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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小城山东海
阳寒意渐浓。记者推
门走进凤凰国际乡村
社区居民李建敏的家
中，一股暖意袭来。他
心情很舒畅，自己在
家养护的绿植，终于
可以无忧过冬了。
　　李建敏的小区，
今年冬天用上了核能
供热。“温度不再忽高
忽低，取暖费也便宜
了一些。”他笑着对记
者说。
　　和传统的燃煤集
中供暖相比，核能供
热相对稳定。依靠核
电站，源源不断的温
暖通过管道输送到每
家每户。不知不觉，这
个小城的供热发生了
颠覆性改变。

  “锅炉都当

废铁卖了！”

　　记者走进海阳市
丰源热力有限公司的
大门，发现曾看到过
的一个 40 吨供暖热
水锅炉已不见踪影。
原来锅炉房的位置已
经被改建为核能供热
调度中心，锅炉也被
拆卸，换成了换热器
和输送热水的管道。
　　“不用烧煤了，我
们把锅炉都当废铁卖
了。”公司生产技术部
经理李常科说，他从

“炉长”摇身一变成为
核能供热换热站负责
人，负责将核电站传
来的热量转送给千家
万户。
　　 6 公里外，海边
的核电站，核电机组
高速运转，却又悄无
声息。“所谓核能供
热，是通过抽取核电
机组部分已发过电的
蒸汽作为热源，经过
换 热 器 进 行 多 级 换
热，最后将热量传递
给用户。”山东核电有
限公司高级工程师赵
守霞对记者说，整个
过 程 中 只 有 能 量 交
换，没有包括水在内
的介质交换，保证安
全可靠。
　　核能发电产生的
余热，通常做法是将高温冷却
水直接排放入海，热能无法利
用不说，较大温差会造成核电
站周围海洋水温上升，破坏海
洋环境。
　　山东核电集团设计管理处
工程师李超介绍，现在，核能发
电产生的余热，经管网进行多
级换热后，最终抵达用户终端。
　　山东核电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吴放说，项目投运后，海
阳核电 1 号机组取代了当地 12
台燃煤锅炉，每个供暖季可减
排二氧化碳 18 万吨，同时减少
向环境排放热量 130 万吉焦，
有效改善区域供暖季大气环境
和海洋生态。
　　大范围核能供热是积跬
步至千里。据介绍，2019 年，
海阳开启首个核能供热商用
工程“暖核一号”70 万平方米
供热项目。2020 年，该项目供
热面积扩展到 100 万平方米。
　　吴放介绍，在此基础上，山
东核电集团将继续推进单台核
电机组 3000 万平方米大规模
供热科研工程，供热范围可覆盖
方圆 130 公里区域。项目投运
后 ，电 厂 热 效 率 将 提 升 至
55.9%，是原来的 1.5 倍。若海阳
核电两台机组同时开展 3000
万平方米供热，能源贡献相当于
再造一个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

  省钱又环保 打造

清洁取暖的“海阳方案”

　　李常科体会深刻：之前每
到供暖季，换热站的热水锅炉
需要消耗大量煤炭，运煤车辆
来往不绝，15 层楼高的脱硫
烟囱也不停吐出烟尘。虽然废
弃物的排放都满足环保要求，
但即便如此，长期排放也会对
环境造成压力。
　　记者在核电站看到，紧邻

