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今冬明春保供以及多地疫情反弹的复杂形势，各能源央企肩负能源保供“主力军”

使命，纷纷采取行动，“火力全开”，不断发挥“顶梁柱”“顶得住”作用，努力交出让人民满意的

“温暖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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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供进行时G
本报记者 刘静

保油、保气、保煤、保电……近一段时间

以来，能源央企不断强化使命担当，努力扛好

能源“国家队”的保供责任。

防疫、保供两不误

近日，全国多地出现疫情反弹，大连地区

突发的疫情给保供电、保供热工作带来了较

大挑战。面对严峻复杂的防疫形势和十分艰

巨的能源保供任务，中国大唐辽宁分公司坚

持疫情防控和能源保供两手抓、两手硬，不断

发挥能源央企“顶梁柱”“顶得住”作用，继续

肩负好能源保供“主力军”使命。

面对辽宁地区出现的疫情，中国大唐辽

宁分公司新能源事业部迅速行动、立即部署，

全面升级疫情管控措施，全面打响疫情防控

阻击战和能源保供攻坚战。各风电场从严抓

好人员流动跟踪管理，第一时间全面排查人

员轨迹，严把外来人员入厂关，执行查码测

温、信息登记等防控措施，职工食堂实施分批

就餐，配齐防疫物资和职工生产生活必备物

资，加强办公、生活区域消毒消杀。大连区域

风电场积极响应当地政府部门防控要求，主

动参加当地政府 3轮核酸检测，严格落实戴口

罩、勤洗手、常清洁、测体温等措施。各风电

场加强设备运行监视，提前做好事故预想，加

大重要设备巡视检查力度，全面掌握系统设

备运检状态，加强设备巡检及风机抢修工作，

保证风电场零缺陷运行。

锦州热电公司各党支部成立保供党员突

击队，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将设备网

格化、责任化，加强重点区域设备的巡检力度

及频次，第一时间处理有关问题，将安全隐患

消除在萌芽状态。运行人员科学合理安排机

组运行方式，精心优化操作，严控机组参数，

加强异常分析，全方位保证机组安全稳定运

行，筑牢保供的“铜墙铁壁”。

据介绍，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确保所

有机组应开尽开、满发多发。截至 11 月 14
日，中国大唐 55 家热源厂、14 家热力公司已

开栓供热；累计完成发电量 5125.2亿千瓦时，

同比增加 7.79%。

穿过冰雪保供塞罕坝

“每一车送到的 LNG（液化天然气），在我

们看来，不仅是为我们排忧解难的资源，而且

是承载着中海油人对我们的深情。”11 月 17
日，中海油气电集团河北销售分公司收到一

封来自塞罕坝的感谢信。

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北部，

是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经过

塞罕坝三代人的建设，总场场部已经形成了

初具规模的小城镇。但是，没有管道气供应，

居民仍旧采用枝柴和煤取暖做饭。居民院

内、房屋四周堆满了枝柴，存在较大的安全隐

患。当地的铁石科技公司拥有塞罕坝机械林

场的特许经营权，铺设了林场内的天然气管

线。河北销售公司于 2020年冬季开始供应铁

石科技公司，让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居民们用

上了天然气。

入冬以来，资源较为紧缺，塞罕坝的气温

早已进入零下。河北销售公司员工接到塞罕

坝降雪预报通知后，考虑到大雪天气会影响

槽车运输，他们与多个客户沟通，全力保障资

源供应，提前补足了机械林场一周的用气

量。就在补足用量的第二天，气温骤降至零

下 30 摄氏度，塞罕坝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纷

飞大雪。

塞罕坝国家冰上项目训练中心是备战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专属训练场地，场馆于

2020 年 10 月试运行。中海油气电集团河北

销售分公司作为河北铁石公司供气方，积极

筹措资源，全力保障冰上训练中心日均供气 3
万方，从而保证训练中心恒温、恒湿，为运动

员提供了专业的训练环境。

交上能源保供的“温暖答卷”

据了解，11月 16日，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火电机组合计日发电量 1.49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0.88%；年累计发电量 519.45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12.26%，预算完成率97.07%。

