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筹实施 打造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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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烤烟旺季，在颍回镇南街
烟叶烤房“电代煤”改造项目现场，记者
看到，一排排烤烟房干净整洁，告别了
过去的“烟熏火燎”。打开烤房，采收下
来的鲜绿烟叶经过 5 至 7 天烤制，变得
金灿灿的，香气四溢，烟农们正忙着往
外运烟，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烟农王培凯告诉记者，今年当地烟
叶烤房“大变身”，不再用煤炉制热，换
上了新设备，实现了“电代煤”。

“传统烤房烧柴烧煤，靠人工添加
燃料烤烟，稍不注意，烟叶就被烤坏，卖
不出好价钱。现在使用的电烤房，完全
由电脑控制，不仅负责烤烟的人员减少
了，而且电烤房能精准控温，自动加温、

减火、排湿，温度分布均匀，省时省力，
烟叶质量好，减少烟叶损失，提高烟叶
品质，消除了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深受
广大烟农认可。”王培凯说。

为了推动烟叶烤房“电代煤”工作
顺利推进，襄城县供电公司把“电代煤”
电力设施配套纳入电力前期项目立项
工作，认真测算用电需求，确保电力设
施配套完善，满足“电代煤”工作需要。

与此同时，襄城县在用好省级大气
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市级财政配套资
金、烟草部门配套资金的基础上，积极
利用烟叶新能源烤房项目，争取中央环
保、抗疫专项资金，保证县财政承担资
金筹措到位。襄城县还统筹整合县有

关部门的各种要素资源，高标准实施双
庙前卢、颍阳大河、颍回南街、库庄关帝
庙建设改造示范点及王洛殷庄电烤房
试验平台，为打造全省烟叶烤房“电代
煤”工作样板提供好的复制模式。

烟叶烤房“电代煤”改造后，节能减
排效果明显。按照每座烤房每年 6 炕
次、平均每炕 1 吨煤的标准测算，每座
烤房可减少散煤使用 6 吨，全县 3529 座
烤房每个烤烟季可减少散煤使用 2.1 万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5.25 万吨、二
氧化硫排放量 0.034 万吨、氮氧化物排
放量 0.021 万吨、烟（粉）尘排放量 0.15
万吨。同时，用工成本节省 80%、能耗
成 本 降 低 30% 、烤 烟 损 失 减 少 10% 以

上，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路径选对了，干劲就更大了。烟叶

烤房“电代煤”改造让群众吃上了“定心
丸”，种烟的积极性也提高了。今年，襄
城县烟叶种植面积增加了近 2 万亩，千
亩方达到了 11 个，为实现烟叶种植、采
收、烘烤全程机械化提供了条件。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下一步，我们将以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高质量、高标准完成
烟叶烤房‘电代煤’改造任务，坚决打赢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让天更蓝、
山更绿、水更清。”襄城县相关负责人表
示。

说起烟草种植，在襄城大地可是源
远流长，它曾给襄城人民带来过至高无
上的荣誉，也创造过空前绝后的辉煌。

据《中国烟草通志》记载，1913 年
襄城县开始引进美国烤烟，逐步发展成
全国三大烤烟基地之一。1958 年 8 月 7
日，毛泽东同志来襄城视察烟叶生产情
况，曾赞誉“这里成了烟叶王国”，并激
励襄城人民“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毛主席在襄城烟田的巨幅照片登上了

《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让全国人民看
到了襄城大地烟叶丰收的喜人景象。

襄城县的地理气候非常适合种植
烟草。“中国烤烟在河南，襄城烟叶甲河
南，所产烟质，为全国冠。”这是对襄城
烟草的盛赞。

目前，襄城县常年种植烟叶稳定在
10 万亩左右，烟农年均烟叶收入 3.5 亿

元，全县烟草税收 1.1 亿元，烟叶种植面
积、收购量及烟叶税收稳居全省第一。
烟草产业是群众增收、财政增税、富民
强县的农业特色主导产业。

在烟草产业发展蒸蒸日上的同时，
烟叶烘烤大量使用燃煤造成的大气污
染，成为制约烟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
颈。面对这种情况，我省明确提出，从
2020 年 开 始 ，用 3 年 时 间 ，完 成 全 省
27903 座烤烟连片燃煤烤房“电代煤”
改 造 ，其 中 2020 年 完 成 改 造 任 务 的
40%，并且新建电能烤房 1000 座。