核岛的毗屋里安装了
几台换热器，温度表上
的温度指向 100 摄氏
度，高效运转的换热设
备将高温蒸汽转换为
热水，沿着管道送到海
阳市各级换热站。李常
科说，供热公司要求入
户热水能够达到 90 摄
氏度，高质量的管道建
设保证这些热水送到居
民 家 中 温 降 不 过 1 -
2 度。
　　 2019 年，海阳核电
站 1 、2 号机组投入商
运，产出了源源不断的
清洁电能。有了“清洁
电”能否产出“清洁热”？
对此，当地政府与核电
站敏锐把握这一契机，
在核能综合利用上大胆
探索、先行先试，共同启
动推进核能供热项目，
开创了国内核能商业供
热之先河。
　　核能供热作为全国
首创项目，没有现成的
经验可以参考。为此，山
东核电组织中国核能行
业协会、清华大学、电力
规划设计总院等专家队
伍攻关，对海阳核电一
期工程远距离大规模核
能对外供热工程科研报
告进行评审，经过质询、
讨论，技术方案获得专
家一致认可。
　　 2021 年 11 月 9
日，随着指针缓缓指向
0 点，海阳城区全域核
能供热正式启动，暖流
输送到城区的家家户
户，海阳也正式成为全
国首个“零碳”供暖城
市 ，告 别 燃 煤 取 暖 的
历史。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
到，当地推行核能供暖
后，取暖费不升反降。李
常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传统方式供暖时，烧锅炉
配备脱硫设备，每天电能
消耗就要五六千度，而现
在全厂电能消耗仅为六
百度左右，加上节省的人
工、运维等费用，企业节
省了一大笔开销，同时，
今年海阳市取暖费用每
平方米减少一元钱，从
原有的每平方米 22 元
降到 21 元。
　　“下调取暖费，可谓

‘核能供暖更暖人心’。”
海阳市委副书记、市长
刘海彬说。

  开启核能综合利用

新时代

　　在中国的多个核电站，厂
区内使用核能供热已有先例，
但以商用形式对外面向居民供
应热量，这是首例。从核能发电
到核能综合利用，我国又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
　　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
刘华说，海阳核电厂核能供热
项目的成功实践，进一步证明
了核电站供热的安全性和经济
性，并将为当地低碳经济做出
更大贡献。核能综合利用，可以
取得经济、社会、安全多赢。
　　核能综合利用已在海阳当
地“萌芽”。供热推进同期，国际
领先的水热同传实践工程在海
阳核电站顺利完工投用，打破
了供水、供热需要三根管道的
传统模式，大幅度降低了供水、
供热的工程投资及运营成本，
重新定义了能源供给模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
地在核能综合利用上做了不少
探索。围绕核电项目建设，海阳
确定了培育壮大核电建设、运
营、服务一体化产业链条，将核
电装备制造和核能综合利用等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
育，发展核能供热、海水淡化、
制氢、储能等产业项目。
　　“海阳兼具新能源综合利
用的产业优势、自然优势和人
文优势，我们将大力发展清洁
能源新业态，重塑海阳经济新
格局，为‘碳达峰、碳中和’贡献
力量。”刘宏涛说。
　　通过供暖，老百姓对核电
及核能的认识程度不断提高。
这将为中国核工业继续向前发
展奠定民意基础，也为世界范
围内和平和安全利用核能提供

“中国示范”。

种好“菜园子” 拎稳“菜篮子”
聚 焦 冬 春 蔬 菜 保 供 稳 价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 日电随着气温
持续降低，蔬菜保供成为民生关注的焦
点。前期因不利天气导致的蔬菜价格上
涨情况是否有所缓解？冬春蔬菜供应是
否有保障？
  为此，记者来到河北、山东、河南等
地的蔬菜主产区与集散地，探访各地

“菜篮子”产品保供稳价工作开展情况。

  “菜园子”供应总量充足

结构性短缺偶发

　　在中部地区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
场——— 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园蔬菜
区，记者看到，随着冬季到来，蔬菜的品
种略有减少，受主产地退市等因素影响，
有个别品种的结构性短缺偶发，但供应
总量充足。
　　“云南基地的蔬菜马上就要大量上
市了，今年供应量会比去年更大。”万
邦市场的老商户杨国平说，去年自己刚
在云南的基地新建了一批蔬菜大棚。

