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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黄色的电力维修车由远及近，唐久亮敬了个礼。
这个 35岁的青年，智力只相当于 5岁儿童，认不出眼前

开过的其他车，却唯独认得这一辆。
车上走下来的是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仪征市供电

分公司滨江业务所运维采集班副班长——第八届全国道德
模范周维忠。

1998年夏天，村民唐永富家欠缴电费，负责收缴本村电
费的周维忠第一次敲开了他的家门。

这是怎样的家庭呢？抬头——屋顶看得到天，低头——
地上爬满了青苔。唐永富右眼失明、左眼只看得到光，儿子
久亮和妻子智力残疾。

见此情景，催缴电费的话到了嘴边，周维忠又咽了回
去：“你家里困难，按政策可以减免电费，放心用吧！”实际
上，从此之后老唐家欠下的电费，都是周维忠自掏腰包垫付
的。

“我从小吃百家饭长大，知道困难群众也有自尊心，不
能让老唐心里不安。”周维忠将这个善意的谎言悄悄藏在心
中。

电费缴上去了，周维忠还是放心不下，不时去看看。当
时 12岁的小久亮，连 1到 10都不会数。他带小久亮理发、洗
澡，每年春节给他买件新衣服，还领回家吃饭。

看到老唐家享受了“电费减免政策”，村里的五保户纷
纷询问：“我们能享受不？”周维忠憨憨一笑：“能！”这么多
年，他用省下的钱帮助 20 多户困难家庭，光以“电费减免政
策”名义悄悄垫付的费用，就超过 14万元。

此后，他又陆续帮扶了村里 15户孤困家庭，帮他们买米
买肉、看病买药、洗澡擦身、修缮房屋，送去物质关爱和精神
慰藉，并为 3 位孤寡老人送去临终关怀。老人们无以回报，
留下遗嘱:生前用过的轮椅、电视、电风扇留给周维忠。周维
忠说，这是一份念想，情义无价。

“爸，想不到咱家这么有钱？”有一年暑假，在徐州上大
学的女儿放假回家，无意间从房间的柜子底下翻出一个盒
子，里面满满当当都是红灿灿的存折本。“你打开看看，上头
是谁的名字⋯⋯”

原来，2010年农忙季，村里从事粮食加工的村民周本来
向周维忠倾诉了一件烦心事：白天机器运转，一刻都离不了
人；加上自己不会骑电瓶车，步行去缴纳电费不方便。“放心
的话就交给我吧。”周维忠主动提出帮忙代缴电费。周本来
二话没说，当即掏出银行存折交给了周维忠。

“还有这样的好事？”代办代缴电费的事在农户中传开
了，周维忠收到的存折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全村有 700
多名代缴客户。后来电子支付逐渐普及，不少人选择在线
缴费，但目前仍有 150多本存折留在他手上。有些年龄较大
的村民，干脆连存折密码都让周维忠来设置。周维忠说，

“信任”二字值千金，自己现在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2010年春节前夕，独居老人郭敏忠重病住院，周维忠来

回接送，还垫付了 800 元医药费。病愈后，郭敏忠请人写了
封感谢信。看到信中写着“感谢电费减免政策⋯⋯”所领导
喊来周维忠一问，隐瞒多年的善意谎言才被揭开。

2011年，滨江业务所成立了“周维忠共产党员服务队”，
辖区 319个配电箱上都有一块牌子，印着分管片区队员的姓
名、电话。过去 10年，队员们将“电费减免政策”默默“执行”
了下去，队员金秀良为 10 多位独居老人和困难户垫付电费
及生活费超过 6 万元。这些年里，他带领党员服务队修危
桥、装路灯、直播带货，助力乡村振兴，不仅点亮村民家中盏
盏灯火，更为村民送去了爱心，积极宣传党的惠农政策，帮
助农户直播带货、增加收入，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在村里落地
落实。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周维忠是“临时卫生员”，为村里
的孤寡老人和残障家庭测量体温、代买口罩；他是“突击队
长”，第一时间带领党员为村里的疫情监测点开展接电服
务；他还是“爱心大使”，捐赠 5000元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23年无声的诺言，让受助者不知不觉，让孤独者快乐生
活，他成了智障青年的“爱心爸爸”、孤寡老人的“外快儿
子”、村民心中的“光明使者”。

