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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太钢程家村高层住宅小区属于太原市专为住房

困难职工兴建的重点保障性住房项目，由两栋高层
组成，总共安置住户537 户。然而自2012 年建成以
来，因消防合格证等历史遗留问题，导致新购住房户
和拆迁安置户无法落户，也因此严重影响到业主的
生活，主要集中在孩子上学、复转军人补贴申报、外
省大学生来晋就业补助金领取等多种与百姓休戚相
关的实际问题上。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胜利桥项目部积极联系太
钢资产运营部、太原市拆迁中心以及巨轮派出所等
多个部门，多次电话咨询、频频登门拜访，问题却始
终未能得到解决。随着小区入住率的逐步提高，业
主要求落户的需求越来越大，矛盾也愈发突出。胜
利桥项目部相关领导不厌其烦，多次牵头主动与住
户代表沟通，听取合理化建议，引导业主向政府相关
部门反映，但都因手续不全不符合落户规定而屡遭
碰壁，业主落户问题就这样被无限期搁置。事情仿
佛陷入了一场死循环，但他们并未放弃，本着办法总
比困难多的坚定意念，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经多次
与巨轮派出所协商后，决定另辟蹊径，走“特事特办”
程序。按照派出所要求，他们积极联系杏花岭区民
政局地名办，为程家村高层小区办理地名牌，同时联
系怡安居尖草坪分公司为住户出具证明函。在他们
的不懈努力下，几经周折，困扰了业主将近十年的落
户难问题最终得以解决，截止目前已有29户业主成
功落户。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下一步，
房地产开发公司相关部门表示，将继续收集民意，尽
心尽力管护好家园，服务好业主。

明亮的楼道灯，温馨的居住环境，崭新的户口
簿……照亮的不仅是回家的路，美化的不仅是公寓
外观，方便的不仅是几户人家……这一切，温暖的是
业主的心，体现的是在中国宝武领导下的太钢上下
以人为本，认真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所
作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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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成就，助力创新
型国家建设新征程——
从国家“十三五”科技创
新成就展透视高质量发
展强劲动能。10月21日，
观众在北京展览馆参观
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
成就展。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近日，国内电力、煤炭供需偏
紧，国际液化天然气（LNG）现货
价格高企，加之冷空气提早来临，

“一夜入冬”的天气模式让不少人
担忧，今冬明春采暖季的天然气
是否够用？作为国内天然气主要
供应商的“三桶油”，下半年来提
早部署，气田增产、气库注气、增
加液化天然气进口，全力备战天
然气保供。

中国石化10月26日宣布，
采暖季计划向市场供应天然气
270亿立方米。

中国石化新闻发言人吕大
鹏说，公司正加大资源筹措力度，
全力抓好普光、元坝、涪陵、大牛
地等主力气田综合调整和精细管
理，保持自产气稳产上产，计划供
应132亿立方米。

按照“应储尽储”的原则，中
国石化提前开启储气库注气、
LNG储罐罐存等调峰资源的储
备。目前，储气库形成工作气量
17.9亿立方米，较去冬今春实际
净采气量增加5.5亿立方米。

10月25日，中国海油已落
实采暖季天然气资源量268亿立
方米。中国海油总经理李勇告诉
新华社记者，公司深挖增供潜力，
充分发挥海上天然气、陆地非常
规天然气及进口LNG互保互供
优势，千方百计提升国产气产量，
优化LNG资源安排，全力保障天
然气供应。

今年9月底，中国海油与卡
塔尔石油公司签署为期15年、
350万吨/年的长期LNG购销协
议。该协议是近8年来国内企业
签署的年合同量最大的长期
LNG购销协议。加上今年7月与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签署的
200万吨/年的长期协议，共新增
长协资源550万吨，两项协议都
将于明年1月起供。

目前，中国海油运营 4 座
LNG 接收站，已形成储气能力
19亿立方米，现在LNG储罐均
处于高位运行，同时租用第三方
储气库6000万立方米，已完成
整体注气。

