祖国大西北的
管道天然气。

许 昌 市 天 然 气 利 用 工 程 于
2003 年 11 月开工建设，2005 年 3 月
28 日正式通气。来自遥远西部、跨
越千山万水的天然气沿着输气管
道终于来到许昌。当日，市区 6 个
小区的近 600 户居民率先“尝鲜”，
用天然气烧水、做饭、洗澡。至此，
许昌正式成为国家西气东输工程
的又一家受益“用户”。许昌从此
告别了市区无管道燃气的历史，实
现了从木柴到煤球、从液化气到天
然气的历史性跨越。

据了解，天然气引入前，我市
能源结构单一，缺乏洁净能源的供
应和消费。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煤
炭 占 75％ 以 上 ，高 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由于大量燃煤，特别是一半以
上的燃煤以分散燃烧方式消费，导
致出现煤烟型空气污染。

引入天然气，空气中因煤燃烧
产生的含硫气体就会大量减少，这
对许昌实施“碧水蓝天”工程、建设
国家卫生城市以及对市民的公众
健康都非常有利。

绿色环保的天然气进入许昌
的千家万户，成为优化我市能源结
构、改善大气质量、建设生态城市
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居民生活质
量、提升城市品位的有力保障。

西气东输
天然气进入百姓人家

40 多岁的市民安女士喜欢养花，尤
其爱养多肉植物。“多肉植物喜欢干燥
的环境，盆土不能积水。前些年街边打
火烧、卖菜馍的小商户用的都是煤炉，
我经常到街边拾烧过的煤球，砸碎的煤
渣可以用来种多肉，这个‘省钱秘诀’不
少养花爱好者都知道，以前大家经常在

‘花友’微信群里分享哪里可以捡到煤
渣。”安女士说。但近几年，安女士再也
捡不到煤渣了，她发现街边卖烧饼、菜
馍的小商户都用上了液化气。

市区文化路是一条生活气息浓郁
的小街，街道两旁卖烧饼、烙馍、鸡蛋灌
饼等小吃的店铺林立。12 月 13 日，记者
在文化路上逛了一个来回，发现所有需
要用到火的店铺使用的都是液化气，根
本见不到煤炉和煤球的影子。“煤炉早
就 不 用 了 ，用 液 化 气 更 方 便 ，也 更 干

净。”一家烧饼铺的老板对记者说，烧饼
铺“集体”弃用煤球发生在 2016 年。

由于燃煤散烧所使用的设备相对
简单，散煤燃烧不够充分会产生大量颗
粒物，且燃煤散烧基本都是低空直排，
污染物极易被人呼吸，对人体健康的影
响更加直接。

为有效改善大气质量，2016 年 10 月
8 日，河南省政府决定在全省组织开展
燃煤散烧管控行动。

自此，全省燃煤散烧管控攻坚战的
号角正式吹响。

我市积极响应，印发了《许昌市“气
代煤”“电代煤”实施方案》。方案表明，
我市将针对居民冬季采暖和炊事用煤、
工业领域和商服公共领域燃煤散烧，按
照全面整治、重点突破、疏堵结合、标本
兼 治 的 原 则 ，对 燃 煤 散 烧 污 染 进 行 治

理，有效解决我市冬季采暖期大气污染
问题。

为切实做好“气代煤”“电代煤”工
作，我市对中心城区禁燃区内 2016 年统
计台账上使用散煤的居民户、经营早晚
餐摊贩、个体工商餐饮业用户、学校（幼
儿园、小学）、医院、养老机构及证件齐
全的燃煤锅炉（窑炉）用户在规定期限
内实施“气代煤”“电代煤”改造的予以
补贴。

截至 2016 年 11 月 13 日，我市共取
缔违法违规散煤销售点 212 户，成为全
省 3个提前完成任务的地级市之一。

2017 年，我市将“推广清洁能源，扩
大集中供暖覆盖面”作为“十件民生实
事”之一，加大对城市居民燃煤替代的
补贴力度，全面完成中心城区散煤替代
工作，同时进一步扩大集中供暖范围。

爱养多肉植物的市民没有煤渣可拾

环境改善，“许昌蓝”刷屏率越来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