截至 11月 16日，国投集团下水码头年累

计调入煤炭 10894.93万吨，同比增加 16.47%，

累 计 调 出 煤 炭 10821.06 万 吨 ，同 比 增 加

14.01%；上水码头年累计调入煤炭 1751.53 万

吨，同比增加 44.17%，累计调出煤炭 1711.87
万吨，同比增加 47.84%。

“开足马力保障煤炭供应是我们的重

点任务，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同时，我们的主

运输、通风系统也在加快改造，逐步有效地

把产能释放出来。”国家能源集团乌海能源

五虎山煤矿矿长王铁军在生产作业现场介

绍说。

11 月 1 日~16 日，国家能源集团自产煤

生产完成 2748.1 万吨，同比增加 264.1 万吨，

增幅 10.6%；发电量完成 464.4 亿千瓦时，同

比增加 15.95%，其中，东北区域完成 37.4 亿

千瓦时，同比增加 15%。国家能源集团东北

区 域 电 厂 库 存 336.4 万 吨 ，较 上 月 末 增 加

15.7 万吨。

中国华电加大电煤采购力度，截至 11 月

9 日，公司库存可用 19 天。其中，黑龙江区域

库存可用 28 天，较月初提升 42 万吨；辽宁库

存可用 28天，较月初提升 22万吨。截至 11月

9日，全年发电量同比增长 12.55%；其中，煤机

发电量同比增长 16.54%。10月以来供热量同

比增长 32.34%，实现了应开尽开。

中国石油冬季保供全方位展开，一批冬

季保供工程相继投产，并加快推进后续一系

列天然气保供工程；中国石化今冬明春天然

气保供各项准备工作正有序开展，供暖季计

划向市场供应天然气 270亿立方米；10月 1至

11 月 9 日，国家电投境内 221 台燃煤、燃气机

组应调度要求，先后增开机组 34台，累计发电

量 328.88亿千瓦时；中国华能 130家火电企业

在煤价、电价严重倒挂的情况下，实现了应开

尽开、应发尽发，煤炭产量同比增长 12.67%，

核增优质产能 1930万吨/年……

保油、保气、保煤、保电，“火力全开”……

保供！能源“国家队”在行动

经济观察G
本报记者 杜鑫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相关负

责人近日在解读该部印发的《关于规范临时

用地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时直言：

“在地方管理实践中，存在临时用地不临时，

特别是临时用地永久占用侵蚀耕地问题。”

临时用地是指建设项目施工、地质勘查

等临时使用，不修建永久性建（构）筑物，使用

后可恢复的土地（通过复垦可恢复原地类或

者达到可供利用状态）。

界定临时用地的关键是可恢复性，也就

说是用完了要还。然而，一些土地使用者超

时限赖着不走。究其原因，一些临时用地在

审批前就存在问题。

一方面，法律法规对临时用地的规定比

较原则，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临时用地

审批过程中，对临时用地的范围、使用期限等

认识和把握不一致。

另一方面，临时用地审批层级不统一，权

责不对等，一些地方出现违规审批的问题。

比如，自然资源部对 2020 年土地卫片执法数

据异常地区实地核查发现，山西省晋城市高

平市自然资源局违规批准 23宗不符合临时用

地条件甚至永久性的建设项目为临时用地，

面积 1228 亩，其中耕地面积 426 亩；将临时用

地的审批职责委托基层所办理，行政审批部

门基本无实质审查和监管；出具用地预审和

选址意见书时审核把关不严。

在批地后，日常监管措施不到位也是临

时用地未还回来的原因。有的土地使用者不

按规定使用临时土地；有的临时用地使用后

复垦恢复不到位，形成临时用地长期化等问

题。比如，自然资源部对 2020 年土地卫片执

法数据异常地区实地核查发现，山东省荣成

市部分临时用地的土地使用者未与土地权利

人签订临时使用土地合同，未制定土地复垦

方案，也未缴纳复垦保证金。

应该说，当前临时用地管理在保障建设项目

施工、地质勘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

临时用地范围界定不规范、超期使用、使用后复

垦不到位等问题，破坏了市场公平，有的甚至触

碰了耕地红线。规范临时用地管理迫在眉睫。

自然资源部印发的《通知》，就是要突出

耕地保护要求，坚决防范“临时变永久”，着力

解决临时用地范围过宽、审批层级低、期限不

尽合理、监管不到位等主要问题。

《通知》有针对性地划定了红线。比如，

在使用范围方面，明确规定临时用地应尽量

不占或者少占耕地，确需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的，必须能够恢复原种植条件。在使用期限