“乡亲们的事就是我的事，我要对得起大家的信任。”最
让周维忠高兴的是，从 2012 年起，江苏省出台政策，低保户
可享受每月 15千瓦时的电费减免。

据《人民日报》

周维忠：

“乡亲们的事就是我的事”

据新华社

假设可以从高空向下透视，在中国北
方城市的地下，都拥有一个纵横交错、规模
庞大的供暖管道网络。隆冬时节，这些管
道源源不断地向千家万户输送热能。此
前，这些管道依靠人工管控，有时暖气供应
不稳、室温冷热不均。有的同一栋楼里，住
在顶层的人热得要开窗，住在底层的人则
在家中也需要穿棉袄。有业内人士称，全
国供热系统水力失调度超 30%。

近年来，随着居民用热需求增加，全国
供热规模不断扩大，传统供热模式热源不
足、温度不均、能耗高等问题愈加凸显。记
者 采 访 发 现 ，许 多 城 市 都 在 尝 试 智 慧 供
暖。信息化技术与传统热网结合的新型供
热模式，让用户体验提升、企业效率提升、
实现节能减排有了更多可能。

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金桥东街的顶秀金
石家园，是北京热力集团首批智慧供热试
点小区。以往供暖季初期，需要大量工人

手动调节阀门，根据经验控制每座楼流入
的热量，不仅速度慢且往往不准，需反复调
试。

试点后，小区在每个单元加装电动调
节阀、在居民家里安装室温采集器。人工
智能热网控制系统收集用户室温数据，结
合天气预报预测所需热量，通过监控平台
下发指令，科学分配每个单元的热量。

改造后，居民们发现家里温度可根据
需要自动调节。据统计，改造前，小区采暖
季室温低于 20℃的用户占 11.3%，高于 24℃
的用户占 52.1%；改造后的第一年，温度在
20 至 24℃之间的用户达 90%。此外，同比
减少 30%的投诉率，还降低成本费 29万元，
减少热力站尖峰负荷 17.54%。居民张艳玲
说：“家里舒服多了，一年也能省大概三四
百元。”

在河北，全省从热源到换热站的一次
管网智能化已达 90%以上，当前正加快探

索从换热站到用户的二次管网智能化建
设。“二次管网智能化建设是实现‘双碳’目
标的重要途径。”河北省燃气热力服务中心
一级调研员徐京杰说。

河北唐山曹妃甸热力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李悦说，与使用智慧供热系统前相比，曹
妃甸工业区每年能节省供热费用 3750 万
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1.30 万吨，二氧化
硫排放 915吨，烟尘排放 458吨。

在山西，太原市热力集团太古分公司
枣尖梁热力站的供热范围涉及两个小区
896 户。站长苏程飞通过手机 App 就可以
随时查看热力站的情况，供水温度、回水温
度、压力值、热量、流量等数据一目了然。

“原来每个热力站都要有人值守，三班
倒的话每天至少 3个人，1800多个热力站就
是 5000多人。”太原市热力集团总调度室主
任 石 光 辉 说 ，现 在 全 市 无 人 值 守 站 超 过
80%。

多地集中供暖智能化提速，效率提高成本缩减

聚焦智慧供暖：
告别“顶层开窗底层穿袄”还需多久？

德耀中华德耀中华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旧矿部小区居
民沈女士说，前几年，家里暖气总是一阵
冷、一阵暖，加上管网老旧漏水，带来不少
麻烦。安装智慧设备后，家里温度均衡舒
适，可以保持在 22℃左右。