为此，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把实
施烟叶烤房“电代煤”作为大气污染防
治、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任务抓紧抓
实，认真贯彻河南省烟叶烤房“电代煤”
工作部署，申报全省试点，全域推进“电
代煤”改造工作。

襄城县也把烟叶烤房“电代煤”工
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坚定决心信心，
算清污染防治攻坚政治账、烟农降本增
收民心账、绿色清洁生产生态账、上级
试点支持经济账，主动作为、科学组织、
合力攻坚。

——政治账。污染防治攻坚是必
须完成的政治任务，襄城种烟多、烤房
多，污染也大，所以一定要下定决心干、
必须干好。

——民心账。传统烤房不仅污染
大，而且用工多、能耗高、环境差，群众
炕烟很辛苦；新型电能烤房彻底破解这
一难题，经测算，与老式烤房相比，新型
电能烤房用工成本节省 80%、能耗降低
30%、烟损减少 10%。以一座烤房为例，
在一个烤烟季，新型电能烤房用工和能
耗成本节省 5000 元，减少烟损可增收

1.2 万到 1.4 万元，通过降本增效，一座
新型电能烤房可为烟农增收 1.8 万到 2
万元，以 50 个炕房群为例，每年群众可
增收 80万到 100万元，群众非常欢迎。

——生态账。按每座烤房使用 6
吨煤保守计算，每年节省 2.1 万吨煤，减
少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5.2 万 吨 、粉 尘 排 放
1500 吨、二氧化硫排放 340 吨、氮氧化
物排放 210吨，节能减排效果明显。

——经济账。作为试点，省、市和
行业补助 80%，2.5 亿元的项目，上级补
助资金 2 亿元。同时，电力部门可能进
行电网配套，改造的多，得到的补助也
多。

算清账后，襄城县计划投资 2.5 亿
元，对 3529 座符合条件的燃煤烤房进
行改造，力争 3 年任务 1 年完成，打造全
省烟叶烤房“电代煤”工作样板。

在襄城县的烤烟基地里，浓绿的烟
叶迎风摇曳，田间地头，年轻的工人们
正忙着采摘、搬运。几位上了年纪的工
人蹲坐在烟叶堆积成山的基地里，熟
练地用红绳把一片片烟叶串好，这些
烟叶便可进入最后一道工序——接受

“电代煤”烤房的“洗礼”。
为了做好烟叶烤房“电代煤”工

作，襄城县成立了以县政府主要领导
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县委副书记
任常务副组长，分管农业农村、污染

防治工作的副县长任副组长，压实责
任、齐抓共管、加快推进。

襄城县坚持联席会议制度，工作
领导小组每半个月召开一次烟叶烤房

“电代煤”推进会，协调解决重点、难
点问题，督促指导各乡镇、各部门加快
推进。同时，该县坚持定期调度、质量核
查、督察督办制度，把烟叶烤房“电代
煤”工作列为环保督察定期督办事项，
组织召开各类专题汇报会、协调会、现
场办公会等 35 次，解决难点问题 80 多

个。
该县邀请省、市烟草、电力等部门

有关专家研究确定烟叶烤房“电代煤”
改造和建设技术标准。省烟草公司在襄
城县建设电烤房“赛马”试验平台，吸引
全国 39 家企业的 59 套电能烤房入驻平
台，进行产品展示、运行测试，为烤房

“电代煤”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该县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严密

组织供热设备、烤房主体、电力配套
的招标采购等工作，全国有 70 余家企

业积极参与竞标，13 家企业中标；组
织专班对候选企业考察验证，真正使
实力强、产品优、信誉好的企业脱颖
而出。

在 省 、 市 有 关 部 门 的 倾 力 支 持
下，襄城县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烟
草、电力、财政等部门通力合作，在
确保质量的前提下，科学组织、交叉
施工，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第一批
1075 座烤房的新建和改造任务完成并
交付群众使用，效果良好。

在王洛镇殷庄村，一场特别的“展
销会”正在进行，这就是襄城县正在运
作的烟叶烤房“电代煤”设备“赛马”平
台项目。39 家电烤房生产厂家各展绝
技、“赛马”比拼，共安装展销了 59 套电
烤房设备，其中 31 座电烤房已装烟烘
烤，全面展示设备的技术性能、节能降
耗、烘烤质量和运行成本，比价格、比技
术、比质量、比服务。