“今年云南雨量较多，影响蔬菜单产，
但农户种菜的面积扩大得更多，所以总
产量会比去年更大。”
　　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是北京冬储
白菜的主要产地。玉田县农业农村局特
产站负责人艾会暖表示，尽管今年的白
菜受阴雨天气影响，产量有所下降，但
依然会有 25 万吨冬储白菜供应北京
市场。

　　叶菜类蔬菜是冬季最容易受天气
影响的品种。总体来看，受灾害性天气
等因素叠加影响，部分地区蔬菜产量
有所起伏，但通过扩大种植面积、做好

“南菜北运”，全国“菜篮子”产品供应
仍有保障。
　　在广西贺州市八步区莲塘镇炭冲
村、铺门镇兴华村等地，记者看到田地
里莴笋、芋头等各类蔬菜长势正旺，不
少村民忙着采收。前不久种植的菜心、
芥菜等叶菜绿油油的，预计春节前就可
以上市。八步区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当地目前已完成秋冬菜播种面积
9 万亩，预计产量 18 万吨。
　　地处洞庭湖畔的岳阳市君山区是
湖南省的主要蔬菜基地。君山区莲源
种植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王献忠告诉
记者，团湖湖藕是市场上的抢手货，这
些挖出来的鲜藕一运上岸，打包好当
即发往河南等地。

　　菜价环比下跌 多种蔬菜

同比仍有涨幅

　　山东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是全
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和物流配送中
心，中国蔬菜价格指数每天从这里发
布，对全国的蔬菜供应和价格稳定具有
重大影响。
　　 11 月 28 日当周，寿光地利农产品
物 流 园 中 国 蔬 菜 价 格 定 基 指 数 为
186.78 点，较前一周下跌 1.88 个百分
点，环比跌幅 1.0% ，同比涨幅 42.12%。
监测的 10 大蔬菜类别指数中，下跌明
显的类别是菜豆类（-17.1%）、水生类

（-6.0%）、白菜类（-5.7%）；上涨明显
的是瓜菜类（9.4%）、叶菜类（6.9%）。
　　总体来看，尽管多种蔬菜价格同比
仍有不同程度的涨幅，但蔬菜价格环比
已出现回落。
　　以 11 月 23 日至 29 日这周为例，
万邦市场上 61 个重点蔬菜品种中，价
格持平的有 4 个品种，价格下降的有 22
个品种，价格上涨的有 35 个品种，蔬菜
均价周环比上涨 1.82% ，与去年同期均
价相比上涨 16.67%。
　　据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价
格监测中心负责人王帅介绍，11 月份
以来，市场蔬菜供应总量充足，136 个
蔬菜监测品种的平均价格呈下降趋势。
受市场、天气等因素影响，蔬菜价格周
环比整体波动正常，但与去年同期相比
有明显上涨。
　　作 为 全 国 的 蔬 菜 供 应 和 价 格 的

“晴雨表”，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借
助“蔬菜价格指数”预警功能，严密监
控 农 产 品 物 流 园 蔬 菜 批 发 价 格 和 对
外供应情况，实施价格平抑，稳控市
场行情。进入 11 月份以来，通过对交
易量较大的 26 种蔬菜监测，整体蔬菜
市场价格运行平稳，符合季节市场变化
规律。

未雨绸缪 防范未来风险

　　尽管目前“菜篮子”市场总体向好，
但为防范可能出现的自然灾害和突发
疫情风险，避免市场出现供求失衡、商
品脱销断档、价格异常波动、运输不畅
等情况，各地也制定了应急预案与指导