北京一些“上班族”期待用热更灵活
——白天上班时间家里没人，温度可以调
低一点。而写字楼里的中央空调通常很
热，要是每个房间都能调节温度就好了。

家住沈阳的居民赵先生告诉记者，过
去对供暖的要求是“到时候就有”，如今变
成了“好不好用”。

此外，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硬约束影

响力日渐强劲，能源结构低碳绿色化转型、
技术数字智能化创新不断加强。相形之
下，传统集中供热方式高延迟、强耦合、多
约束的弱点十分突出。

北京市城管委供热办相关负责人尹波
介绍，集中供暖是一种以供定需的调节方
式。由于建筑物围护结构、末端采暖形式、
输配管线长度等不同，热量通过热力系统
分配时，容易导致水力失调和热力失调等
现象，人工调节难以实现热量的按需平衡
分配。

李悦说，为保证部分用户的供热效果，
热力公司常采用整体提高供热量的方式满

足全部用户需求，造成总体热能的巨大浪
费，也加剧了环境压力。

据李悦介绍，按照华北地区实际供热
参数计算，每提升 1℃将造成 3.7%的热能浪
费，相当于全国浪费约 1.6 亿吨标煤，多排
放 3.97 亿吨二氧化碳、0.03 亿吨二氧化硫、
0.016亿吨烟尘。

北京热力集团启动了供热系统智慧化
改造三年行动计划。在实际工作中，将从
基于智能算法的快速手动平衡、基于二次
系统水力平衡的热力站自动控制和结合室
温的精准调控等三个方面推进工作。

居民对供暖的要求从“到时候就有”变成“好不好用”

多年来，在集中供暖的中国北方，“欠供”“过供”情况时常发生，“顶层开窗底层穿袄”也是常见事。

不过，这种情况正悄然发生改变。

记者近日在北京、辽宁、河北、山西等多地调查发现，近年来，通过信息技术对传统热网进行改造的

智慧供暖，正迎来加速发展期。

中国城镇供热协会常务副秘书长牛小化说，我国现行供热尚未完全实现商品化，未来应从“按时供

热”向“按需供热”模式转变，实现以居民末端调控为主的智能化运行供热方式，让老百姓可根据需要随

时取热、舒适供热，推动行业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她认为，这对供热行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专家指出，集中供热管网智慧化，是一项
涉及科技创新、老旧小区改造等多领域的系
统性工程，当前各地在探索中存在一些共同
难点。

改造成本过高是一大制约因素。由于供
热事业的公益属性，采暖收费价格仍是政府
指导定价。而随着煤、气、电、水等能源价格
及人工成本不断上涨，企业背负经营压力较
大，大规模投资智慧化改造的动力不足。在
一些地方，成本倒挂导致供热企业无力开展
从换热站到用户的二次管网智能化建设。

还有业内人士表示，在老旧小区占比较
高的地区，建筑围护结构保温较差，楼内热力
管道使用超过25年需更新的比率很大，需持
续推进建筑节能和供热基础设施改造。

山西朔州市再生能源热力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赵文兰介绍，除资金投入有限外，各类智
慧供暖设施质量参差不齐，选型需大量对比
和长时间实验才能符合当地实际，智慧供暖
平台操作、升级人才少。

太原市热力集团总调度室技术员申鹏飞
说，终端测温仪设备目前装了1万多户，用户
配合度不高。有用户将测温仪放在窗口甚至
门外，测温不准确。“下一步希望能和通信公
司及大数据部门合作，配合或新增更多实用
性功能服务，以顺利拿回数据。”

在唐山曹妃甸热力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
看来，相关部门应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制定相
关标准规范，形成统一体系，同时需要结合供
热体制改革和供热立法工作，推动供热行业

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业内人士认为，一些地区的供暖设备临

近集中更新换代时期，应抓住这一机遇提速
智慧供暖工作，政府可设立专项资金，分担热
力企业成本，持续推动供热计量收费改革和
热价市场化。居民在追求舒适之外，也应提
升绿色用暖理念。

石家庄西郊供热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文
智建议，新建住宅应将供热智能控制系统纳
入配套建设范围，由供热企业负责验收，减
少供热企业二次投入成本。同时，扶持供热
企业加快推进老旧小区等既有建筑供热设
施智能化改造。制定集中供热舒适温度区
间，规范居民用热行为，实现自我调节温度
降低能耗。

存科技创新、老旧小区改造等难点

周维忠（右）

（资料图）