方面，明确规定临时用地使用期限一般不超

过两年。在规范审批方面，《通知》将临时使

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审批层级提升至市

级或市级以上，并明确不得下放临时用地审

批权或者委托相关部门行使审批权。

同时，《通知》还考虑实际，细化了规则，

更有操作性。比如，考虑到能源、交通、水利

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建设周期较长，《通

知》规定，这些设项目施工使用的临时用地，

期限不超过 4年。

通过这一系列更加明确的界定和要求，

进一步严格和完善了临时用地的管理政策措

施。期待新的管理措施能切实加强耕地保

护，促进节约集约用地。

临时用地使用后不能长期侵占

11 月 18日，顾客在一家生鲜超市内
购买水果。

目前，辽宁省大连市各大超市加快了
米、面、方便食品及蔬菜、肉类的配货速度，
增加了线下供应，确保各门店货架充实。

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 摄

辽宁大连：保供应 稳物价

11 月 18 日，游客在浙江嘉兴平湖工业旅游的特色展
馆——中国百年保温瓶展览馆内参观。

近年来，浙江省嘉兴平湖市保温瓶企业积极推进数字化
工厂建设，进行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升生
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数字化工厂助力保温瓶产业升级

本报北京 11月 18日电 （记者甘皙）国

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双 11”期间（11
月 1 日～16 日），全国邮政、快递企业共揽收

快递包裹 68 亿件，同比增长 18.2%；共投递快

递包裹 63亿件，同比增长 16.2%。

由于今年电商平台促销模式和节奏发生

变化，从往年在 11月 11日单轮促销变成了在

11 月 1 日和 11 月 11 日两轮促销，导致今年整

个促销期内快递业务量从“单高峰”变为“双

高峰”。其中，第一个高峰出现在 11 月 1 日，

当日全国共揽收快递包裹 5.69 亿件，同比增

长 28.5%，超过今年前 9 个月日均业务量 1 倍

以上；第二个高峰是 11 月 11 日，当日全国共

揽收快递包裹 6.96亿件，稳中有升，再创历史

新高。

面对促销周期延长、战线提前并拉长的

新考验，邮政快递业不断加强与电商平台信

息对接，共同落实“错峰发货、均衡推进”核心

机制，同时在场地、车辆、分拣设备、信息系统

等方面进行扩容和升级，对人员进行储备和

培训，大幅提升行业的承载能力和运行效率，

全力做好今年旺季服务保障工作，努力打造

安全旺季、畅通旺季、暖心旺季，以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更好用邮需要。

“双11”期间全国快递业务量达68亿件
本报讯 （记者刘静）11 月 18 日，由中国

铁建投资集团投资、建设运营，中国铁建大

桥局、中铁十五局等单位参建的陕西合（阳）

铜（川）高速公路林皋至演池段正式通车。

至此，历时 4 年多建设，合铜高速全线正式建

成通车。

据 介 绍 ，合 铜 高 速 是 国 家 高 速 公 路

G3511 菏泽至宝鸡高速陕西境的组成部分。

路线起于渭南市合阳县百良镇，途经渭南、铜

川两市的七个县区，至演池与包茂高速相连，

全长 160.155 公里，于 2017 年 6 月开工。该工

程跨越渭北黄土高原，全线共有桥梁 73 座，

墩高在 80米以上的高墩大跨桥梁 13座，沿线

沟壑纵横，地质复杂，桥隧比例极高。

合铜高速全线通车

本报讯 （记者刘旭 通讯员张涛）近日，

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公司双台子储气库群——

双 6 储气库扩容上产工程正式投产。该工程

投产后，最高峰的日采气量可满足 3000 万个

3口之家一天的用气需求，将大幅提升东北及

京津冀地区冬季天然气保供能力。

据介绍，辽河储气库群由双台子、雷 61等

7座储气库组成，总设计库容量 258亿立方米，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地

下储备中心。该项目 2011 年 10 月 10 日第一

座储气库动工兴建，至今已经有 3座储气库投

入生产，累计采气 50亿立方米，和同等燃烧值

的煤炭相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435.3万吨。

辽河油田提升天然气保供能力

本报北京11月 18日电 （记者王冬梅）为进一步加强和

规范安全生产培训管理，确保培训质量，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安

全素质和技能，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和财产安全，应急管理部近日决定，自 2021年 11月至 2022年