方针，加强指导服务、抓好防灾减灾、促进
产销衔接。
　　加强指导服务。10 月初，寿光市组织
26 名农业专家成立 4 个技术指导组，针对
不同在田作物，科学制定田间栽培管理、合
理采摘等应对措施，对 15 个街区进行“全
覆盖”指导。同时印制了 10 万多套高品质
蔬菜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现场指导 5200
多人次，全面提高技术服务的覆盖面。
　　抓 好 防 灾 减 灾 。据 岳 阳 市 君 山 区
广兴洲镇同义蔬果合作社工作人员介
绍 ，农 业 农 村 局 的 农 技 人 员 经 常 到 各
个 种 植 基 地 ，对 当 地 的 蔬 菜 种 植 进 行
技 术 指 导 和 咨 询 服 务 。为 保 证 蔬 菜 生
产 不 受 天 气 影 响 ，农 技 人 员 还 通 过 微
信 、电 话 等 渠 道 对 蔬 菜 种 植 户 开 展 技
术指导，提醒农户做好追肥除草、病虫
防控等工作。
　　促进产销衔接。生产正旺，销售、运输
等同样需要跟上脚步。“我们合作社采取

‘农超对接’模式，农民从田间收获的白菜
符合质量标准将直接发往北京各大超市，
省去了中间环节，农民收入增加了，消费
者购买价格降低了，两头都得实惠。”玉田
县华瑞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怀
宇介绍，今年以来该合作社以“农超对接”
模式，向北京市场供应各类蔬菜近 40 万
公斤。
　　为畅通物流，贺州市八步区严格落实
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今年 1 月
至 11 月，高速公路贺州东出入口和灵峰
出入口共免收新鲜蔬菜通行费 105.5 万
元，进一步降低了蔬菜流通成本。
  （执笔：刘杨；参与采写：张志龙、李
鹏、覃星星、雷嘉兴、高博、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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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南宁
12 月 2 日电(记者
覃星星、雷嘉兴)“小
雪”节气已过，素有

“南菜园”之称的广
西暖意融融，田间
地头，一片繁忙景
象。菜农们正抢抓
晴好天气，采摘成
熟蔬菜运往北方市
场，并扩大叶菜、芽
菜 等 蔬 菜 种 植
面积。
　 　 广 西 是 我 国

“南菜北运”重要基
地，秋冬菜产量位居
全国前列。广西壮族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数据显示，目前广西
在 田 蔬 菜 面 积
545.3 万亩，同比增
加 23.5 万亩，预计
未来 4 个月产量可
达 1184.6 万吨，同
比增加 38.5 万吨。
　　在广西贺州市
八步区莲塘镇炭冲
村的一处蔬菜基地
里，近 200 亩芋头迎
来收获季，基地随处
可见采挖芋头的身
影。基地另一侧，刚
刚种下的 200 亩西

兰花也正冒着绿芽，茁壮生长。“目前我们正
在组织群众加紧采摘芋头、菜心、芥蓝等
成熟蔬菜，供往广西各地及北京、郑州、天
津等地。”贺州市天顺农产品购销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彭上坚说，目前蔬菜基地总种
植面积约有 1.2 万亩，“蔬菜收益不错，明
年我们计划将种植面积扩大到 2 万亩。”
　　右江河谷是广西重要的秋冬菜种
植基地。在广西田东县祥周镇中平村，
整齐的田垄里种满绿油油的香葱，长势
正佳。在收购点附近，挂着外地牌照的
货车正在加紧装卸香葱。
　　中平村党总支书记卢能成说，香葱
种植产业在当地已经发展了 20 多年。
中平村田地多为沙质土壤，水源充足，
适合种香葱。目前村里种植的上千亩香
葱已陆续上市。“我们这里的香葱品质
好、数量多，销售根本不愁。而且种植面
积有保障，很多外地老板慕名而来，将
我们的蔬菜运往北方。”
　　在田东县平马镇百林村，当地群众
正在抓紧采摘番茄、黄瓜等蔬菜装车，运
往市场。“目前百林村主要种植的蔬菜为
番茄、黄瓜、辣椒等，当前正是上市季
节。”兴润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黄
庭兴一边忙着收购，一边对接果蔬外运。
　　红通通的番茄挂满枝头，果蔬产销
情况也红红火火。“高峰时期我们每天
能销售番茄超百万斤。”黄庭兴说，目
前百林村蔬菜种植面积大约 3400 亩，
明年计划扩大种植面积到 4600 亩，