“我们这个‘赛马’试点可是全国首
个，参与这次建设电烤房试点的厂商有
39 家，还有几家热泵厂商因为知道的
晚，错过了机会，现在正强烈要求进场
参建。”襄城县烟草分公司烟叶生产服
务部职工王骁岽对记者说。

王骁岽说的这个“赛马”试点是由
河南省烟草公司立项、许昌市烟草公司
和襄城县烟草分公司共同组织实施的

一个涵盖全国范围电能烤房厂商的比
武“赛马”平台。

这个项目位于王洛镇殷庄村，占地
面积 12 亩，是由河南省烟草公司立项
建设的标准项目。试验平台规划建设
电烤房 60 座，在烘烤工艺和烘烤能力
上能够保障 1100 亩左右烟田的烘烤需
求。

“我们这座电烤房投资 10 万多元，
你看这墙壁、屋顶和地面，全部使用的
是聚氨酯板，耐火、耐高温。”来自洛阳
双瑞特种装备有限公司的工程师李栓
柱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们这座电烤
房，出一炕烟需要 1000 千瓦时左右电，
也就是花费 500 多元；用传统煤炭的话
要 1 吨，加上排风、控制仪等用电费用，
一炕烟得花费 900 元左右，用‘电代煤’
能省 400元呢！”

李栓柱说起电烤房的好处滔滔不
绝，除了花费少、节约能源、减少污染这
些好处外，电烤房最重要的就是解放了
人力。传统烤烟，一个人只能负责 2 到
3 间炕房，现在用电烤房就轻松多了，
再也不用一铲一铲烧煤了，因为是恒温
炕房，上层和下层就差 0.5 摄氏度，一个
人可以管理 20 间炕房，用手机就可以
远程监控，全程实现智能化。

为保证热泵烤房“赛马”平台考核
评价的客观科学，省烟草专卖局在全省
范围内抽调专家成立项目组，由专家考
评组、辅助烘烤师、专业烘烤师以及实
验助理组成。该项目组针对热泵烤房
建设标准和烘烤规范要求，出台烘烤实
验方案和考评指标，除正常烘烤外，对
参试烤房采取标准烟秆评价办法，即同
一烟田、同一部位烟叶、装在同一位置、

烤前烤后统一评价分析的方法。该项
目采取数字化考评措施，加装物联网烘
烤监控系统，对参试设备后台检测，全
程跟踪分析烘烤数据，重点在设备稳定
性、易操作性、技术先进性、能耗比、烘
烤工艺和烤后烟叶质量等方面，对热泵
烤房设备进行验证。目前，该平台建设
也受到国家烟草专卖局的高度重视，国
家烟草专卖局派出 10 余名专家全程参
与实验验证，把“赛马”成果推向全国。

此外，“赛马”平台也激发了企业投
入生产研发的积极性，目前，除正常评
价指标外，参试企业实施了太阳能节能
应用、余热回收、信息化烘烤、节能材料
和热泵制冷保鲜综合利用等创新项目，
为襄城烟叶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
了更多的科技支撑。

提升认识 先行先试

强化领导 精心组织

同台“赛马” 绿色发展

“电烤房”助力烤烟产业节能减排

图片由襄城县委宣传部提供

刚刚烘烤出来的烟叶

现代化机械助力烟叶生产

现代化烟叶烤房

烟农正在整理刚刚采收下来的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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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烟新变化烤烟新变化 环保又增收环保又增收
——襄城县强力推进烟叶烤房“电代煤”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武芳

8月的襄城县，一片丰收的景象——硕大肥厚的烟叶，密密匝匝地摇曳着，一道道绿浪，让人满心喜悦。

近年来，襄城县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总目标，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

护，大力推进绿色化改造、矿山修复、生态保护工程等重点工作，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尤其是该县认真落实全省烟叶烤房“电代

煤”工作部署，抢抓机遇，主动作为，试点探索，取得阶段性成效。

日前，全省烟叶烤房“电代煤”工作现场会在襄城县召开。会上，省有关领导对襄城县烟叶烤房“电代煤”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

号召全省各地学习借鉴襄城县烟叶烤房“电代煤”工作经验，加大推进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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