10月，开展安全生产培训“走过场”专项整治。

当前，安全生产培训方面暴露出培训走形式、考试把关不

严格，甚至涉嫌考试作弊等突出问题。例如，山东潍坊安丘市

某培训机构举办的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培训班，擅

自压缩培训学时，工作人员划答案让学员考核时照着抄；北京

市大兴区某特种作业考试点与某培训学校勾结，以“保过”为

名，超出正常市场价格收取培训费用，提供考试作弊“一条龙

服务”。类似这些违法违规行为，严重扰乱正常安全生产培训

秩序，导致一些安全技能不足的从业人员进入有关岗位，给安

全生产带来重大风险隐患。

此次专项整治，针对安全培训机构、考试机构和考试点、

生产经营单位等 3 类主体，重点整治安全培训机构不按照培

训大纲规定组织教学培训，擅自改变教学内容、压缩培训学

时，甚至与考试机构和考试点勾结，举办“包过班”；考试机构

和考试点不按计划组织实施考试，理论考试监考和实操考评

不严格，纵容或直接参与考生作弊；生产经营单位未制订安全

生产培训计划或不按计划实施培训，不按规定落实特种作业

人员持证上岗制度等违法违规行为。

应急管理部要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管执法，在

各单位自查自改基础上，对培训机构、考试机构和考试点进行

全覆盖执法检查，对高危行业企业进行抽查检查，严厉查处违

法违规行为。

应急管理部开展专项整治

严查安全生产培训“走过场”等行为

本报讯 （记者周怿）今年 3月 1日，《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开始施行。为贯彻落实《条例》，强化

排污许可证后管理，有效震慑排污许可违法违规行为，生态环

境部近日组织整理了第一批 7 个排污许可违法违规典型案

例。这些案例中，有无证排污、超许可排放浓度排放污染物、

不按证排污、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开展自行监测、未提交执

行报告、未建立台账等违法行为，相关属地生态环境部门依据

《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对涉及单位和人员予以严惩。

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包括重庆市中欣维动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案、北京市房山区北京

艾尔有限公司未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案、四

川省乐山市夹江县华兴陶瓷有限公司未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

可证擅自排放污染物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鑫诺陶瓷有

限公司超许可排放浓度排放大气污染物案、上海市创值工业

（上海）有限公司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开展自行监测案、内

蒙古自治区神华神东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乌拉特中旗热力厂未

按排污许可证规定提交执行报告案、江苏省无锡市永乐食品

有限公司未按排污许可证规定建立环境管理台账案。

生态环境部对重庆市潼南区生态环境局、北京市房山区

生态环境局、四川省乐山市生态环境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

市生态环境局、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

生态环境局乌拉特中旗分局、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生态环境

局在办理案件中的突出表现提出表扬。

存在无证排污、不按证排污等问题

第一批排污许可违法违规典型案例曝光

本报北京11月18日电（记者杨召奎）今天，中国消费者

协会发布的 2021“双 11”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示，今年

“双 11”促销活动期间消费负面信息主要集中在价格争议、虚

假发货、平台营销套路深等方面。

报告显示，价格争议集中在 11月 1日，与预售定金和尾款

有关。一是不少准备付尾款的消费者发现叠加各种优惠后，

预售价格可能并非最优惠。二是不同直播间的差价争议、直

播带货与直接下单的差价等争议，其中，匡威、斐乐等预付定

金后消费者反而多花钱成为典型。

在虚假发货方面，11月 1日开始，不少网友吐槽平台物流

信息不更新，客服机器人回复无法有效沟通。舆情持续增多

并充分互动后，网友开始认为根本原因是商家虚假发货，造成

物流信息多日不再更新。其中，欧莱雅虚假发货问题被点名。

在平台营销方面，预售期间，淘宝平台喵糖活动引起吐

槽。10 月 27 日舆情信息量达到峰值，舆情反馈两方面信息，

均与“喵糖”有关。一是热议喵糖崩了；二是吐槽喵糖活动套

路深，玩家内卷，平台收获广告价值。

对此，中消协建议，有关部门应从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着眼，持续强化对电商营销促销中违法违规行为的监

管。既要紧盯特定时间节点，又要严守平时日常。既要通过

精准的制度设计与释法赋权保证执法主体能够及时出手，约

束和推动电商促销始终循着法治轨道，又要通过形式多样的

同频互动，鼓励网购消费者与新闻媒体当好监督最前哨，提醒

并推动电商平台与商家重视网络口碑与市场声誉。

“双11”三大问题成消费维权热点
集中在价格争议、虚假发货、平台营销套路深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