10月15日，中国石油对天
然气保供进行全面部署。

中国石油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中国石油今冬明春天然气
资源供应量将突破1000亿立方
米，同比增长 8.4%，创历史新
高。国产气量、进口气量、储气库
采气量等均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增幅分别达3.3%、17%、16.3%，
为今冬明春天然气保供做好资源
准备。

中国石油旗下长庆、西南、
塔里木三大气区持续发挥主力军
作用。长庆油田坚持计划、销售、
价格、数据“四统一”管理，打通产
储运销全产业链条，建立常态化
沟通机制；塔里木油田优选63口
井建立应急调峰备选库，将产量

落实到单井；西南油气田按照“有
保有压”原则，千方百计保民生、
保重点。

上述负责人介绍，公司正多
举措筹措资源，进口资源量将同
比增长17%。发挥储气库和自
有炼厂“调节阀”作用，加大增量
与减量的调控管理能力。一方
面，中国石油加大储气库采气能
力建设，今年冬季计划安排采气
量同比增长 16.3%；另一方面，
通过改造或者利用其他燃料替
代等措施，加大自有炼厂用气压
减力度。

气量准备就绪，管网严阵以
待。在“三桶油”紧锣密鼓备战的
同时，国家管网集团多项“硬核”
措施同步上线，时刻准备着为千
家万户送去温暖。国家管网市场
部负责人李天说，公司所属4.9万
公里天然气管道年一次管输能力
达到2680亿立方米，今冬明春总
供气能力将超过1100亿立方米。

李天介绍，国家管网正紧
盯各储气库注气进度，督促托
运商保障储气库注气资源，目
前已按计划注气到位。同时，
按照国家发改委部署，克服国
际现货 LNG价格高企等因素，
积极承担国家应急气储备任
务，提前组织应急气资源采购，
10月底前将全部到货并进入所
属管道、储气库、接收站，保证
冬季保供应急用气需要。

新华社太原10月27日电（记者 王菲
菲）在山西省大同市，有两只会发电的“大
熊猫”，这是全球首座以大熊猫为造型的
光伏电站。这座电站每年发电量约8000
万千瓦时，相当于3.4万个家庭一年的用
电量。

“‘光伏熊猫’最大的‘本领’在于碳减
排。”此电站站长孙井松说，电站每年可以
节约煤炭 2.6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6.85万吨。

山西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在“双
碳”目标的背景之下，山西正加大产业转
型，有序推进煤炭消费减量替代，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

日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的意见》提出，构建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经济体系、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提高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水平、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等五方面主
要目标。

作为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
点，过去5年，山西累计淘汰煤炭落后产能
1.57亿吨；风电、光伏装机年均增长24%、
63%，装机规模升至全国第四、第七位。

为进一步推动能源绿色转型，山西提
出，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煤炭、
电力、钢铁、焦化等产业要进行智能化、绿
色化、服务化改造。到“十四五”末，新能
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占比达到50%。

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山西着
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信息技术应
用创新、半导体、大数据融合创新等14
个标志性引领性产业集群作为主攻方
向。过去5年，山西工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8%，高新技术企业
数量由“十二五”末的720家增加到2020
年的3188家。

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衬底材料基
地、人工智能标注中心、高铁轮对生产基
地……在电价政策优势和良好的营商环
境吸引下，山西综改示范区内，大批科研人员集聚，一批
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渐成势。

“我们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努力打造精密电子制造、
合成生物、光伏产业、现代服务业4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山西综改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董良说。

山西提出，今后还将实施千亿产业培育工程、全产业
链培育工程、高成长性企业培育工程和未来产业培育工
程，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从零到一、从一到多，成为山西
转型的新标识。

“山西正从过去的‘一煤独大’逐步发展到‘八柱擎天’，
产业发展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也在不断提高，成为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生动缩影。”山西省社科院副研
究员侯晓斌说。

准备好了！“三桶油”备战天然气保供
新华社记者 戴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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