“蔬菜产量提升，销售情况喜人，我们
对保障市场供应很有信心。”

　　新华社石家庄 12 月 2 日电(记者高
博)冬天到来，早上 5 点，天还没亮，当大多
数人还在熟睡时，位于河北保定高碑店的
首衡河北新发地农副产品物流园早已车来
车往。来自不同产地的果蔬运输车陆续进
场，交易专区内商户们手脚麻利地进行集
中装箱，短驳车不停穿梭在经销档口和上
货区之间。
　　河北新发地作为环京津地区重要的农
副产品物流园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
项目。如今河北新发地已经成为“南菜北
运”的重要枢纽，每天都会有 300 多种果蔬
被运往全国各地。
　　在冬瓜交易专区，经销商宋洪硕边核
对订单边安排出货，前两天他刚从广西南
宁种植基地考察回来。
　　“我的冬瓜供应京津商超较多，这次去
南宁就是为了对接优质的种植基地，确保货
源充足。”宋洪硕介绍，广西的冬瓜由于去年
价格高，种植面积增大，致使今年价格整体

下滑，每斤批发价 1 元 4 角左右，近半个
月来价格一直挺稳定。
　　河北新发地总裁魏树俭表示，随着
元旦、春节临近，河北新发地加强监测，
每日跟踪市场农产品的供求和价格变化
情况，积极组织经营户从南方调拨蔬菜，
增加供应储备，做好保供稳价工作。目
前，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较为平稳，
每日果蔬进场量约 3.27 万吨，日均交易
量约 3.15 万吨，保障了百姓“菜篮子”货
丰价稳。
　　除南菜外，北方冬储菜价格也比较
平稳，并且为了保障货源充足，许多商户
选择南北交替进货，以确保衔接供应。
　　不到上午 8 点，萝卜经营大户梁亚
超身后几辆物流车上的萝卜已经卖了一
多半。“现在卖的是本地萝卜，价格一直
稳定在每斤 8 角钱左右，但是已进入收
尾阶段，未来本地萝卜有断货的可能。”
梁亚超说。

　　不过，梁亚超早就做足了准备。他
分别在湖北、四川承包了 200 亩和 1000
多亩的萝卜基地，即使遇上特殊情况出
现价格大幅上涨，自种基地也能保证供
应量和价格稳定。“为了供应稳定，今天
一早我就从湖北直采了 27 吨萝卜，这会
儿估计已经在路上了。”梁亚超说。
　　平时能保供、“战时”能应急。在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作为“环京津一小时鲜
活农产品流通圈”重要的农产品流通中
心，河北新发地在保供稳价中也发挥了
独特作用。
　　前不久，多地出现新冠肺炎本土确
诊病例。对此，河北新发地不断加大产
销对接力度，全力保障京津冀农产品的
持续稳定供应。
　　“目前，我们的应急储备量已增至
4.2 万吨，这些储备可以基本满足市场
供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平抑物价。”魏
树俭说。

托稳百姓“菜篮子”
探 访“南 菜 北 运”重 要 枢 纽 河 北 新 发 地

保障“菜篮子”，常德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启动运营
  这是 12 月 2 日拍摄的常德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一间交易大厅内景。
  当日，湖南常德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正式启动运营。该中心是湘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品类最全、功能最完善的新一代大型农产
品流通及产业服务中心，完善了当地农产品保供体系，为保障当地的“菜篮子”提供有效支撑。
  据了解，该中心整体占地 1127 亩，总投资 50 亿元，分四期建设，本次启动项目为一期和部分二期项目，主要是蔬菜、冻品交易
区、干调粮油交易区、大型电商配送交易区。                          新华社记者陈思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